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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学生创业胜任力研究》运用人力资源管理领域的“胜任力”（competency）这个概念，具体
分析了当前我国大学生群体创业过程中的困境，在揭示大学生创业过程内在机理和过程模式的基础上
，提出了一个描述性的大学生创业胜任力模型。严格讲，由于种种原因，这个模型在胜任力特征题项
生成和模型的建构及检验方面还缺乏科学、规范、系统的方法。这方面的不足和缺憾将促使我不断努
力与跟踪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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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影响大学生创业过程的个体层次和群体层次变量具有微观意义，学校层次和社会层次变量具有宏
观意义。这四个变量都会影响大学生创业过程所有阶段中创业者的决策和行动，这说明影响创业过程
的因素不仅仅是主观因素，还有人际关系、经济、技术、学校和社会环境等客观因素，也说明影响创
业过程的因素不仅仅是微观因素，还有宏观因素，是主观与客观、微观与宏观的综合影响结果。　
　2.3.2大学生个体层次变量　　大学生的性格、兴趣、气质、技能、才能、动机、特征、经验等自身
因素对创业过程的影响，属于个体层次变量。在国外，white、Thornhill和Hampson.E近来做了一项有
趣研究，他们比较了曾经创建过新企业和没有创建过新企业的学员的激素水平①。结果显示，选择成
为创业者的学员血液中雄性荷尔蒙含量更高。进一步的证据表明，这种差异来源于创业者对于风险具
有更强的倾向性。这个研究说明，某些人比其他人更有活力、更愿意承担风险、更加自信，这些个体
因素影响了其成为创业者。　　大学生个体层次变量对创业准备阶段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创业兴趣和激
发创意或机会识别能力方面。选择创业是大学生一条不同寻常的职业生涯道路，创业之路艰难而痛苦
，大学生本身要具有足够的创业兴趣。为此，大学生要改变传统的成才观和事业观，把创业作为一个
坚定的人生定位和理想。根据笔者对部分大学生创业者的调查，发现那些思想活跃、社交广泛、自信
、具有风险偏好的学生往往容易选择创业。总之，大学生本人的风险偏好、性格、气质、个性、爱好
、特长等都是影响大学生创业选择的内部因素。那些具有浓厚创业兴趣的人不仅更可能成为一个创业
者，而且其创业准备工作也往往更充分。　　另外，大学生的个性特质等主观因素也会影响到创业准
备阶段的激发创意或机会识别能力。从激发创意的能力看，“创意”基于创造力，而认知科学认为创
造力产生于几种因素的集合或汇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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