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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学生创业是响应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结合认同理论，探讨创业环境对大学生创业

激情的作用机制。创业环境的四个维度: 行政、教育与培训、融资、社会文化环境均正向影响大学生创业激情，创

业环境正向影响创业认同，且创业认同正向影响创业激情，创业认同在创业环境与大学生创业激情关系间起部分中

介作用。在改善大学生创业环境的前提下，应重视培养大学生的创业认同感，激发创业热情，壮大大学生创业

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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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环境广受学者关注，研究创业环境对创业

活动的影响有助于创业者评估自身创业能力，规避

风险以提高创业成功率。有研究表明创业环境通过

提高大学生创业动机增强其创业意向和创业激情。

创业激情是创业过程中创业者体验的积极强烈的情

绪［1］，是创业活动的关键驱动力。现有研究关注创

业激情内涵和维度的居多，少有学者研究创业激情

起因和影响因素［2］，相关的实证研究才起步。创业

环境对大学生创业者影响深远，当大学生得到的创

业环境支持越多时，创业意向就会越强［3］，越有激

情进行创业。同时学者发现良好的创业环境既能提

高自我效能感，又能提高创业资源的可获得性，提

高个体的创业认同。创业认同是创业激情的核心要

素，企业家创业激情的产生依赖于自身对创业的认

同程度，这对创业成功率的影响重大。本文引入创

业认同变量，考察创业环境对创业激情的潜在作用

机制并提供实证研究支持。

一、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 一) 理论基础

社会心理学认为，任何个体与其所处的社会环

境和社会关系密不可分，在对自我和身份的研究中

亦需考虑外界环境和社会关系的影响。自我和社会

两者相互影响，一方面个体的自我概念在与外界环

境的交互中逐渐形成，另一方面社会不断地塑造和

重建个体的自我概念。而个体在与社会交互的过程

中不断加深对自我的理解，同时进行验证和重建，

认清“我是谁”，从而产生认同。目前，认同这一

概念被广泛用于社会学、心理学、管理学等领域，

认同的相关研究主要从社会认同和自我认同展开。

20 世纪 70 年代社会认同理论开始进入学术界，该

理论下，个体的社会行为不仅归因于自身的心理因

素，还强调把目光聚焦在个体与社会的交互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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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互中所获得的社会身份正是个体自我概念中的重

要组成部分。角色认同理论与之类似，个体在与个

体、群体、社会的交互过程获得和持有特定的角色，

基于这些角色形成自我概念，同时承认角色与其所

在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个体与其嵌入的社会环境

进行交互，形成一定的社会地位，从而产生认同。

自我认同则更关注个体的同一性，在承认社会影响

的基础上更重视对个体的深入研究，目前也开始重

视社会因素的影响，强调个体与社会环境之间的交

互作用。

社会认同理论涵盖社会归类、社会识别、社会

比较三阶段。个体首先在社会环境中明确自己的定

位和责任，将自己归于某群体，在社会认知理论下，

个体也在对他人进行归类，快速定位自己的群体且

根据其群体特征来定义自己的社会行为; 社会识别

是指个体与所属群体保持一致性和同一性，大学生

创业者通过与外界环境交互把自己归类为创业者群

体后，更加认清自身创业者的本质属性; 社会比较

是指相似个体间会进行比较，并以此获取自尊上的

满足，不同群体间也会相互比较，当所属群体获得

更高的社会威望时，群体优越感使得个体相应获得

更多的自尊和满足。根据认同理论，一切认同来源

于社会角色和身份，角色认同认为当角色内化为个

体认知方式时，认同由此产生，亦即个体将创业者

角色的外部意义内化时，创业认同便会形成。大学

生创业认同的形成，需要其在与社会环境的交互中

逐渐认清自己的定位和角色，加深对创业者身份的

理解，提高认同水平。

社会认同理论现已涉及众多学科和领域，因其

能理论支撑组织运行、组织氛围和员工行为等积极

的组织结果，目前在组织领域的应用较多，主要有

领导力、组织以及员工之间的关系等。除此之外，

众多学者开始关注社会认同理论在集体行为上的应

用，阐释了群体之间由于比较而带来的不满足感。

个体对所属群体的社会认同水平会影响对其他群体

的认知，对内群体的认同水平越高，越容易察觉到

来自其他群体的敌意，而增加对内群体的好感度，

也越有可能参与集体行为。认同水平与个体的心理

健康和社会适应也有联系，个体的社会认同和感知

的社会支持能缓解个体的压力体验，提高其生活和

工作的满意度［4］，同时提高个体应对压力的能力。

角色认同理论则关注角色认同中的情绪问题，当个

体感受到外界因素对其身份的威胁，譬如不支持不

认可时，易产生负面情绪，情绪的激烈程度影响个

体的认同。而激情与身份认同有关，激情的产生源

自个体参与身份认同的相关活动，当创业者身份认

同显著时，创业激情由此产生。大学生创业者对其

创业者身份的认同水平和对创业行为的看法影响创

业激情的强度和持久度。因此结合认同理论，可以

合理推测外界环境和感知的社会支持能够引起大学

生创业者对创业的认同，拥有自信和应对压力的能

力，获得更持久和更强劲的创业激情。

( 二) 创业环境与创业认同

创业环境涵盖创业过程中能够利用的所有外部

因素，不仅包括创业政策、文化制度和行业等宏观

性的因素，社会网络、家庭背景及其亲人的支持性

也囊括在内。胡玲玉等［5］重点从资源的充裕和获得

难度来考察创业环境的宽松性对创业的影响，市场

资源环境和制度规范环境越宽松，个体的创业意向

越强。Gnyawali 和 Fogel［6］基于创业核心要素提出含

政府政策、对创业的资金与非资金支持等的五维度

模型，用以判断创业环境的优劣。国外另一具有影

响力的是 GEM 九维度模型。两者作为创业环境模型

的基础，被后来研究者广为采用。本文从行政、教

育与培训、融资和社会文化四个维度衡量大学生创

业环境。其中行政环境是指政府对新创企业的支持

力度，如在设立、税收和规范行为方面; 教育与培

训环境指各类高校、政府机构对大学生的培训指导

等; 融资环境指大学生获得扶持基金的容易程度、

渠道的多样性等; 社会文化环境指社会大众包括家

人、朋友对创业的支持以及对创业失败的看法等。

创业认同是一种特殊的社会认同，与产生于某

一组织的组织认同和特定领域或职业的职业认同相

异，是与两者并列同行的另一新分支，产生于个体

与创业环境的互动过程中。创业认同被称为创业行

为研究的第五乐章，借助创业叙事认同和老生常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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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种工具，能够更好地理解创业认同的构建。老

生常谈认为创业教育和学习对个体构建创业认同具

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差异论则认为创业认同是在内

部个体特征的基础上，个体内外部环境相互作用下

不断得到加强的。

认同理论下，个体与外界环境密不可分，认同

在个体与外界环境和社会关系的不断交互中形成，

创业认同的形成亦是如此。创业和管理技能以及创

业的资金支持对创业机会影响较大，政府政策和规

程、社会经济条件及创业的非资金支持影响创业的

过程和结果，良好的创业环境会使更多的创业企业

得以生存和发展［7］，强化创业者的创业成功预期，

增强创业者的创业认同。陈建安等［8］归纳总结了创

业环境主要通过代际关系、同群效应、家庭环境和

社会环境对创业认同产生影响。新老一代在创业思

想、创业动机和行为方面的差异以及新一代寻求刺

激和独特的喜好，促进新一代创业者建立独特的自

我认同。社会识别阶段与群体内个体的情感交流形

成联结性会促进形成认同，而与创业群体接触产生

的同群效应会影响整个创业过程，同群交往可以加

速获得创业资源，亦能缓解创业者的压力，促进个

体构建积极的创业认同。其中广受关注的是家庭环

境和社会环境。自主创业的父母有榜样示范作用，

对子女的创业认同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家庭

中冲突和矛盾会降低个体进行创业决策的决心。此

外父母双方的雇佣状况对子女的创业认同有截然相

反的影响，前者正向影响，后者则会产生负面作用。

家庭不仅能够树立榜样的作用，还能提供资金和劳

动力等创业资源，给予创业者物质和精神上的全力

支持，能够显著增强个体的创业认同。创业的社会

环境主要涵盖市场、政府支持等，创业所选的行业

前景越好，越容易受风险投资者亲睐，越容易得到

家庭的支持，个体的创业认同感越高。政府积极的

创业支持，例如政策优惠、补贴、扶持等，能够帮

助创业者实现最大效能，强化创业者的自我意识，

所代表政府的肯定意见亦有异曲同工之妙。融资环

境的便利性及低门槛、低利息的特点有效缓解大学

生创业者的资金压力，弥补大学生创业的先天劣势，

宏观环境支持性越高，大学生越有可能进行创业活

动来证明自身价值。浓厚的社会创业氛围有助于个

体构建创业认同感，由于社会同化效应，创业的人

数增加，创业者更快接纳创业是职业的看法。实证

研究显示，小微企业的增加能够增强创业认同感，

尤其当创业者是农民时，创业认同感的持续时间也

会变长。综上所述，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 创业环境正向影响创业认同。

H1a: 行政环境正向影响创业认同;

H1b: 教育与培训环境正向影响创业认同;

H1c: 融资环境正向影响创业认同;

H1d: 社会文化环境正向影响创业认同。

( 三) 创业认同与创业激情

对于创业激情，学者们的看法不一。个体特征

视角下，创业激情被认为是创业者与生俱来的趋于

稳定的人格特质，即创业激情是普遍稳定存在的，

不随时间消失或增强，这与现实中一些创业者的创

业激情随着创业过程或者企业的成长而慢慢消退的

情况不符。部分学者转而从情绪视角认识创业激情，

认为包含身份认同和非常积极的情绪两方面，可根

据创业过程划分为三阶段: 前期识别和探索新机会

中创新的激情，利用机会开发企业时创建的激情以

及新企业培育、成长的过程中发展的激情。后来又

出现创业激情的二元模型，认为存在和谐性激情和

强迫性激情。也有学者从动机视角理解，认为激情

是创业动机的核心因素，能够产生动机效应，刺激

创业者不断克服困难并有助于机会的识别。

创业认同意味着对自身创业事业的认同度高，

把创业看成长期的职业目标并坚信自身创业理念，

近年来深受学者的亲睐。Murnieks［9］调查 221 名创

业者后发现，创业认同可以激发企业家的创业激情，

提升其自我效能感。尤为重要的是，创业认同中所

包含的身份认同含义被广泛认为与激情的产生有关，

在概念化激情中起着关键作用，是形成创业激情的

关键驱动力，创业者对自己创业身份的认同度越高，

越容易激发创业激情。有学者随后实证检验了身份

认同对创业激情的正向影响，另通过研究激情发展

过程，认为对某个行为的认同会导致相关激情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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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社会认同理论的社会识别阶段表明，当某些角

色被个体内化到他自己的认知模式中时，就有了所

谓的身份。创业者的创业身份也类似，当创业者专

注于自己的企业家身份时，身份的存在会把外界的

社会期望转化为个体的行为准则，这种身份被内化

的方式是激发激情的核心驱动力。Murniek 等［10］研

究证实，企业家身份的内在化和个人自我概念的中

心位置驱动了男性的和谐性激情。基于以上分析，

提出假设:

H2: 创业认同对创业激情有正向影响。

( 四) 创业认同的中介作用

政府的政策支持和积极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影响

创业者的工作热情，而且影响创业活动间的资源配

置。政府环境为创业者提供创业的可能，行业的经

营环境为新创企业的成长提供必要的保障，创业者

在创业的过程中与周围环境进行的良好互动，有助

于减缓压力、识别创业机会、获得优势资源以及社

会的肯定，同时降低创业风险和增强个体的自我效

能感进而激发个体的创业激情。有学者提出，政府

支持和其他外部环境支持显著增强科技创业者的自

我效能感，外部环境的支持带来更多的成功心理暗

示，增强创业者的创业自信和对自身创业能力的肯

定，进而增强个体的创业激情水平。有实证检验发

现，市场资源环境和制度规范环境对创业者的支持

度促使个体主动参与到创业活动中越大，创业激情

越容易产生。多渠道的融资方式对于资金匮乏的大

学生来说至关重要，银行、学校等的资金支持提高

大学生的创业成功感知，促使其全身心投入创业活

动，激发积极情绪，产生积极的正能量。而对大学

生创业激情的调查发现，高校创业培训课的开展和

创业大赛的兴起一定程度上引起学生对创业的关注，

而学校创业知识的教授帮助学生更全面认识创业，

大学生感知自身的创业技能提高，创业成功的预期

和自信心增强，从而可能激发创业激情。

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H3: 创业环境正向影响创业激情。

H3a: 行政环境正向影响创业激情;

H3b: 教育与培训环境正向影响创业激情;

H3c: 融资环境正向影响创业激情;

H3d: 社会文化环境正向影响创业激情。

H4: 创业认同在创业环境各子环境和创业激情

之间起中介作用。

综上所述，构建的概念模型如图 1 所示。

图 1 概念模型

Fig. 1 Conceptual Model

二、研究设计

( 一) 研究对象

调查对象为江、浙、皖二省高校的学生，所有

调查对象都是自愿参与，保证了此次调查的匿名性。

共回收了 252 份问卷，回收率为 100%。通过对样本

的基本信息进行分析，参与调查的女性居多，共有

144 人， 占 总 数 的 57. 1%; 男 性 共 108 人， 占

42. 9%。年龄在 26 岁及以上的有 33 人，占总数的

13. 1%; 20 岁及以下的有 59 人，占总数的 23. 4%;

21～25 岁之间，共有 160 人，占总数的 63. 5%。通

过对调查者的受教育程度进行分析，发现 20 人学历

为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占总数的 17. 9%; 74 人为专

科学历，占总数的 29. 4%; 本科学历的调查者最多，

共有 158 人，占总数的 62. 7%。综上，样本分布合

理，可基于所收集的数据开展进一步研究。

( 二) 研究工具

所采用的测量量表均来源于西方学者的文献，

且经过学者的检验，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已多次

被采用。经过慎重考虑，本文确定了最后采用的调查

问卷。非特别说明，所有的题目量表都采用 1 ～ 5 级

Likert 量表，5 表示非常认同，1 表示非常不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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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环境: 综合采用比较具有影响力的 GEM 模

型和五维度模型，考虑到测量题项数目的合理性，

对创业环境维度进行适当归纳和整理，最后分为行

政环境、教育和培训环境、融资环境和社会文化环

境这四个维度，共计 12 题，例如“政府提供优惠的

税收政策”“我曾系统地学习创业教育课程”“容易

获得政府或学校的创业基金” “创业会得到家人的

支持”等。

创业认同: 采用 Obschonka 等［11］开发的以创业

者为重点的创业认同量表，为了更准确地测量创业

者对自身的创业认同，做了适当的修改。测量创业

认同使用的修改后的题目是: “我认为将我的研究

商业化的创业想法对我而言很协调” “我认为将我

的研究商业化的创业想法符合我的自我认知” “我

认为将我的研究商业化的创业想法符合自身和科研

工作的形象”。

创业激情: 采用的是 Cardon 等［12］开发的创业

激情测量量表，考虑到测量的效果，根据实际情况

适当删减了一些题项，将 15 个问题调整到 12 个题

项，例如“我很高兴我能找到尚未被满足的市场需

求”“我有内在动力去优化现有的产品或服务”“在

环境中寻找到新机会让我非常兴奋” “我乐于创建

公司并促进其成长”等。

控制变量: 年龄、性别。现有研究认为年龄一

定程度上代表着心智的成熟度，是否成熟会影响创

业者的心理和具体行为，进而影响创业的方方面面;

不同性别的创业者在创业的目标、行为方式、思考

模式和情感需求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对创业行为

的看法不一，对创业者自身和企业的发展方式起着

不容忽视的影响。

三、实证结果分析

( 一) 信度和效度检验

问卷中共有 6 个变量，采用 SPSS 22 进行量表

的信度和效度检验。表 1 是问卷各个变量的信度和

效度指标，α 值均在 0. 866 ～ 0. 959 之间，高于临界

值，表明问卷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变量的测量

具有良好的信度。接着对问卷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

以测量指标因子载荷值，标准化系数的最小值为

0. 78，高于临界值，表明量表的收敛效度良好。所

有变量的 CＲ 值均大于 0. 8，AVE 值大于 0. 5，进一

步证明该量表具有较高的收敛效度。变量的最小

AVE 值为 0. 691，且 变 量 间 相 关 系 数 小 于 该 变 量

AVE 的平方根 ( 见表 1) ，按照国外学者提出的判断

方法，变量的区分效度较高。
( 二) 假设检验

应用相关分析方法来测量变量之间的相关程度，

结果如表 2。从相关系数来看，行政、教育与培训、

融资、社会文化这四个创业子环境分别与创业认同、

创业激情显著正相关，同时创业认同与创业激情亦

是显著正相关，符合理论预期，初步支持了研究假

设，证实良好的创业环境对创业激情有正向影响，

而创业认同在中间起桥梁作用。

传统的类似 sobel 检验中介效应的方法是基于

a* b服从正态分布的条件下开展的，实际上 a* b 并

不一定服从正态分布，导致该检验方法错误概率变

大。Bootstrap 法无须假设 a* b 服从正态分布，较为

准确地检验中介效应的存在，受到国内外学者一致

好评。Preacher 和 Hayes 等［13］都推荐使用 Bootstrap

法来检验中介作用，因此采用 Bootstrap 方法分析模

型中创业认同的中介作用。由表 3 可以发现，在路

径“行政环境→创业认同→创业激情”中，间接效

应 95%的置信区间不包含 0，间接效应为 0. 375，效

应占比 68. 71%; 在路径 “教育与培训环境→创业

认同→创业激情”中，间接效应 95%的置信区间不

包含 0，间接效应为 0. 332，效应占比 62. 79%; 在

路径“融资环境→创业认同→创业激情”中，间接

效应 95%的置信区间不包含 0，间接效应为 0. 335，

效应占比 53. 97%; 在路径 “社会文化环境→创业

认同→创业激情”中，间接效应 95%的置信区间不

包含 0，间接效应为 0. 341，效应占比 50. 99%。这

表明创业认同在创业环境各子环境对创业激情的影

响中起着显著的中介作用，假设 H4 得证。创业环

境的四个子环境分别通过创业认同而对创业激情产

生影响，因此可以得出创业认同在创业环境与创业

激情之间起到桥梁作用的结论，良好的创业环境会

正向影响创业认同，进而促进创业者的创业激情。

752020 年第 3 期 王晶晶，等: 创业环境对大学生创业激情的影响



85
福建商学院学报

JOUＲNAL OF FUJIAN BUSINESS UNIVEＲSITY 2020 年第 3 期

表 1 信度和效度检验

Tab. 1 Ｒeliability and validity test

变量 题项
标准化

系数
Cronbach’s ɑ

收敛效度

CＲ 值 AVE 值

行政环境

登记审批程序简化便捷

规范创业行为的相关制度完善

政府提供优惠的税收政策

0. 925
0. 916
0. 907

0. 904 0. 940 0. 839

教育和培训

环境

我经常接受创业培训与指导

我经常参加学校创业实践与创业设计大赛等活动

我曾系统地学习创业教育课程

0. 92
0. 909
0. 897

0. 894 0. 934 0. 826

融资环境

容易获得银行低息贷款

容易获得政府或学校的创业基金

大学生创业有多种融资渠道或信贷担保方式可供选择

0. 922
0. 915
0. 890

0. 895 0. 935 0. 827

社会文化

环境

大众对创业失败持宽容态度

当地文化鼓励创新和冒险精神

创业会得到家人的支持

0. 917
0. 882
0. 865

0. 866 0. 918 0. 789

创业激情

我有动力去推动成员 ( 包括我自己) 去为企业努力工作

我喜欢去寻找适合企业发展的成员

我乐于创建公司并促进其成长

我热衷与培育并促进公司的成长

我乐于知人善任，根据人才的特点安排他们的工作

我有激情去创建自己的公司

我热衷于成为企业家

我有内在动力去优化现有的产品或服务

我乐于去发现解决问题的新方法

在环境中寻找到新机会让我非常兴奋

我很享受搜寻关于产品或服务新想法的过程

我很高兴我能找到尚未被满足的市场需求

0. 895
0. 892
0. 880
0. 874
0. 870
0. 830
0. 821
0. 818
0. 805
0. 789
0. 780
0. 698

0. 959 0. 964 0. 691

创业认同

我认为将我的研究商业化的创业想法对我而言很协调

我认为将我的研究商业化的创业想法符合我的自我认知

我认为将我的研究商业化的创业想法符合自身和科研工

作的形象

0. 933
0. 930
0. 898

0. 909 0. 943 0. 847

表 2 相关性

Tab. 2 correlation

注: * 、＊＊分别表示 p＜0. 05、p＜0. 01，表中对角线数字代表该变量 AVE 的平方根值。



表 3 中介效应

Tab. 3 Mediating Effect

路径关系 直接效应
95%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间接效应

95%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总效应

行政环境→创业认同→创业激情 0. 171 0. 084 0. 258 0. 375 0. 265 0. 488 0. 546

教育与培训环境→创业认同→创业激情 0. 197 0. 123 0. 270 0. 332 0. 258 0. 413 0. 528

融资环境→创业认同→创业激情 0. 286 0. 210 0. 361 0. 335 0. 261 0. 416 0. 620

社会文化环境→创业认同→创业激情 0. 328 0. 250 0. 406 0. 341 0. 263 0. 424 0. 669

四、结论与讨论

一方面，行政、教育与培训、融资、社会文化

四个创业子环境对创业激情的产生有积极的促进作

用，这意味着从宏观的行政、融资、社会包容层面

和微观的家庭支持、学校培训等方面具体改善创业

环境能够有效促进创业激情的生成; 同时上述四个

创业子环境对创业认同有正向影响，表明创业环境

的改善可以改变情感上的认知，提高创业者的创业

认同。另一方面，创业认同分别在创业环境四个子

环境对创业激情的作用机制发挥中介作用，表明创

业认同是创业激情的前置影响因素，积极的情感认

知会推动积极的情感产生，创业者的创业认同使其

把创业看成终生的职业目标，发自内心认同创业，

从而产生创业激情。

实践启示有以下两点。一是营造良好的创业环

境对提高创业者的创业激情至关重要，具体可以从

行政、教育与培训、融资和社会文化四个环境方面

抓起。行政环境方面，政府可以加大对学生创业的

扶持力度，给予一定的资金援助和税收方面的优惠;

同时规范行业的相关制度，简化创办新企业的流程

等。教育与培训环境方面，关键在于高校的观念转

变，要把创业能力培养提到与学习能力同等重要的

位置。一方面开展更加多样化的创业教育与培训，

开辟更多如创业孵化基地、创业项目等创业实训途

径; 另一方面提供相适应的专业咨询、项目评估等。

融资环境方面，社会需要不断地创新融资方式、降

低融资门槛和融资费用等，缓解大学生创业的资金

压力，提高其创业热情。社会文化环境方面，可以

从社会和家庭两个角度切入。营造鼓励创新的文化

氛围，提高社会大众对创业失败的宽容度; 重视家

庭环境，支持创业的家庭氛围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创

业者，对创业者的影响最为深远。二是把目光聚焦

到创业者的创业认同，关注创业者的认知层面即本

身对创业的认可程度。具体可以开展讲座、培训、

咨询等，加强大学生对创业的全面认知，提高创业

者的创业认同，高校则可以在大学生职业规划课程

中强调创业作为职业选择的重要性等。

本文的不足。一是样本范围有所局限，仅仅只

覆盖江苏、浙江、安徽等中东部地区，具有一定的

地域局限性，未来研究可以将样本范围扩展至全国

或进行更详细的样本调查，如划分正在进行创业的

大学生以及有创业意愿但未实施的大学生等。二是

对创业认同的测量不够准确，目前国内外对创业认

同的看法不一，缺乏广为大家接受的成熟量表，未

来研究可以针对创业认同开发更多的测量方式。最

后在创业环境对创业激情的影响研究中，分析了创

业认同的中介效应，可能还存在变量的调节作用，

未来可以考虑加入调节变量，对影响路径进行更详

细深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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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Influence of Entrepreneurial Environment on
College Students’Entrepreneurial Passion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Jiangsu，

Zhejiang and Anhui Province

WANG Jingjing，HUANG Xiaojuan

(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Anhu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Bengbu 233030，China)

Abstract: College students’entrepreneurship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respond to the national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strategy. Based on the theory of identit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mechanism of entrepreneurial

environment on college students’entrepreneurial passion. The four dimensions of entrepreneurial environment，

administration，education and training，financing，and social and cultural environment all positively influence the

entrepreneurial passion of college students， while the entrepreneurial environment positively influences the

entrepreneurial identity， and the entrepreneurial identity positively influences the entrepreneurial passion.

Entrepreneurial identity plays a part in media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ntrepreneurial environment and the

entrepreneurial passion of college students. On the premise of improving the entrepreneurial environment for college

students，we should attach importance to cultivating their entrepreneurial identity，stimulating their entrepreneurial

enthusiasm and strengthening their entrepreneurial team.

Key words: entrepreneurial environment; entrepreneurial identity; entrepreneurial passion of college students;

identity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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