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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全社会创业热潮中，科技人员作为生力军的作用还未被充分调动激发出来。本文在文献综述

的基础上，利用调查数据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影响科技工作者创业意愿的主要因素。研究发现，创业

环境是影响科技工作者创业意愿的重要因素，我国创业政策落地效果有待提高，政策环境在激发科技

工作者创业意愿方面的作用还未能充分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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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加快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主动适

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

新浪潮席卷全国。中央层面已经出台多份相关文件

促进创业创新，这些文件正在转化为具体的政策措

施，对创业创新起到积极作用。但当前仍存在“双

创”主力军缺位等问题。科技人员作为“双创”生

力军的作用还未被充分调动激发出来，创新创业活

力依然不足。创业意愿是科技工作者是否参与创业

行为的一种主观态度。科技工作者创业意愿是科技

工作者选择创业的内生源动力，对其是否选择创业

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科技工作者创业意愿受多重因

素的共同影响。本文通过文献综述浅析影响科技工

作者创业意愿的主要因素，基于调研数据和结构方

程具体分析创业环境对科技工作者创业意愿的影响

作用。

1　文献综述

意愿是一种主观愿望，是个体为了实现特定

的目标而将有意识的计划或决定付诸行动的心理动

机。Bird [1] 认为创业意愿是将个人注意力指向创建

新企业或在原企业内部创造新价值以获得相应的满

足感，创业意愿由理性思维层面和感性思维层面两

部分构成，其中理性思维包括创业者对商业机会的

识别判断、对现有资源的掌控和创业目标的设定等，

感性思维包括对独立获得成功行为的诉求、创业风

险的偏好等。范巍等 [2] 认为创业意愿是潜在创业

者从事创业活动的主观态度，是对个人所具有的创

业者特质以及对创业的态度和能力的描述。邴浩

等 [3] 认为创业意愿是创业行为的必要条件，有创

业意愿的潜在创业者，才有可能最终实现创业。

国内外研究表明，创业教育、个体特质、创

业环境等因素均影响创业意愿。创业教育的目标

是通过提高受教育者的创业素质而激发其创业意

愿，最终促使其发生创业行为 [4]。叶映华 [5] 分析

了创业教育对创业意愿的影响作用，认为高校创

业课程有助于学生了解相关专业知识，从而激发

创业意愿。Dohse 和 Walter [6] 通过对比美、德两国

学生创业意愿发现，创业意愿受当地整体教育方

式的影响。

个体特质是指个体内部和外部的可以测量的

特质，研究表明，创业意愿与个体的性别、成长

背景 、工作经历 、创业能力 、风险承受力 、冒险

精神 、内源控制 、前瞻性人格等个体特质相关。

Brenner [7] 认为性别差异与创业意愿之间存在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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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不同类型单位科技工作者的创业状况

性，男性比女性的创业意愿更强。Brockhaus [8] 认

为性别、年龄、教育背景、家庭成员关系等个体特

质都会影响个体创业意愿。钱永红 [9] 指出个体特

质对创业意愿的影响作用较大。Krueger[10] 的研究

表明，家庭背景显著影响创业意愿。王华锋等 [11]

认为家族成员的支持可有效提高潜在创业者的创业

意愿。

创业环境包括一般创业环境、公共政策环境

和社会环境三个方面 [12]。全球创业观察（GEM）

的创业环境由 9 个维度构成，分别是金融支持、

政府政策、政府项目、教育和培训、研究开发转

移、商业环境和专业基础设施、国内市场开放程

度、实体基础设施、文化及社会规范，肯定了创

业环境对创业意愿的影响作用。Masuda[13] 通过

分析日本创业者的创业行为发现，社会创业收益

与失业率、政府政策支持均影响潜在创业者的创

业行为。

目前，国内创业意愿研究主要集中于大学生、

农民工等群体，对科技工作者创业意愿的研究略显

不足。

2　基于调查数据的科技工作者创业意愿影

　    响因素分析

中国科协依托 504 个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站

点，于 2015 年 7 月开展了全国科技工作者创新创

业情况调查，依据我国科技工作者的总体规模和

岗位分布，采取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了 20 000

名科技工作者样本，有效回收问卷 17 714 份，样

本覆盖科研院所、高等院校、企业、医疗卫生机

构和基层单位的各类科技工作者群体。调查表明

（如图 1 所示），尽管 6 成科技人员有创业意愿，

但真正开始创业的只有 2.5%，科研院所的这一比

例甚至只有 1.2%。基于问卷调查结果发现，尽管

创业创新政策知晓率较高，但科技工作者对相关

政策的了解度不高，离岗创业、三权改革等有利

于激发科技工作者创业意愿的政策落地效果不佳，

创业政策环境不佳或是导致科技工作者创业意愿

不高的原因。

就政策环境而言，尽管科技工作者对“双创”

政策的知晓率较高，但多数科技工作者仅停留在听

说阶段。对于 12 项推进“双创”的主要政策工具，

科技工作者表示有所耳闻的比例在 66.6% 至 94.7%

之间，其中表示了解的比例在 27.6% 至 59.6% 之间。

比如“拓宽创业投融资渠道”的政策，77.5% 的人

听说过，仅有 27.6% 表示了解；70.7% 的人听说过

“下放科技成果使用、处置和收益权”的政策，表

示了解的仅占 28.5%。部分地区科技工作者反映，

由于对“双创”政策缺乏了解，这种信息不对称催

·人才问题研究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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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了一批依靠为企业申请优惠政策牟利的中介机

构。这说明“双创”政策的宣传和推广还需要加强，

特别是要针对科技人员和大学生的特点加大“双创”

政策推广力度。

离岗创业政策主要是为了促进科研院所、

高校等事业单位的智力资源流入市场、从而带动

经 济 发 展。 但 是 调 查 发 现， 仅 14.8% 的 科 研 人

员表示所在单位允许离岗创业；不到一成的高校

和科研院所的科研人员表示愿意离岗创业（高校

8.3%；院所 9.9%），六成左右持观望态度（高校

56.8%；院所 60.7%），另有三成左右明确表示即

使有政策也不会离岗去创业（高校 34.9%；院所

29.3%）。如图 2 显示，当前用人单位和科研人

员对离岗创业总体处于观望期，政策细化落实进

展缓慢，实际离岗创业的个人不多。究其原因，

主要是科研人员担心自身权益得不到保障而不敢

离岗，69.2% 担心创业回来后“岗位没有了”，

54.0% 担心“影响职称职务晋升”，44.0% 担心“待

遇降低”，这也说明当前离岗创业政策在落实过

程中存在困难，缺乏配套措施，需进一步深化事

业单位改革，推进社会保险并轨，缩小体制内外

单位差距，促进人才自由流动，激发科技人员创

新创业热情。

推进科技成果使用、处置和收益权改革（三权

改革）是调动高校及科研院所科研人员积极性，促

进成果转化，激发科技工作者创业意愿的重要举措。

大型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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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院所

高等院校

肯定会 可能会 不会

15.1 62.1 22.8

11.9 60.0 28.1

9.9 60.7 29.3

8.3 56.8 34.9

0 20 40 60 8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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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不同公有单位科研人员离岗创业的意愿

但是调查显示，此项改革进程缓慢，仅有 18.4%

的院所或高校科研人员反映所在单位进行了三权改

革；即使是已经实行三权改革的高校和院所，多数

科研人员也反映改革力度小。63.1% 认为“效果一

般”，5.8% 认为“效果不好”；而在已经落实改

革举措的单位中，68.9% 的科研人员有成果转化意

愿，明显高于未改革的单位（43.9%），这说明三

权改革政策工具是有效的，但全面推广落地不好。

与此同时，29.8% 的科研人员反映成果转化中个人

收益不大，按照本单位现行规定，如果研究团队研

发成果转化成功并获得巨大收益，团队成员可以分

得的收益比例平均值为 34.7%，与“不低于 50%”

的改革目标要求仍有较大差距。

3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科技工作者创业意

　   愿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全国科技工作者创新创业情况调查数据，

本文将影响因素分为个体属性、个体认知和社会属

性三个维度。其中，个体属性指科技工作者性别、

年龄和学历，个体认知指科技工作者的创业意愿、

政策认知、改革效果、创业支持和身边创业氛围，

社会属性指社会经济情况、网络环境、社会创业氛

围。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影响科技工作者创业意

愿的影响因素。

由于问卷部分题项对科技工作者的单位性质

进行了限制，在尽可能保留影响因素的前提下，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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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问题研究专题·

科技工作者的单位属性进行筛选，选择“科研院

所”“高等院校”“医疗卫生机构”“技术推广与

服务组织”的科技工作者填答的 9 658 份有效问卷

作为本文的基础数据。

在完成信度分析、效度分析、模型修正的基

础上，最终模型的卡方值（x2）为 312.7，自由度

（df）为 182，两者的比值 1.72，小于阈值标准 5。

近似均方根残差（RMSEA）等于 0.05，等于阈值

标准。比较拟合指数（CFI）、增量拟合指数（IFI）、

规范拟合指数（NFI）和相对拟合指数（RFI）分

别 为 0.939、0.939、0.938 和 0.930， 均 大 于 阈 值

标准 0.900。基于各项指标值，认为修正模型可以

接受。图 3 展示了基于标准化估计值的影响因素

驱动路线图。

通过影响因素驱动路线图发现，社会环境、身

边创业氛围、政策知晓均为创业意愿的直接影响因

素，学历为创业意愿的间接影响因素，政策成效未

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影响创业意愿。

0.017

0.062

0.059

0.226

0.183

-0.056

0.094

学历

社会环境

政策知晓

政策成效

创业意愿

身边创业氛围

图 3　科技工作者创业意愿影响因素驱动路线图

科技工作者学历对其创业意愿无直接影响，但

存在间接影响。学历对政策知晓的直接影响系数为

0.059，即学历越高的科技工作者越倾向于了解和

认知“双创”相关政策。学历对社会环境的直接影

响系数为 0.062，当科技工作者的学历层次提高时，

将有利于培育社会整体的“双创”环境。

社会整体创业氛围越浓厚，科技工作者创业情

绪越冷静。社会整体创业氛围对科技工作者创业意

愿存在直接影响，影响系数为 -0.056，即在当前环

境下，科技工作者的创业意愿未受到社会浓厚的创

业氛围的正向影响，进而佐证当前科技工作者未充

分参与“双创”，科技工作者对当下火热的“双创”

氛围较为冷静。

科技工作者创业意愿随家人、朋友和同事创业

行动的频繁而增强。尽管科技工作者对社会创业氛

围的敏感度较低且为负向，但对身边创业氛围的敏

感度相对较高且为正向，其创业意愿会随着家人、

朋友和同事的创业活动的增多而增强。科技工作者

较为理性的思考模式、相对较低的风险承受力和相

对较高的沉没成本或是造成其对社会创业氛围和身

边创业氛围反应不同的原因。

对“双创”政策了解程度越高的科技工作者越

倾向于自主创业。政策知晓对创业意愿的直接影响

系数为 0.183，当科技工作者更了解“双创”政策时，

其创业意愿会有所增强。相较于其他因素而言，这

是对创业意愿影响作用最大的因素。因此，现阶段，

加强“双创”政策的宣传普及仍是增强科技工作者

创业意愿的行之有效的方法。

科技工作者对“双创”政策效果的感知并未影

响其创业意愿。科技工作者对政策实施效果的感知

受政策知晓的影响，影响系数为 0.226，即越了解“双

创”政策的科技工作者越能感知国家及单位在“双

创”方面所做的努力及取得的成效。但是，科技工

作者对“双创”政策效果的感知未能以直接和间接

的方式影响创业意愿，时间滞后性或是造成这一结

果的主要原因。

4　政策建议

构建具有竞争力的科技人才队伍是实施创新驱

动发展 , 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工作的关键 , 科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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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创新创业活力不足或成为阻碍双创发展的新堵点

痛点。通过出台完善事业单位高层次人才收入分配激

励机制、落实有利于人才发展的股权期权激励政策、

推进激励科技工作者转化科技成果的财税政策改革、

打破制约人才流动的壁垒等方式，激发科技工作者创

新创业活力。此外，应继续引导社会双创舆论，营造

宽容失败的双创氛围，在科技工作者群体中厚植双创

文化，引导科技工作者积极投身双创大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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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the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orkers

LI Kang, SHI Hui, DENG Da-sheng

（National Academy of Innovation Strategy, China Association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　100863）

Abstrac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orkers who should play the role of new force in boosting Mass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have not been fully mobilized. Based on the literature review, this paper employs 
the survey data and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 to analyze the main factors which affect the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of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orker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entrepreneurial environment is a key 
factor affecting the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of the workers, but the effect of China’s Mass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policy isn’t significant and its functions in motivating the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are not highlighted.

Key word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orkers;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entrepreneurial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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