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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五因素人格模型的大学生创业分析 ①

赵小姝
（厦门大学 经济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０５）

摘　要：以人格特征为分析视角，基于“五因素人格模型”，探讨什么样的大学生更愿意从事创业活动并且更适合于
创业：情绪控制能力强、外向、持开放型态度的大学生往往更适宜创业，具有适度随和人格特质的大学生更加能够适应创

业过程，过于随和则不然；而责任感越重的大学生将更不愿意进行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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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生创业不仅是适应创新创造的时代要求，更是

国家创新发展战略的强劲推动力，得到了政府及社会的

广泛支持。现今的高校创业教育主要还停留在对于创业

过程、商业模式的研究与探讨，更多是授予大学生创业的

技能与理论基础，而从人格特征的视角去关注大学生创

业的并不多。如何让大学生在创业的选择上更加理性与

客观，如何引导大学生对创业机会进行合理的识别和判

断，是当前高校创业指导所面临的重要课题。

大学生个体层面的创业动机、创业素质方面的研究

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朱贺玲等［１］认为影响创业

动机产生的主要因素包括“社会经验不足”、“缺乏创业资

金”和“个性不适合创业”。陆根生［２］等认为大学生创业

动机受到来自个人心理因素、家庭背景因素、学校教育因

素以及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与共同作用，其中个人心理

因素的影响最为显著。与非创业人员相比，创业者在心

理层面往往呈现出更强的目标感、成功动机、承担风险意

愿以及控制力，他们更愿意并且有能力成为一个团队当

中的领导者。家庭背景或家庭氛围也将对大学生创业产

生显著的影响，在一些父母为企业家、商人或父母拥有较

高学历的家庭中，其子女进行创业的可能性较高［３］，他们

对于创业往往拥有更为开放的心态，并且具有更高的失

败容忍度，愿意承担创业所带来的风险。

本文以大学生人格特征为研究视角，基于 ＭｃＣｒａｅ＆

Ｃｏｓｔａ［４］所提出的五因素人格特征模型，分析具有什么样

人格特征的大学生更愿意从事创业活动且更适合于创业

活动。五因素人格特征模型被广泛应用于企业高层管理

团队及ＣＥＯ个人特质对企业绩效及战略选择等相关领域

的研究，该模型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工具以区分不同的人

格特质；同时，五因素模型的研究与提出并未对不同的社

会背景加以区分，并非适用于某类特殊人群；此外，大学

生创业人群在创业过程中能够更多地扮演ＣＥＯ及创业高

层人员的角色。因此，将该模型运用于对大学生创业的

研究是可以被接受的。

该模型共包含五种人格特质：责任感（Ｃｏｎｓｃｉｅｎｔｉｏｕｓ

ｎｅｓｓ）、情绪化（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随和（ａｇｒｅｅａｂｌｅｎｅｓｓ）、外向（Ｅｘ

ｔｒａｖｅｒｓｉｏｎ）和开放（Ｏｐｅｎｎｅｓｓ）。每一种人格均能很好地包

含一部分人格特质，并且每一种人格之间均能很好地加

以区分。本文认为，不同人格特征的大学生由于个体层

面的差异将带来创业选择及创业过程的差异。

１　责任感
责任感表示为对事物、对他人的可靠性以及完成既

定目标任务的决心。对事物、对他人的可靠性将表现为

对规则的遵守以及履行他人承诺的的决心和义务，越是

表现为可靠的人越是显得稳重，但往往缺乏冒险精神，他

们更不愿意去违反过往的经验以及打破原有的条条框

框，他们更加愿意在既定的生活状态下保持原状，对于他

们来说，循序渐进以及墨守成规往往是更好的行为方式。

对于创业者来说，打破固有思维束缚的能力是必不可少

的，这将意味着他们会完全打破现有的生活方式，更多地

投入到对未来未知风险的投资当中，可能失败，可能成

功，但对于行为可靠的人来说，这显然是不切实际的，他

们表现为更多的风险规避，并不愿意为了未来的风险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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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弃现有熟悉的生活状态。同时，行为表现可靠的人往

往更加深思熟虑，他们的眼光更为狭小，在他们采取行动

或决定改变之前，往往经过复杂的思想斗争并且形成了

完整的行动方案，但经常给人以不够果断、犹豫不决的印

象。创业环境的复杂多变往往不允许创业者有过多的思

考及犹豫，这与这部分人群的行为特质也并不匹配，他们

往往由于过多的思考与犹豫而失去了更好的机会。另

外，虽然对于实现既定任务目标的决心将在一定程度上

能够帮助其创业的成功，但具有该部分特质的人群往往

更加希望能够对周边的事物进行控制，以保证任务的顺

利完成，但这将为其外部人员对于他创业过程当中的帮

助带来不利的影响。因此，我们认为责任感越重的大学

生将更不愿意进行创业。

２　情绪化
情绪的稳定性表现为一个人对自我情绪的调节能力

以及自信心的表现，这是一种在复杂多变的环境当中以

及在顺境或逆境中均能表现出冷静及缓解压力的能力。

创业环境的复杂多变往往让创业人员措手不及，而情绪

控制能力强的人能够更好地适应这样的环境，他们往往

能够在困境当中保持冷静并且独立思考，成为复杂环境

当中的领导者。而情绪控制能力强的创业者更能够为团

队成员塑造踏实、可信的工作环境及氛围，能够更好地保

持创业过程当中团队的稳定性及持续性，这样的踏实可

靠并不同于先前所提的责任感，其保证了团队成员在外

部环境剧烈变化的过程中保持团队内部的相对稳定，这

对于创业的成功显然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本文认为情

绪控制能力强的大学生更加适合于创业并激发出创业的

意愿。

３　随和
随和的人更加注重团队合作，对他人更为友善、温

和，信任他人，并且尽量避免与他人发生矛盾或冲突。这

对于创业意愿的产生并有效组建创业团队是至关重要

的，性格温和的人更不容易给团队当中其他成员带来过

多的压力，他努力塑造一个温和并避免过多团队冲突的

团队氛围，在这样的氛围当中，团队成员能更加自由地进

行工作，并且彼此间相互依赖与信任。团队合作在创业

团队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人独大的工作方式并不受欢

迎。同时，具有这样人格特质的大学生创业者更容易凝

聚身边团队的力量，对于外部知识的获取更为宽容，更容

易产生各种创意，从而激发创业的意愿。然而，凡事过犹

而不及，过度随和的人容易形成随波逐流的性格特点，并

且表现出缺乏主见；他们过度避免冲突的产生，更喜欢彼

此融洽的生活及工作方式，对于他人所提出的想法往往

人云亦云，这对于创业想法的提出及有效实施是不利的，

这种过于平静的团队氛围并不利于创造性思维的迸发。

因此，我们认为，具有适度随和人格特质的大学生更加能

够适应创业的复杂多变并更能有效克服创业过程所带来

的不确定性，过于随和则不然。

４　外向
外向型的人更加社会化，他们更善于表现自我，且更

容易建立并有效保持与他人的关系。性格外向能够帮助

大学生与不同性格、不同社会背景的人建立关系形成交

际圈，这将能够帮助其拓宽视野，获取更多的内外部资源

与机会。创业的过程需要有独立的创新思维，同时需要

更多的内外部资源的有效整合、开阔的视野或广泛的交

际圈，创业过程中内部团队或外部伙伴的支持与帮助更

是必不可少。因此，相较于内向型的大学生来说，性格外

向的大学生更愿意进行创业并且更容易取得成功。

５　开放
这里所说的开放表现为对过往经验教训、外部新鲜

事物的好奇心以及宽广的包容心。大学生创业往往需要

有足够的决心，他们深知在创业未来的道路上会遇到困

难与险阻，可能成功，可能失败，过往创业团队的成功经

验及失败教训对于他们来说都将是宝贵的财富，他们需

要有一个开放的态度接受这样的经验教训。同时，他们

需要对失败有足够的容忍，从失败过程当中汲取教训，从

成功当中汲取经验。他们并不惧怕由于创业所带来的不

稳定，也更加容易接受创业的不确定过程。并且，他们需

要对不同知识、不同思维、不同性格特点的人持有这种开

放的态度，因为创意的产生需要有思维的碰撞，同样性格

特点的人虽容易相处，但作为团队，对创意的产生并不是

有利的，海纳百川的性格特点更能够帮助大学生产生创

新性思维，并且容忍团队中的异质性。因此，拥有这种开

放型态度的大学生对创业的选择更为辩证，也更容易接

受创业的过程。

６　结　语
本文以大学生人格特征为基本研究视角，运用五因

素人格模型探讨了什么样的大学生更愿意从事创业活动

以及更加适合于创业。（１）责任感强的大学生往往对创

业活动持更为谨慎的态度，对于创业活动的风险以及不

确定性表现得更为保守，因此较不容易选择创业；（２）情

绪控制能力强的大学生往往能够在逆境中保持冷静并具

有更好的缓解压力的能力，更能审时度势，在创业选择上

也更加客观，并能保持团队的稳定性，以保证创业的成

功；（３）随和的性格特质对于大学生创业则具有两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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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度随和的性格特质能够帮助大学生创业者与他人保持

良好的人际关系，组建氛围融洽的创业团队，以更好地应

对创业过程当中的风险与不确定性，然而，过分的随和则

是不利的；（４）性格外向的大学生能够更好地与他人沟通

与交流，迅速建立自己的人脉圈并长期保持，好的人际交

往能力能够更好地帮助其在创业选择以及创业过程中获

得更多的资源以及帮助；（５）对万事更为开放的态度能够

让大学生拥有更为广阔的视野与胸怀，更为辩证地看待

成功与失败，从失败中汲取教训，从成功当中汲取经验，

允许不同思维的存在，允许团队的差异，对创业的选择更

为辩证。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发现不同人格特征的大学生对

于创业的态度是不同的，并非所有的大学生在人格特征

上均适合于创业，这为我们现存的大学生创业教育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本文旨在关注大学生创业者的人格特征

层面，更多地关注大学生个体层面的差异对创业选择及

创业过程的影响，为高校创业教育的发展和完善提供一

定的参考。对于那些对创业确实感兴趣且愿意从事创业

活动的大学生应给予更多的关注，尤其是心理上的变化

与表现，实行分类引导，继而有针对性地开展创业过程及

活动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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