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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解在电子商务环境下影响大学生创新创业的主要因素，通过网络随机发放了调查问卷，回收有效问卷
２０２份，采用ＳＰＳＳ１９．０分析了大学生创新创业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在网络信息时代、电子商务环境下，影响大学生创
新创业的因素多，但大学生的个人素质是影响其是否参与创新创业的关键因素，另外，性别在一定程度上也有较大影响。

据此提出了当前大学生创新创业的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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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我国高校招生规模不断扩大，在校大
学生的数量逐年增加，随之而来的大学生就业问

题成了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２０１５年，李克
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将“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作为国家战略提出，在国内掀起了一股创新

创业的热潮。另外，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也为大

学毕业生参与创新创业提供了更多的便利。在国

家政策和社会环境的影响下，大学生步入社会时

选择自主创业的越来越多［１］。

如何正确引导大学生参与创新创业，已引起

社会的重视和关注，也有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

如刘伟分析了制约大学生创新创业的瓶颈问题，

建议高校加强对学生创新精神与创业意识的教

育［２］。余岚、苏海泉、郭津含从社会支持、个人胜

任力、高校创业教育和创业项目四个方面采用层

次分析法对影响大学生创业的因素进行了研

究［３］。纪慧生、苏沿婷探讨了大学生开展电子商

务方面的创新创业，受实践教育、国家与地方政

策、自身实战经验、资金和外部保障等因素影响的

情况，以及应如何选择合适的创业模式［４］。

上述文献从多个视角对大学生创新创业进行

了分析研究，但缺少从大学生自身角度对电子商

务环境下的影响因素进行详细的分析与探讨。因

此，拟采用网络调查问卷，收集全国各地大学生的

反馈意见，运用ＳＰＳＳ１９．０对电子商务环境下影响
大学生创新创业的因素进行分析研究。

１　研究方法
１．１　样本选取

为有效研究电子商务环境下大学生开展创新

创业的影响因素，随机对国内全日制大学生进行

问卷调查，其中包括部分已经毕业的大学生。考

虑到大学生普遍对计算机和网络比较熟悉，且研

究是基于电子商务环境，因此，主要通过问卷星

网、ＱＱ、微信、微博、论坛等网络工具和手段，针对
愿意积极参与调查的学生发放调查问卷。调查问

卷的内容主要包括大学生对电子商务创新创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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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大学生应对风险承受能力、创新创业意愿、

创新创业价值取向和主要的困难等方面，调查问

卷由９道单选题、８道多选题以及１道主观填空
题组成。主动参与本次问卷调查的共计 ２０２人
次，其中有效答卷 ２０２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
１００％。根据ＩＰ地址分析，可知本次参与问卷调
查的学生涉及２５个省市。

根据回收的调查问卷，对样本结构的统计情

况详见表 １、图 １。其中，文科类专业总共占
６１８８％，理工类专业总共占 ３８．１２％，该比例对
于后期的数据分析来说是较为合理的。

表１　调查问卷的样本结构

年级
性别

男／人 女／人
总计／人 百分比

大一 １６ １３ ２９ １４．３６

大二 １７ １３ ３０ １４．８５

大三 １９ １５ ３４ １６．８３

大四 ４２ ３４ ７６ ３７．６２

已毕业 １８ １５ ３３ １６．３４

合计 １１２ ９０ ２０２ －－

百分比 ５５．４５ ４４．５５ －－ １００

图１　样本结构中的各专业统计情况

１．２　影响因素的测量
为方便研究，将创新创业意愿作为基本变量，

重点研究其他因素对创新创业意愿的影响程度。

在问卷中，设计一系列的问题，以探究影响创新创

业的变量因素有哪些和影响因子权重的大小，调

查表明，大学生的性别、创新创业能力、风险承受

能力、创新创业所需知识对创新创业意愿都有显

著影响。

２　研究结果
２．１　创新创业意愿分析

大学生从事创新创业的意愿是重点关注的问

题，如表２所示。

表２　大学生对电子商务的创新创业意愿统计表

选项 男／人 百分比 女／人 百分比 总计／人 百分比

看情况，条件允许就试试 ４０ ４６．５１ ５３ ４５．６９ ９３ ４６．０４

渴望从事电子商务方面创业 ２０ ２３．２６ ４ ３．４５ ２４ １１．８８

不确定 １７ １９．７７ ３９ ３３．６２ ５６ ２７．７２

根本不打算创业 ９ １０．４７ ２０ １７．２４ ２９ １４．３６

合计 ８６ １００．００ １１６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２ １００．００

　　问卷结果显示，明确表示“根本不打算”的为
１４．３６％，超过八成的大学生处于观望状态，这说
明，电子商务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创业机会，使多

数大学生萌发创新创业的想法，但是否真正开展

创新创业活动，还受自身条件限制和外界环境影

响。选择“看情况，条件允许就试试”和“不确定”

的占到７５％，可见大学生对于创业问题还是非常
谨慎的，２７．７２％的人不能肯定，４６．０４％的人条件
允许才会尝试。由此可得出结论，大部分大学生

清醒地认识到，如果自身条件和个人能力不符合

创业所需要的条件而贸然开展创新创业，则迟早

会让创新创业活动面临风险。因此，大学生基本

上都会根据自己的情况，理性地选择自己未来的

发展道路。

选择“渴望从事电子商务方面创业”的占到

１１．８８％，这部分大学生的创新意愿强烈，是需要得
到创新创业指导和培训的目标人群，他们应当了解

大学生电子商务创业现状以及电子商务创新创业

中存在的问题。其中，大学生的性别对创新创业意

愿影响较大。“渴望从事电子商务创新创业”的男

生占２３．２６％，女生只占 ３．４５％，相差１９．８１％，而
明确表示“根本不打算创业”的女生为 １４．３６％，男
生为１０．４７％，相差３．８９％。大学生的创新创业倾
向性别差异非常明显，男生具有开展电子商务方面

创新创业意愿的比例远高于女生。

２．２　专业认知度的影响分析
本次调查是专门针对大学生从事电子商务方

面的创新创业展开的调查研究，以了解不同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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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生对电子商务的认知程度，以及对开展创新

创业的影响情况。考虑到大学生的自我评价观点

具有多样性，还有些学生的认识可能不太准确，因

此设计了四个具体选项和一个其他看法。

不同专业的大学生对电子商务认知程度的交

叉分析情况见表３。

表３　大学生对电子商务的认知程度

选项
电子商

务专业

经济管理

类专业

计算机信

息类专业

其他文科

类专业

其他理工

类专业
合计 单位

电子商务的本质是商业而不

是技术

１７ １１ ７ １０ １２ ５７ 人

５１．５２ ２１．１５ ３０．４３ ２５．００ ２２．２２ ２８．２２ ％

一种专业平台交易
３ ２４ ８ ２０ ２５ ８０ 人

９．０９ ４６．１５ ３４．７８ ５０．００ ４６．３０ ３９．６０ ％

不止 Ｃ２Ｃ，对 Ｂ２Ｃ、Ｂ２Ｂ、Ｏ２Ｏ

甚至威客都有一些了解

１２ １０ ７ ４ ５ ３８ 人

３６．３６ １９．２３ ３０．４３ １０．００ ９．２６ １８．８１ ％

找一些可以赚差价的东西在

网上卖掉

０ ２ ０ ２ ５ ９ 人

０．００ ３．８５ ０．００ ５．００ ９．２６ ４．４６ ％

其他看法
１ ５ １ ４ ７ １８ 人

３．０３ ９．６２ ４．３５ １０．００ １２．９６ ８．９１ ％

合计 ３３ ５２ ２３ ４０ ５４ ２０２ 人

　　总体看来，当代大学生对电子商务的认知程
度是比较高的。有１８．８１％的同学对电子商务非
常了解，２８．２２％的同学能够认识到电子商务活动
的本质是商业而不是技术。电子商务专业的学生

对电子商务认知程度普遍较高，计算机信息、经济

管理类专业较之其他专业略胜一筹。

但是，对电子商务有较高的认知程度，并不意

味着就一定会去开展电子商务方面的创业。通过

问卷调查发现，有５３位从事过电子商务创业的大
学生，其中１６位是电子商务专业的学生。可见，
促使大学生萌发自主创新创业想法的决定性因素

并不是所学专业的类型，创新兴趣、创业意识、成

就动机和创业理想更为重要。

２．３　创新创业素质的影响分析
大学生创新创业素质的基本内涵包含三个方

面：创新创业知识结构完善、创新创业意识强和创

新创业能力［５］。本文从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大

学生应对风险承受能力、开展电子商务创新创业

最需要的知识和能力三个方面进行分析，进而了

解其对创新创业意愿的影响情况。

２．３．１　创新创业能力
大学生的创业信心来自于对自己创业能力的

判断和对风险的认知，创业信心是决定创新创业

选择的关键因素。大学生对自我创业能力评价的

数据见４。

表４　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自我评估

选项 男／人 百分比 女／人 百分比 总计／人 百分比

有 ２３ ２６．７４ １３ １１．２１ ３６ １７．８２

没有 ４５ ５２．３３ ８３ ７１．５５ １２８ ６３．３７

远远不够 １８ ２０．９３ ２０ １７．２４ ３８ １８．８１

合计 ８６ １００．００ １１６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２ １００．００

表４表明，大学生对自己创新创业能力的评
价比较低，有８２．１８％的大学生认为自己的创新
创业能力远远不够或者没有，这与表 ２中
８５６４％的同学处于观望状态的结果非常符合，这
说明大学生对于创新创业还准备不足，这也是谨

慎选择创业的主要原因之一。

与创新创业意愿的性别差异性相一致，大学

生对创业能力的低评价也有一定的性别差异

性［６］，７１．５５％的女生认为自己“不具备创业能
力”，这个比例高于男生，而认为“具备创业能力”

的男生则要比女生高出１５．５３个百分点。
２．３．２　对风险的承受能力

大学生开展创新创业具有一定风险，个体对

风险的承受能力对创新创业的意愿也有较大影

响，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创新创业的成功。

从表５的数据可知，大学生承受风险的能力
普遍较低，大部分属于稳健型、谨慎型和保守型，

积极型和进取型占比很少。１９．７７％的男生认为
自己“风险承受能力较高”，这个比例高出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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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８７个百分点。由此可见，风险承受能力偏低
是导致大学生开展创新创业活动比例低的一个主

要原因之一。

表５　大学生对风险的承受能力

选项 男／人 百分比 女／人 百分比 合计／人 百分比

风险承受能力极低 １０ １１．６３ ６ ５．１７ １６ ７．９２

风险承受能力较低 １２ １３．９５ ３８ ３２．７６ ５０ ２４．７５

风险承受能力一般 ４６ ５３．４９ ６２ ５３．４５ １０８ ５３．４７

风险承受能力较高 １７ １９．７７ ８ ６．９０ ２５ １２．３８

风险承受能力很高 １ １．１６ ２ １．７２ ３ １．４８

合计 ８６ １００．００ １１６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２ １００．００

２．３．３　需要具备的知识与能力
从表６的统计数据可发现，无论理工类专业

还是文科类专业的学生都认同“个人能力、社会

阅历和交际能力”和“营销管理知识”对于电子商

务创新创业最为重要，其次是“个人兴趣和创业

欲望”和“计算机网络知识”。学生拥有这些知识

将很大程度上使他们更具创业的信心，也更加愿

意去尝试创新创业，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帮助他们

取得创业的成功。

表６　开展创新创业需要的知识和能力

选项 人数 Ｐｃｔｏｆ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ＰｃｔｏｆＣａｓｅｓ

计算机网络知识 １１９ １６．４４ ５８．９１

营销管理知识 １４５ ２０．０３ ７１．７８

创业程序、创业理论和

创业技巧
１１１ １５．３３ ５４．９５

个人兴趣和创业欲望 １２７ １７．５４ ６２．８７

个人能力、社会阅历和

交际能力
１５０ ２０．７２ ７４．２６

政府扶持和相关法规

政策
７２ ９．９４ ３５．６４

合计 ７２４ １００．００ ３５８．４１

　（Ｐｃｔｏｆ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是次数占总次数的比例，ＰｃｔｏｆＣａｓｅｓ是次数

占总人数的比例。）

２．４　结论
从问卷调查和分析结果可知，创新创业意愿

是大学生在电子商务环境下实施创新创业的前

提，性别对创新创业意愿有一定的影响，一般来

说，男生较女生对于创业更感兴趣；专业以及对电

子商务的认知程度对创新创业并无显著影响，可

见，学什么专业并不重要，个人兴趣、人生追求等

才是关键；个人创新创业素质对创新创业的影响

较大，在创新创业素质中个人创新创业能力的影

响最为显著，风险承受能力以及创新创业所需知

识的影响次之，所以，提升个人素质及能力最为

重要。

３　建议
根据研究结论和分析可知，创新创业能力、风

险承受能力、个人兴趣以及人生追求等因素对大

学生开展创新创业活动的影响最大，因此，为有效

引导学生开展创新创业，提高大学生创新创业技

能，帮助有意开展创新创业活动的大学生取得创

业的成功，大学生、学校和政府部门应分别从以下

方面采取相应的措施和对策。

３．１　对大学生的建议
大学生作为创新创业的直接参与者，应树立

人生理想与长远目标，培养个人兴趣，敢于大胆尝

试。一方面通过参与实践活动，不断积累创业经

验，提升自己的创新创业能力，另一方面，在实践

中不断磨练自己，丰富人生阅历，提高自己的风险

承受能力。

大学生应积极主动学习相关专业知识和基本

技能。如想进行电子商务方面的创新创业，则必

须熟悉电子商务的运行模式，掌握网络营销的技

能技巧，了解网站建设、运营与维护等知识。

大学生开展创新创业，应重视创业前期的调

研和规划，选择正确的创业模式、创业项目、创业

方向。做好财务管理、营销管理及风险管理。财

务方面，可以从投资成本、财务预算、投资分析等

角度考虑创业计划的可行性。营销方面，明确产

品定位、营销定位及营销策略组合。风险管理方

面，要对可预知风险提前做好应急措施，并合法合

理规避不必要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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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创新创业，应从实际出发，从小做起，

从熟做起，不好高骛远。如果开展电子商务方面

的创业，可通过参与高水准的团队项目与竞赛等

提高创业能力，具有一定经验后，再考虑从微商、

网店做起，逐步积累资金和经验，然后，再根据运

营情况扩大创业规模，从而提高创新创业的成

功率。

３．２　对学校管理者的建议
开设与创新创业、市场营销和企业管理等有

助于提高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课程，供全校有创

业意愿的学生选修，从而有效解决大学生创新创

业知识缺乏、能力不足等问题。

调整和完善培养方案，注重应用技术型和创

业型人才的培养。加强大学生自主创新创业教

育，开设自主创业课程，营造良好的创业环境，创

建大学生创新创业社团，为大学生创新创业提供

交流与合作的平台。

学校可与企业合作建立创业导师团队，对有

技术创新和创业意愿的学生，可对接有孵化新技

术意愿的企业，在资金上给予支持，也可安排有丰

富创业经验的创业导师进行指导，解答大学生在

创新创业过程中碰到的相关问题，给予指导帮助，

降低大学生创新创业风险。

３．３　对政府管理部门的建议
一是政府应完善对大学生创新创业支持的政

策和法规，在资金、税收、用人政策和创办企业条

件上给予扶持和帮助。

二是地方政府可与学校、企业或园区合作创

建大学生创业园，为经过评估的项目提供创业基

地，并定期开设有关创新创业的论坛、沙龙和讲

座，帮助参与创业的大学生提升个人的能力。

三是引进创业投资公司，共同举办创新创业

竞赛，提高大学生的创新创业热情，对好的企业，

鼓励投资公司以资金入股，扶持大学生企业快速

发展。

总体而言，大学生、学校、政府和社会四个方

面应协同配合，从而解决大学生创新创业过程中

遇到的专业知识不足、资金限制、缺乏创业经验、

创业市场风险大、没有社会关系、创业能力不强和

创业成功率低等方面的问题，进而提高大学生创

新创业的成功率，则大学生参与创新创业的热情

会越来越高，发展形势也会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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