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邮电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第 18卷

1 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高校毕业生人数屡创历史新高，就业形

势严峻复杂。“双创”背景下，鼓励大学生自主创业，研

究大学生创业机会识别能够丰富创新创业理论，便于

开展大学生创业教育，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

关于创业机会的理论研究较丰富，创业过程离不

开创业者对创业机会的识别。刘一虹认为微课教育有

利于大学生创新创业[1]，影响创业机会的识别。随着实

践的不断发展，人力资本可以分为一般人力资本和特

殊人力资本。Becker认为一般人力资本主要指在工作

中所获得的知识和技能 [2]；Shane认为特殊人力资本

主要指对消费者需求、市场知识的了解等[3]。具体的大

学生一般人力资本可以包括理论知识的学习、创业教

育、实习经历等。关于企业家人力资本与创业机会识

别的研究已经较多，但关于大学生一般人力资本与创

业机会识别的研究较少，大学生的一般人力资本是否

有利于发现创业机会呢？

搜索本意指仔细查找、搜寻。当部分大学生进行

创业机会识别时，在资源、经验等不足的情况下，知识

搜索显得尤为重要。知识搜索与大学生创业机会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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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知识搜索是否会在大学

生一般人力资本和创业机会识别之间发挥促进作用？

自我效能感是个人的主观情绪，厉杰等认为自我效能

感高的人更积极乐观、愿意帮助他人[4]。当代大学生年

轻阳光、勇敢果断，愿意尝试新事物，具有较强的自我

效能感，其自我效能感是否会调节一般人力资本与创

业机会识别的关系？大学生的自我效能感是否在知识

搜索的整个中介过程中发挥调节作用呢？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2.1 一般人力资本对大学生创业机会识别的影响

创业机会的识别是大学生群体开始创业的重要

一步。大学生在课堂上学习专业理论知识，参加创新

创业培训；课后运用所学知识，参加创新创业大赛，寒

暑假进入企业实习，形成一般人力资本，凭借自身知

识储备，更容易发现企业发展存在的问题、顾客消费

过程中的痛点等，识别创业机会。因此，本文提出如下

假设，H1：一般人力资本有利于大学生识别创业机

会。

2.2 知识搜索的中介作用

知识搜索是个人重要的技能。随着移动终端的普

及，当代大学生熟练掌握各种搜索工具、技巧。知识搜

索的渠道、领域广泛，通过知识搜索，关注时事热点，

感知宏微观环境变化，更易识别创业机会。创业机会

的识别是一个主客观结合的过程，离不开一般人力资

本和知识搜索的作用。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H2：

知识搜索在一般人力资本和大学生创业机会识别之

间发挥中介作用。

2.3 自我效能的调节效应

段朝辉等认为自我效能感能够提升学习绩效，是

主动进行学习的主要心理特征形式[5]。自我效能感高

的大学生愿意主动去学习、参与社会实践，丰富一般

人力资本。也愿意发起挑战，相比墨守成规的大学生，

创业意愿更强烈，也更容易识别创业机会。大学生进

行创业不仅是受到双创政策的影响，更是为了实现自

我价值、履行社会责任。创业者的自我效能感是对自

身创业成功的主观评价，自我效能感可能会在一般人

力资本和大学生创业机会识别之间发挥调节作用。

大学生创业机会识别过程不仅受一般人力资本

的影响，还受到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的同时作用。知

识搜索受到一般人力资本的影响，有利于创业机会的

识别，大学生在识别创业机会过程中，自我效能发挥

着作用，在自我效能感影响下，一般人力资本与知识

搜索之间有怎样的关系呢？自我效能感在整个中介过

程中如何发挥作用？自我效能可以起到正反两方面的

影响：自我效能感强的大学生，愿意尝试新鲜事物，愿

意进行知识搜索，获取大量创业信息，为整个识别创

业机会过程提供较大精神动力，调节知识搜索下的中

介过程。自我效能感低的大学生更愿意去实习，为毕

业找工作做准备，不愿意主动识别创业机会。由此我

们提出如下假设：

H3：大学生的自我效能感在一般人力资本和创

业机会识别的直接影响中存在调节效应。

H4：大学生的自我效能感调节中介模型的前半

部分，也可以说是在一般人力资本与知识搜索的关系

中起到调节作用。

基于以上理论分析，可以得出本文研究的理论模

型，如图 1所示：

图 1 理论模型图

3 研究设计
3.1 数据采集与样本特征

本文采用的数据来自 C大学城，主要以本科生

为主，兼顾全日制研究生。对在校大学生进行问卷调

查。借鉴已有研究，通过与老师、同学讨论，先进行小

范围测试，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修改，再随机对一个班

级进行问卷调查，结合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进行部分

修改，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总共发放调查问卷

500 份，实际收回问卷 471 份，最终得到真实有效问

卷 454份，问卷有效性较高，达到 90.8%，样本特征如

下表 1所示。
表 1 样本分布特征表（N=454）

3.2 测量工具

关于大学生的一般人力资本量表较少，还处于探

索阶段。本文参照于东平的研究[6]，结合大学生实际情

况，设置“本专业理论知识学习促进人不断进步”等题

目。知识搜索的测量参照 Laursen的量表 [7]，包括“对

人口 
统计学 
变量 

样本分

布 
样本

数 
百分比

（%） 

人口 
统计学 
变量 

样本 
分布 

样本

数 
百分比

（%） 

性别 
男性 175 38.54 

专业 
学科 

理工科 91 20.04 

女性 279 61.45 艺术类 25 5.50 

年龄段 

17-22 274 60.35 经管 122 26.87 

23-28 142 31.28 医学 53 11.67 

29-34 28 6.17 文史哲 68 15.00 

35-40 10 2.20 法学 75 16.52 

学历 

本科 345 76.00 教育类 20 4.40 

硕士 80 17.62 家庭 
背景 

农村 286 63.00 

博士 29 6.39 城市 168 3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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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知识，广泛使用多个搜索媒介”等题目。自我效能

的衡量题目，主要参照段朝辉等人的研究[5]。创业机会

识别量表参照 Ko & Butler的研究[8]。一般人力资本变

量、知识搜索和创业机会识别的测量采用李克特 7点

量表，用正整数 1到 7表示，“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

意”。自我效能感作为主观评价有不确定性，为了得到

被调查者的真实反映，采用李克特 5点量表法，按照

从“非常不符合”到“非常符合”，分别赋予 1-5的值。

性别分为 1代表男生，0代表女生的虚拟变量。家庭

背景也是重要参考标量，分为农村家庭和城市家庭。

4 实证分析与结果
4.1 信度和效度检验

调查问卷的题项设计多借鉴成熟量表[7-8]，具有较

高信度和效度。用 SPSS22.0验证发现，一般人力资本

的 kmo值大于 0.7，sig=0.00，总方差解释累计 65.209%，

因子载荷值均大于 0.7。知识搜索的 kmo值大于 0.7，

总方差解释累计 72.781%，因子载荷值均大于 0.8。自

我效能感的 kmo 值是 0.808，总方差解释累计

74.496%，因子载荷值都大于 0.7，信度和效度符合标

准。整个调查问卷涉及的变量符合检验标准。

4.2 假设检验的回归分析

1）主效应和中介效应检验。本文进行层次回归分

析，实证检验结果如下表 2所示，模型 1是控制变量

对知识搜索的回归结果，模型 2是在控制变量影响

下，一般人力资本对知识搜索的回归分析，是中介效

应检验的第一步。模型 3至 5依次是以创业机会识别

作为因变量、控制变量、自变量、中介变量对创业机会

识别的回归结果。模型 4中一般人力资本对创业机会

识别的回归系数是 0.692（p＜0.001），说明大学生一

般人力资本对大学生创业机会识别具有显著正向影

响，假说 H1得到证明。

变量 
模型 1 
知识搜索 

模型 2 
知识搜索 

模型 3 
创业机会识别 

模型 4 
创业机会识别 

模型 5 
创业机会识别 

性别 
-0.111 
（0.098） 

-0.067 
（0.066） 

-0.359** 
（0.131） 

-0.317** 
（0.111） 

-0.274** 
（0.103） 

年龄 
0.028 
（0.015） 

0.021* 
（0.010） 

0.023 
（0.020） 

0.016 
（0.017） 

0.003 
（0.016） 

学历层次 
0.033 
（0.110） 

0.120 
（0.075） 

-0.105 
（0.147） 

-0.022 
（0.126） 

-0.098 
（0.117） 

学科类别 
-0.028 
（0.025） 

-0.022 
（0.017） 

0.005 
（0.033） 

0.011 
（0.028） 

0.025 
（0.026） 

家庭背景 
0.002 
（0.099） 

0.014 
（0.067） 

0.133 
（0.132） 

0.145 
（0.112） 

0.136 
（0.104） 

一般人力资本  
0.729*** 
（0.032） 

 
 

0.692*** 
（0.053） 

0.230** 
（0.073） 

知识搜索     
0.634*** 
（0.074） 

R方 0.027 0.556 0.027 0.295 0.395 

调整后的 R方 0.016 0.550 0.016 0.285 0.385 

R方变化量  0.529***  0.268*** 0.100*** 

 

表 2 主效应和中介效应检验表（未标准化系数）

注:*p＜0.05，**p＜0.01,***p＜0.001。

参照叶宝娟的研究[9]，进行中介效应检验。模型 2

的回归结果可知，一般人力资本对中介变量知识搜索

是正向影响。知识搜索作为自变量对创业机会识别进

行回归，模型 5是显著影响。主效应检验 H1已经得

到验证，比较模型 4和模型 5可知，加入中介变量后，

回归拟合效果明显改善，而且一般人力资本对大学生

创业机会识别的回归系数明显降低，中介变量的回归

系数显著，由此可得知识搜索在主效应中起到部分中

介作用，假设 H2得到证明。

2）自我效能的调节作用检验。自我效能的调节效

应回归结果如表 3所示。模型 6是以知识搜索作为因

变量，控制变量对其作出的回归分析。模型 7在模型

6的基础上，加入一般人力资本与自我效能的乘积作

为自变量，对知识搜索的回归。模型 9是在模型 8的

基础上加入一般人力资本与自我效能的乘积，回归系

数不显著，假设 H3被拒绝。可能原因是大学生的自

我效能只存在主观意识，并不能调节创业机会识别。

继续参照叶宝娟的检验方法[9]，进行检验。模型 7

显示，自我效能在一般人力资本和知识搜索之间调节

效应显著，即是调节了中介效应的前半段，模型 10在

模型 9的控制基础上，加入中介变量知识搜索以及中

介变量和调节变量自我效能的乘积，回归结果不显

著，也就是说调节变量在中介过程中没有影响后半

段，假说 H4得到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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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稳健性检验

关于人力资本对创业机会识别的研究比较广泛，

具有一定深度，理论解释较成熟,不存在遗漏变量或

者逆向因果问题。通过 Bootstra方法，用 process程序

作 sobel检验，结果显示 Z=8.233***，证明了中介效应

的存在。为了直观感受自我效能在大学生一般人力资

本和知识搜索之间的调节效应,本文利用回归的系数,

常数,通过 Excel表格绘制斜线图，展示调节变量的交

互相应，如下图 2所示，系列 1所代表的是在自我效

能感低的情况下，回归直线较平缓，系列 2所代表的

自我效能感高，直线更陡峭，说明一般人力资本对知

识搜索影响比较大。假设 H4得到检验。

图 2 有调节的中介作用效果图

5 研究发现与建议
5.1 研究发现

本文通过对 C大学城的部分在校大学生进行问

卷调查，通过实证检验得到以下发现：

1）大学生一般人力资本对其创业机会识别具有

显著正向影响。大学生一般人力资本包括理论教育、

实习经历等，较大地促进了大学生创业机会的识别。

2）大学生的一般人力资本促进知识搜索，知识搜

索在一般人力资本和创业机会识别的影响关系中发

挥了部分中介作用。这一研究结果表明，知识搜索表

示的获取知识的各种途径、方式，充分利用知识的深

度和广度，是影响一般人力资本与大学生创业机会识

别过程的重要桥梁，揭示了知识搜索的中介机制。

3）自我效能在主效应中不存在调节效应。但是调

节一般人力资本和知识搜索之间的关系，发挥了有调

节的中介作用。

5.2 建议

从研究结论可知，主效应显著，大学应该开设有

针对性的创新创业教育，引导大学生储备创业知识；

鼓励大学生转变就业观念，积极开展社会实践活动；

有关部门给予相关的政策支持，鼓励大学生创业；大

学生应该熟练掌握知识搜索的通道、途径，领域要广

泛，有效地提炼和运用知识。自我效能在整个中介过程

中发挥调节效应，大学生应该有意识地做好自我调控，

乐观面对未来的各种难题和挑战，

变量 
模型 6 
知识搜索 

模型 7 
知识搜索 

模型 8 
创业机会识别 

模型 9 
创业机会识别 

模型 10 
创业机会识别 

性别 
0.013 
（0.064） 

-0.061 
（0.063） 

-0.097 
（0.097） 

-0.130 
（0.099） 

-0.099 
（0.096） 

年龄 
0.020* 
（0.010） 

0.017 
（0.009） 

0.014 
（0.015） 

0.013 
（0.015） 

0.007 
（0.014） 

学历层次 
0.108 
（0.071） 

0.068 
（0.069） 

-0.053 
（0.108） 

-0.071 
（0.108） 

-0.098 
（0.105） 

学科类别 
-0.032* 
（0.016） 

-0.022 
（0.016） 

-0.016 
（0.024） 

-0.011 
（0.024） 

-0.002 
（0.024） 

家庭背景 
-0.007 
（0.064） 

0.005 
（0.061） 

0.088 
（0.097） 

0.093 
（0.097） 

0.090 
（0.094） 

一般人力资本 
0.564*** 
（0.038） 

0.492*** 
（0.039） 

0.240*** 
（0.058） 

0.208 
（0.061） 

0.013 
（0.069） 

自我效能 
0.271*** 
（0.039） 

0.257*** 
（0.037） 

0.744*** 
（0.059） 

0.738 
（0.059） 

0.640*** 
（0.060） 

一般人力资本 
×自我效能 

 
-0.152*** 
（0.026） 

 
-0.067 
（0.040） 

-0.054 
（0.067） 

知识搜索     
0.409*** 
（0.073） 

知识搜索 
×自我效能 

    
0.058 
（0.064） 

R方 0.600 0.629 0.480 0.483 0.517 

调整后的 R方 0.593 0.622 0.472 0.474 0.507 

R方变化量  0.029***  0.003 0.033*** 

 

表 3 自我效能的调节作用表

注:*p＜0.05，**p＜0.01,***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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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应树立正确的能力观、择业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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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竟班级文化建设还涉及到其他各个方面，比如学生

的价值观念、道德标准、行为方式等。合作学习是否对

这些方面也起到促进作用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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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发布到平台上，学生在自己觉得方便的时候进行学

习即可。相比传统教学，基于微信平台的教学是更便

捷的，可以有效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主动性。

6 结语
总之，在微信息平台上学生可以互相合作、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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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还可以直接参与到学生的合作、交流中，进一步

激发学生潜能。[7]基于微信息平台的艺术设计类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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