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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本研究探讨了不同性别个体的创业意向受到个体特质因素影响过程中的系统差异。通过对 560 名个体

的大样本施测 ,我们发现 :对于女性个体 ,成就动机、追求卓越和价值取向对个体创业意向的路径系数达到了显著性

水平。自主性和风险承担对个体创业意向的影响系数未达到显著性水平。在男性被试组内 ,风险承担和价值取向

对个体创业意向的路径系数达到了显著性水平。追求卓越、自主性和成就动机对个体创业意向的影响系数未达到

显著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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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过去 30 多年的创业研究发现 :在内部和外部条

件差别不大的情况下 ,男性和女性的创业行为比率

具有巨大的差异。关注于创业领域的研究者一直试

图解释这一论题。创业意向反映了一个人对将创业

作为自己人生规划的意愿和偏好 ,是创业行为的重

要预测因素。通过研究创业意向影响因素及其形成

机制的性别间差异 ,探索性别间创业行为的差异是

一个有益的研究切入点。本文将通过聚焦于比较男

女在创业意向影响因素上的差异 ,揭示男女创业行

为差异的原因。

承担风险 ( Risk Taking) 是企业家所应具备的

首要条件 ,只有具备冒险勇气的人才能迎接挑战 ,投

入时间、投入经历和财力并承担可能的损失。Mill

就提出企业家是风险推动者 ; Carsurd 也提出创业

者是愿意并能承担风险与责任者 ,并能同时结合生

产方式和信誉 ,以期获得利润、声望。法国经济学家

Robert Cantillon 也指出企业家在经济的运行中起

重要作用 ,他们实际上是在社会价值创造中的风险

管理者。[1 ]工人向工厂出卖劳动 ,企业主把产品拿到

市场上去卖。市场上的产品价格是浮动的 ,而工人

领取固定的工资。企业主替工人承担了产品价格浮

动的风险。当产品价格跌落时 ,企业主有可能蒙受

损失。而企业的盈利 ,正是企业主承担风险所获的

回报。[2 ]

个体的成就导向 (Achievement Orientation) 是

最多受到研究者关注的个体创业意向特质水平因

素。McClelland 指出 :当个体对自己的人生成就具

有较高水平的期望 ,创业作为一种职业生涯的选择

会具有相当的吸引力。因为 ,创业能够为个体带来

其他选择所无法提供的心理和物质满足感。[3 ]

根据 Rotter 的“内控 - 外控”理论 ,个体会将发

生在自身周围的事情归因为个人内部可控因素或者

外部不可控因素。学者 Shapero ,Brockhaus ,Bor2
land 认为创业者更多具有“内控”的个体决策和行为

倾向。[4 ]他们习惯于可以掌控自己的生活和未来 ,按

照自己的意愿规划自己的生活。Robert 发现很多

创业者选择创建自己的事业是为了追求主宰自己生

活、自主安排各个生命阶段的人生焦点 ,因此他提出

个体对自主性 (Autonomy) 的需求是影响个体创业

意向的重要影响因素。创业作为一种可以自主掌控

工作节奏和人生进程的职业生涯选择 ,拥有比受雇

于人更大的自由空间。这是一部分创业者创业的重

要动力源。[5 ]根据以上讨论 ,我们提出以下个体特质

水平因素与个体创业意向之间的关系假设。

个体对于金钱的价值判断是影响个体创业意向

的一个重要个人特质因素。创业选择可以为个体带

来丰厚的物质回报。每个人对于物质的价值判断不

同 ,当一个人越是希望能够在自己的人生中占有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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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多的资源和享受尽可能多的物质财富 ,创业作

为一种满足个体这种内部动机的手段越有吸引

力。[6 ]

追求卓越 ( Comp EIitiveness) 描述了一个人一

种始终向上 ,喜欢从与别人的竞争中证明自己 ,寻找

自己我价值的个人倾向。个体在该维度的水平越

高 ,其越渴望体验竞争所带来的欣快感和充实感。

对于追求卓越特质水平比较高的个体 ,创业作为能

够满足其心理需要的事业 ,非常具有吸引力。

假设 1 : 个体自主性特质与个体创业意向呈正

相关。

假设 2 : 个体成就动机水平与个体创业意向呈

正相关。

假设 3 : 个体风险承担特质与个体创业意向呈

正相关。

假设 4 : 追求卓越特质与个体创业意向呈正相

关。

假设 5 : 价值取向特质与个体创业意向呈正相

关。

由于男性和女性在人生成长过程中所面对的不

同社会化过程 ,男性和女性对自己的社会角色会有

不同的认知。而在整个人生全阶段的发展和成熟过

程中 ,男性和女性各自面对自己不同的特异性问题 ,

因此 ,不论是对于男性还是女性来说 ,无论是在各自

的性别组内的不同生命阶段 ,还是两性之间 ,影响女

性创业意向和男性创业意向的因素应该会具有系统

的差异。例如 ,Stevenson 提出 ,由于女性和男性在

一些生理、思维等方面的系统差异 ,会导致女性在决

策和进行自己人生规划的时候 ,侧重与男性不同方

面。例如女性更加在乎生活质量 ,对家庭幸福负有

更多的社会责任等等。[ 7 ] Hurley 经过对创业女性的

深入访谈发现 :女性作为矛盾的理想主义和现实主

义的统一体 ,在进行创业决策的时候 ,往往会考虑与

男性不同的方面。在进行创业决策的时候 ,他们一

方面并不像男性具有很强的功利心 ;更多的时候还

只是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对自己的生命和生活

具有更大的控制力。[8 ] 同时又希望能够比身边的男

性更强 ,而获得对自己能力的认可。此外 , Steven

也发现女性创业更多是集中在对自己过去有相关经

验的行业 ;而男性则更敢于进入一些全新的领域 ,他

们的创业行为具有比女性更高的机会驱动可能性。

综上 ,我们认为由于女性和男性在社会角色、思维模

式等方面的差异 ,会使得男性和女性在受到各个创

业影响因素影响的时候具有系统的性别间差异。

假设 6 : 男性与女性在受创业意向因素影响的

时候 ,具有系统的性别间模式差异。

2 　研究方法

研究样本来自 10 余个行业 ,包括冶金、物流、电

信、建筑、能源、化工、IT 服务和餐饮服务行业。此

部分问卷用于探索个体创业意向决策的心理机制和

男女之间的差异。调查发放问卷 1 023 份 ,回收有

效问卷 560 份 ,有效回收率为 55 %。根据样本的个

体特征看 ,主要以女性为主 (6216 %) ;职业经历主要

集中于 5 家以下 (8818 %) ;年龄层次比较分散 : 26

～30 之间的被试 2313 % , 31～35 之间的被试为

1518 % ,36～40 之间的被试为 2716 % ;文化层次以

大专和大学为主 (8414 %) ;多数被试没有创业经历

(7815 %) ; 工作 经历 以 3 ～ 5 年 居 多 的 被 试

(3311 %) ;所在地区基本上来自华东和华南地区。

样本信息分布的基本情况见表 1。单因素方差分析

结果表明 ,男女被试组在所有背景信息上均不存在

系统差异 ,此样本的人口结构信息和样本组成满足

了本研究对男女比例以及男女在相关因素上的匹

配 ,为后续的定量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3 　研究结果

本研究将分别在男性和女性被试组内检验本模

型的数据模式 ,以及性别间的差异。首先 ,将在女性

被试组内检验。在女性被试组 ( N = 351) 内所建立

的个体特质层面影响与创业意向关系结构模型路径

系数以及路径系数所对应的显著性结果见图 1 和图

2。在女性被试组内 ,成就动机、追求卓越和价值取

向对个体创业意向的路径系数达到了显著性水平 :

成就动机 →创业意向 (β = 0142 , T = 3122 , P <

0101) ;追求卓越 →创业意向 (β= 0142 , T = 2157 , P

< 0101) 。价值取向 →创业意向 (β = 0128 , T =

2157 ,P < 0101) 。而自主性和风险承担对个体创业

意向的影响系数未达到显著性水平 :自主性 →创业

意向 (β= - 0123 , T = - 1158 , P > 0105) ;风险承担

→创业意向 (β= 0113 , T = 1124 , P > 0105) 。该结

果说明女性创业意向受到个体特质影响的特异性 :

女性在是否要创业的选择上 ,更多地受到个体对成

就一番事业的渴望 ;追求自我实现和自我突破的意

志 ;以及个体对物质财富的价值判断。同时 ,尽管前

人在西方文化背景下 ,发现追求独立和自我主宰 ,以

及对创业带来风险的接受度对个体创业意向有重要

的影响 ,但是在中国背景下的女性被试组中 ,未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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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因素对女性创业意向影响具有显著性结果。

对此问题的解释具有两种可能性 :性别角色在其中

扮演了重要的作用 ,对这种潜在可能性将通过在男

性被试组内建模结果回答。另一种潜在的解释是由

于中国背景的特异性 ,可能与中国文化的独特内涵

或者中国处于转型经济阶段有关 ,在此背景下 ,个体

追求独立的个体特质可能使个体进行除了创业以外

的其他尝试。值得注意的是 ,女性被试组内的建模

结果显示 :追求自主性的个人特质对个体创业意向

具有负的影响。尽管该路径系数较大 ,考虑到其路

径显著性未达到 0105 水平 ,因此仍属于误差范围之

内。根据在女性被试组内建模结果显示 :在三个对

个体创业意向显著的因素中 ,成就动机和追求卓越

表现出最大的影响力。此结果说明 ,对女性而言 ,那

些希望能够不断自我突破和渴望在人生中具有一定

成就的个体对创业表现出更多的热情。同时 ,对物

质生活富足的追求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创业作为

一种人生职业生涯选择的吸引力。

表 1 显示了在女性被试组内 ,个体特质层面各

因素对创业意向影响模型具有较好的拟合结果。各

个拟合指数均落入理想的区间 : NN FI、CFI 和大于

0190 ; GFI 大于 0180 ;RMSEA 小于 0108 ;同时 ,X2 /

df 小于 5。该结果说明 ,假设模型在女性被试组内

对原始矩阵具有良好的拟合度。

图 1 　女性个体特质层面因素与个体创业意向关系路径系数结果
注 :A = 自主性 ;VM = 价值取向 ;COM = 追求卓越 ;AM = 成就动机 ;RT = 风险承担

表 1 　女性个体特质层面因素影响创业意向模型拟合参数结果( N = 351)

模型 X2 d f NN FI CFI GFI RMSEA

独立模型 13 267179 435

验证模型 1 453108 390 0192 0192 0178 01068

　　注 : NNFI : Non2Normed Fit Index ; CFI : Comparative Fit Index ; GFI : Goodness of Fit Index ; RMSEA : 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Approxi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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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女性个体特质层面因素与个体创业意向关系路径系数显著性结果
注 :A = 自主性 ;VM = 价值取向 ;COM = 追求卓越 ;AM = 成就动机 ;RT = 风险承担

　　下面将在男性被试组内检验个体特质层面因素

对个体创业意向影响的模型。在男性被试组 (N =

209)内所建立的个体特质层面影响与创业意向关系

结构模型路径系数以及路径系数所对应的显著性结

果见图 3 和图 4。在男性被试组内所建立模型的数

据模式和女被试组所获得的数据具非常大的差异。

在男性被试组内 ,风险承担和价值取向对个体创业

意向的路径系数达到了的显著性水平 :风险承担 →

创业意向 (β= 0145 , T = 5149 , P < 0101) ;价值取向

→创业意向 (β= 0127 , T = 3127 ,P < 0101) 。而追求

卓越、自主性和成就动机对个体创业意向的影响系

数未达到显著性水平 :成就动机 →创业意向 (β=

0101 , T = 0109 , P > 0105) ;追求卓越 →创业意向 (β

= - 0110 , T = - 0182 , P > 0105) ;自主性 →创业意

向 (β= 0109 , T = 0188 ,P > 0105) 。该结果显示出男

性和女性的创业意向在个体特质层面 ,受各因素影

响的差异极大 :除了在价值取向和自主性维度上男

性和女性表现出一致性外 ,在其他三个维度上 ,男女

表现出极大的差异。成就动机、追求卓越在女性被

试组表现出对个体创业意向具有重要影响 ;而在男

性被试组内 ,其显著性未达到 0105 水平显著性。而

风险承担维度在男性被试组表现出对个体创业意向

具有重要影响 ,但在女性被试组则未能达到 0105 显

著性水平。

综合比对男女在个体特质层面上受到各个因素

影响的模式 ,我们可以发现 :对男性而言 ,个体对创

业风险的好恶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个体对创业的态

度 ,对风险越是采取规避的态度 ,个体选择创业的可

能性就越小。而女性的创业意向更多受到个体对成

就和自我价值追求的影响。女性的创业意向更多是

由于受到自我实现和人生目标追求的驱动。男女在

个体特质水平的差异 ,显示出女性的创业意向更多

是理想驱动的 ;而男性的创业意向则更为理性 ,因为

男性的创业意向主要受到个体对创业风险的承担意

愿的影响 ,同时 ,男性将创业视为一种获得财富的手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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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男性个体特质层面因素与个体创业意向关系路径系数结果
注 :A = 自主性 ;VM = 价值取向 ;COM = 追求卓越 ;AM = 成就动机 ;RT = 风险承担

　　表 2 显示了在男性被试组内 ,个体特质层面各

因素对创业意向影响模型具有良好的拟合结果。各

拟合指数均落入理想的区间 : NN FI、CFI 大于

0190 ; GFI 大于 0180 ;RMSEA 小于 0108 ;同时 ,X2/

df 小于 5。该结果说明 ,在男性被试组内假设模型

对原始矩阵具有良好的拟合度。

4 　讨论

尽管在过去的 20 多年中 ,对此问题已有一定的

研究积累 ,但是各种理论框架和研究证据相对零散 ,

缺乏系统的整合。多数该领域的成果集中于理论思

辨水平 ,缺乏有利的实证检验和数据支撑 ,这极大限

制了创业意向相关研究的进一步理论推进。本文使

用大样本的实证方法 ,系统研究创业意向形成过程

中的性别差异。

　　本研究结果显示 :对女性个体 ,成就动机、

追求卓越和价值取向对个体创业意向的路径系数达

到了显著性水平。自主性和风险承担对个体创业意

向的影响系数未达到显著。对男性而言 ,风险承担

和价值取向对个体创业意向的路径系数达到显著。

追求卓越、自主性和成就动机对个体创业意向的影

响系数未达到显著。该结果显示除了在价值取向和

自主性维度上男性和女性表现出一致性外 ,在其他

维度上 ,男女表现出极大的差异。成就动机、追求卓

越在女性被试组表现出对个体创业意向具有重要影

响 ;而在男性被试组内 ,其显著性未达到显著。而风

险承担维度在男性被试组表现出对个体创业意向具

有重要影响 ,但在女性被试组则未达到显著。本研

究系统检验了各个水平和层次的创业意向影响因素

与创业意向之间作用强度在性别间的差异。发现不

同因素在影响个体创业意向的时候 ,男女间既有差

异 ,也有很大的相似性。这一系列的结果为我们深

入理解男女在创业行为和意愿上为什么会具有如此

之大的差异提供了理论解释 ,并且可以作为非常有

价值的资料指导今后对个体创业行为激发的政策制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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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男性个体特质层面因素与个体创业意向关系路径系数显著性结果
注 :A = 自主性 ;VM = 价值取向 ;COM = 追求卓越 ;AM = 成就动机 ;RT = 风险承担

表 2 　男性个体特质层面因素影响创业意向模型拟合参数结果( N = 209)

模型 X2 d f NN FI CFI GFI RMSEA

独立模型 5 559181 435

验证模型 1 062153 390 0192 0192 0158 01081

　　注 :NN FI : Non - Normed Fit Index ; CFI : Comparative Fit Index ; GFI : Goodness of Fit Index ; RMSEA : 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Approximation

　　针对本节研究所得到的各个层面影响因素对个

体创业意向作用结果 ,本节对于实践做以下建议 :针

对女性的创业意向更多受到个体的成就动机和追求

卓越的个人特质驱动 ,为了能够有效提升女性创业

者不多 ,以及女性创业意向不高的现象。应该更加

有针对性地政策或者加强宣传 ,鼓励那些更加追求

个人成就和“希望能够成就一番事业”的女性。将有

限的资源更多地倾斜到这些方面更能有效刺激女性

创业者的动机。同时 ,国外已经通过实践检验的一

些行之有效的创业培训计划也显示 ,针对那些个体

成就欲望和权力需要比较高的女性所提供的课程对

于激发个体的创业动机最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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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需报告 ,投资者关系管理的效率将因此得到大幅

提升 ,这会为企业创造良好的融资、再融资环境 ,并

最终会在资本市场上获得更多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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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 hor t ried to design an Interactive and customizable reporting models in ERP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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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s

Q IAN Yong2hong
(School of Management ,Zhejiang University , Hangzhou 310058 ,China)

Abstract : This research systematically investigated t he relationships of dispositional determinant s wit h personal ent repreneurial intentions. By

surveying 560 individuals , we found t hat achievement motivation , competitiveness and value for money are significant determinant s of ent repre2
neurial intention for women. Moreover , t he result s showed t hat t he proposed connections between autonomy and risk taking and personal ent re2
preneurial intention did not achieve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at 0. 05 levels. On t he ot her hand , risk taking and value for money are significant de2
terminant s of ent repreneurial intention for men , and t he relationships of achievement motivation , autonomy and competitiveness wit h individual

ent repreneurial intention predicted in t he hypot heses were not supported by t he empirical result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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