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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探讨社会文化对大学生企业家精神的影响机制，并检验社会资本与心理资本的中介效应。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对 404
名大学生进行调查，借此构建四个变量之间的关系模型，探索大学生企业家精神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社会文化影响心
理资本、社会资本和企业家精神。（�）社会资本和心理资本在社会文化与企业家精神关系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作用分别
占总效应的 ��.61%和 48.76%。根据以上研究结果，为大学生企业家精神培养路径提供建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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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国际关于大学生企业家精神领域的研究不在少数，这些

研究形成的测量量表、工具方法及理论发现可为本研究提供

理论支撑与借鉴。但是，当前的大学生企业家精神文献主要

集中在探讨创业实践中的企业家精神培育存在的问题，而忽

略了区域社会文化环境在大学生企业家精神的孕育、成长过

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亦缺乏对特定社会文化环境下大学

生企业家精神的培育路径的探讨 [�]。

本研究将社会文化中背景下的心理资本、社会资本抽出，

将其作为中介变量探讨大学生企业家精神的影响机制，为深

入理解大学生企业家精神的生成机理提供理论依据，为高校

开展创新人才培养活动、构建企业家精神长效培育机制、提

高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以及完善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体系提供

有针对性的理论指导和实用工具 [4]。

2�文献综述与假设提出

2.1�社会文化影响社会资本

詹姆斯·科尔曼（1992）提出社会资本是指“能够通过

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经济效率的社会网络、信任和规范”。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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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资本形成的途径是多样的，有亲族、宗教、经济、政权等

多种途径，特定的文化会影响社会资本的形成，然而在中国，

儒家文化影响社会资本的形成 [�]。7XUQHU（����）研究认为当

以某种血统规则构建起来的家族和更大的亲族结构真正代表

着某种形式的社会资本，而且中国学者李翠华 (2016) 也谈到

个人的家庭社会资本主要是家庭建立在信任、规范、制度或

责任等基础上的人际关系网络并由此能够获得的各种家庭内

外部资源。由此可知，家庭环境对社会资本的形成有着不容

忽视的作用。甚至有学者认为文化就是一种社会资本 [�]。因此，

社会资本是在社会文化下形成的，两者之间的关系不可分割。

依据以上分析，本研究提出假设：

2.2�社会文化影响心理资本

唐江兰（����）认为社会文化是对社会群体施加广泛影

响下的各种文化现象和文化活动的总称。社会文化蕴藏于社

会各方面，经过长期的沉淀和发展，在不同的区域背景下形

成了不同的学校文化、群体文化、家庭文化。

心理资本�（3V�FKRORJLFDO�&DSLWDO）是积极组织行为学

（32�）领域的构念，是指在个体发展过程中表现出的一种

积极心理状态（李超平，����）。根据前人研究，所在高校

氛围会影响心理资本 [��]，影响个体积极的生理和心理结果（李

林英 &肖雯，����），激发其心理潜能（��RQV，2006）。

并且和谐的团队易于形成积极合作、互相信任和主动自愿

的工作氛围，对其工作意愿和行为起巨大推动作用（0DUWLQ,�

�XVK，2006）。此外，家庭教育方式对大学生心理资本有影

响，民主主义式教育方式下成长的大学生心理资本水平较高，

自由放任式教育方式次之，威权主义教育方式下的大学生心

理资本水平最低（鞠蕾，2016）。社会文化环境不仅影响了

个体或群体乃至组织、社区的心理资本水平，而且更深刻地

形塑了心理资本的结构维度 [��]。

依据以上分析，本研究提出假设：

社会文化对心理资本有正向影响。

2.3�社会资本影响大学生企业家精神

社会资本与企业家精神存在一定相关关系。一方面，企

业家精神中的冒险性与创新性影响社会资本的结构维度 [�]。

另一方面，企业家社会资本结构、关系及认知是企业家精神

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社会资本是企业家精神的基础

与集中体现（刘军伟 ,刘华 , 王伟 ,����），社会资本中的关

系维持对创新能力有直接影响 [6]。社会资本通过提供资源、

分享资源和情感支持的方式强化了企业家精神 [�] 也通过信息

交换与认可以及企业家学习三方面决定了企业家创新精神的

发挥 [�]。社会资本不仅可以促进企业家精神，也可以推动企

业创新。社会资本的认知维度、关系维度和结构维度促进企

业创新 [��]。社会资本对产品创新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 [14]，

成功的创业企业通过建立、融合和积累各种社会资本实现企

业创新（)ORUD，�KDUS，)ORUD,&Newlon，1997；3HQJ，�XR，

����；3HQJ，����）。

依据以上分析，本研究提出假设：

社会资本对大学生企业家精神有正向影响。

2.4�心理资本影响大学生企业家精神

心理资本作为一个核心构念，包括自我效能感、乐观、

希望和韧性四个能力 [��]。企业家精神是与风险承担能力、市

场机会洞察能力以及创新创业精神等相关的一种个人特质，

能使企业家在不确定环境中依靠个人创新能力、风险承担能

力及冒险精神，主动开展商业活动 [9]。心理资本高的个体更

敢于承担挑战性的任务，面对创业中的困难能够积极归因，

并恰当地调整消极心理 [16]。大学生的心理资本对创业意向具

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14]，因此心理资本可能影响企业家精神。

依据以上分析，本研究提出假设：

心理资本对大学生企业家精神有正向影响。

2.5�社会文化通过社会资本、心理资本影响大学生企

业家精神

基于以上文献分析，社会文化会影响社会资本和心理资

本，而社会资本和心理资本会影响大学生企业家精神。因此，

社会文化通过社会资本、心理资本影响大学生企业家精神。

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社会文化通过社会资本、心理资本的中介作用对大学生

企业家精神有正向影响。

3�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大学生为研究对象进行数据收集，采用网上收

集问卷的方式，覆盖南北方地区，最初收回 432份，对无效

问卷剔除后，共 404份，有效回收率为 93.�%，问卷对象年龄

集中在 ��—��岁，男 106份，女 298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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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结果

4.1�样本统计

填写问卷的参与者年龄主要集中在 ��到 ��岁之间，以

女生居多；参与者来自于中国各类院校，以普通二本类院校

为主，其父母职业为农民、企业家或商人、教师或公务员等

公职人员或其他职业。

4.2�观测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

通过对社会文化、社会资本、心理资本与企业家精神

进行相关分析，结果显示，社会文化与社会资本呈正相关

（U=.��,S<.���），社会文化与心理资本呈正相关（U=.64,S<.���），

社会资本与企业家精神呈正相关（U=.54,S<.���），心理资本

与企业家精神呈正相关（U=.��,S<.���），社会文化与企业家

精神呈正相关（U=.��,S<.���）。

4.3�中介模型的重回归分析

如表 �所示，重回归分析模型 �检验社会文化（�）对

社会资本（0�）的影响。第一步（模型 �-�）将基本变量作

为自变量投入模型（5�=-.���，，)=.365，S<.���），第二步（模

型 �-�）将社会文化（�）作为自变量追加投入模型（5�=.���，，

)=��.���，S<.���）。前后两步相比较 5�变化了 .���,�)变化

了 ���.344，S<.���。因此，重回归分析模型 �的信效度良好。

此重回归分析的结果显示社会文化（�）对社会资本（0�）

的有正的影响（�=.608，，S<�.���,��,)=�.���），此结果支

持假设 +�
[��]。

重回归分析模型 �检验社会文化（�）对心理资本（0�）

的影响。第一步（模型 �-�）将基本变量作为自变量投入模型

（5�=.���，，)=�.���，S<.���），第二步（模型 �-�）将社会

文化（�）作为自变量追加投入模型（5�=.421，，)=49.746，

S<.���）。前后两步相比较 5�变化了 .390,�)变化了 ���.992，

S<.���。因此，重回归分析模型 �的信效度良好。此重回归分

析的结果显示社会文化（�）对心理资本（0�）的有正的影响

（�=.657，，S<�.���,��,)=�.���），此结果实证假设 +�。

重回归分析模型 �检验社会资本（0�）和心理资本（0�）

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第一步（模型 �-�）将基本变

量作为自变量投入模型（5�=.���，，)=�.644，S<.���），

第二步（模型 �-�）将社会资本（0�）和心理资本（0�）作

为自变量追加投入模型（5�=.591，，)=��.���，S<.���）。

前后两步相比较 5�变化了 .���,�)变化了 ���.459，S<.���。

因此，重回归分析模型 �的信效度良好。此重回归分析的

结果显示社会资本（0�）对企业家精神（�）产生正的影响

（�=.���，，S<�.���,��,)=�.413），此结果支持假设 +�；心

理资本（0�）对企业家精神（�）产生正的影响（�=.628，，

S<�.���,��,)=�.464），此结果实证假设 +4。通过以上三个重

回归模型可知，社会文化（�）对社会资本（0�）、心理资本（0�）

产生正向影响，社会文化对企业家精神产生正向影响，所以

社会文化（�）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是通过社会资本、

表 ��社会资本与心理资本的中介模型

社会资本 心理资本 企业家精神

模型 ��� 模型 ��� 模型 ��� 模型 ��� 模型 ��� 模型 ���

� �,) � �,) � �,) � �,) � �,) � �,)

常数 3.248��� �.���*** �.954*** �.066** -.794 -�.���***

学校 .034 ����� ����� ����� .154��� ����� ������ ����� .098� ����� ����� 1.059

性别 ���� ����� .106 1.046 -.124 ����� ����� 1.046 -.069 ����� ���� 1.044

年龄 -.062 1.036 ����� 1.039 ���� 1.036 ���� 1.039 ���� 1.036 ���� 1.039

职业 ���� 1.061 .024 1.061 ����� 1.061 -.009 1.061 ����� 1.061 -.006 1.063

父母职业 ���� 1.034 ���� 1.040 ���� 1.034 ����� 1.040 ���� 1.034 ����� �����

社会文化 .608*** �.��� .657*** �.���

心理资本 .628��� 1.464

社会资本 .���*** �.413

) .365 ��.��� �.��� 49.746 1.644 ������

△) ���.344*** ���.992*** 283.459���

调整后的 5� ����� ���� ���� .421 ���� .591

△5� .���*** .390*** .���***

1=404�*S<�.���,**�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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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资本进行中介的，此结果验证假设 +�。

为了进一步检验中介模型，再参照 +D�HV（����）352�

&(���IRU��3���Y�.��� (PRGHO�4) 提出的 �RRWVWUDSSLQJ方法进

行中介检验，样本量选择 ����，在 95%置信区间下，社会

资本作为中介变量的检验结果如图 �显示，社会文化能显著

正向预测企业家精神 (F� :��=.6969,� W=19.24,�S<.���)；社会文

化能显著正向预测社会资本 (D�:��=.����,� W=��.��,S<.���，

��&,=.����，8�&,=.6925)； 社会资本能 显著正向预测

企 业 家 精 神 (E�:�=.����,W=6.��,S<.���，��&,=.1469，

8�&,=.����)。而在纳入社会资本后，社会文化对企业家精

神之回归系数下降，但仍达显著水平 (F'�=.5672,� W=��.92，

S<.���，��&,=.4871，8�&,=.6473)。因此社会资本在社会

文化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模型中发挥部分中介 (3DUWLDO�PHGLD�

WLRQ) 作用（D�E�F'�=�.0736），中介效果强度 =（�0=(D�E)/

F=(F-F'�)/F)=��.61%
[��]。

社会文化能显著正向预测心理资本 (D�:�=.6679,W=16.��,S�

<.���，��&,=.5899，8�&,=.7459)；心理资本能显著正向预

测企业家精神 (E�:��=.����,W�=���.42,�S<.���，��&,=.4342，

8�&,=.5834)。而在纳入心理资本后，社会文化对企业家

精神之回归系数下降，但仍达显著水平 (F'�=.����,W=9.��，

S<.���，��&,=�.2797，8�&,=�.4344)，因此心理资本在社会

文化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模型中发挥部分中介 (3DUWLDO�PHGLD�

WLRQ) 作用（D�E�F'�=�.1214），中介效果强度 =（�0=(D�E)/

F=(F-�F'�)/F)=48.76%。

图 ���RRWVWUDSSLQJ检验的中介效应

5�讨论与分析

5.1�社会资本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发现社会资本的中介作用显著。社会资本基于社

会个体及组织间的信任而形成合作互动模式。社会资本结构、

关系及认知是企业家精神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但社

会资本不能使其持有者直接获益 ,因而只能通过将个人赋发展

为企业家精神以充分利用来实现资本价值。社会资本是企业

家精神的基础与集中体现 ,企业家精神通过社会资本为企业或

是自身提供所需的资源 [14]。

通过社会资本的中介作用，社会文化对大学生企业家精

神的促进作用是显著的，影响也是多维度的。因此，要重视

社会资本的影响，让其在社会文化的大背景下充分发挥作用。

5.2�心理资本的中介作用

社会文化会深刻地塑造心理资本的结构维度。父母应以

身作则，具有良好的言行和正能量的思想品质，为子女企业

家精神提供良好的家庭氛围。高校氛围会影响心理资本 [��]，

因此高校应定期对大学生的心理资本进行测量，关注大学生

心理资本的发展水平，并综合考察心理资本各因子的作用机

理，设计心理资本整体开发方案，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对创业

意向的积极作用，提高创业教育的有效性 [16]。国家应充分尊

重大学生个性，鼓励创新精神，引导大学生参与社会实践，

促进大学生企自我效能感、韧性等多方面的提高，激发其潜

能从而为国家培养创新驱动人才。

综上所述，社会文化中的良好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

社会环境都对人的心理健康、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产生积极

的影响，是人拥有良好的心理资本的养分，而心理资本对于

企业家精神的培养也有重要意义。通过心理资本的中介作用，

社会文化对大学生企业家精神的促进作用是显著的，影响是

多维度多角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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