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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江西省可持续教育对高职生

绿色创业意图的影响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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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绿色创业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式ꎬ而如何充分地推动高职生绿色创业成为

全球焦点问题ꎮ 因此ꎬ本研究利用多元交互理论与创业整合框架ꎬ在 ２０２４ 年 １２ 月ꎬ使用目的抽

样法ꎬ通过虚拟问卷向中国江西省 ５ 所学校的高职生采集数据ꎬ共回收问卷 ２９３ 份(有效率

９５.１６％)ꎮ 结果表明:中国江西省可持续教育与高职生绿色创业意图呈正相关ꎻＡＩ 素养与善良

人格有促进效应ꎮ 最后ꎬ本研究对中国江西省的机构提出建议ꎬ期望帮助高职生在未来发展绿

色创业实践活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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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以来ꎬ世界各地越来越重视可持续发展的
实践ꎮ 这一活动在全球获得了极高的吸引力ꎬ而高
校在培养学生绿色创业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ꎮ 在
中国ꎬ像其他发达国家一样ꎬ正在努力改善环保型
的商业实践ꎮ 正如 Ｍａｋｕｙａ 和 Ｃｈａｎｇａｌｉｍａ(２０２４)所
说ꎬ中国高校十分注重学生绿色创业实践的培养ꎮ
因此ꎬ在大学生群体中ꎬ特别是高职生ꎬ越来越认识
到创业在解决环境挑战的同时ꎬ也需要为经济增长
做出贡献的潜力ꎮ 同时ꎬＢａｂｅｒꎬＩｖａｎｏｖｉｃｉ 和 Ｌａｌａｎｇｕｉ
(２０２４)强调ꎬ在这方面ꎬ可持续教育在培养学生绿
色创业意向中的作用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议题ꎮ

此外ꎬ绿色创业需要将环保实践纳入创业活
动ꎬ这对于实现环境可持续性发展目标至关重要ꎮ
随着学生接触绿色创业ꎬ中国的职业教育可能成为
创新和创造力的热点ꎮ 绿色创业不仅可以降低失
业率ꎬ还可以加强自然环境保护ꎬ从而使社区受益ꎮ
而职校在提供环境效益方面的作用必须通过帮助
学生开发促进可持续性和生态意识的创新解决方
案来帮助学生准备和使他们能够解决环境问题ꎮ
正如 Ａｌｆａｒｉｚｉ 和 Ｈｅｒｄｉａｎｓｙａｈ(２０２４)所说ꎬ高等院校

绿色创业的趋势日益增长ꎬ吸引了希望在建立成功
企业的同时对社会产生积极影响的学生群体的关
注ꎮ 因此ꎬ这些未来的生态企业家正在创造一个充
满希望的未来ꎮ

另一方面ꎬ高校在培育和促进绿色创业实践方
面显得至关重要ꎮ 通过将环境可持续性纳入课程ꎬ
并通过为有抱负的学生提供所需的技能和知识ꎬ从
而在识别商业机会的同时应对生态挑战ꎮ 此外ꎬ在
中国进行的实证研究在调查学生创业意图时却忽
略了绿色方面ꎮ 而在实践方面ꎬ中国江西省仅只有
１％的高职生参与创业ꎬ而他们在绿色创业领域中的
实践几乎没有ꎮ 然而ꎬ高职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目
标过程中的关键角色ꎬ但可持续发展教育( ｓｕｓｔａｉｎ￣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中似乎缺乏为社会问题提供解决
方案的智能能力ꎮ 正如 Ａｌｓｈｅｂａｍｉ 等人(２０２４) 所
说ꎬ高校课程在可持续性和创业教育在实践方面存
在差距ꎮ 住的主意的是ꎬ可持续发展教育在课程中
的整合ꎬ能够增加整个教育计划的可持续性成长ꎬ
并且还可以培养学生的价值观、信念、能力ꎬ以及改
变他们的人格与特质、行为倾向ꎮ 研究也证实ꎬ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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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教育与可持续创业意图相关ꎮ 正如 Ｍａｋｕｙａ 和

Ｃｈａｎｇａｌｉｍａ(２０２４)所说ꎬ可持续发展教育是创业意

图的重要预测因素ꎬ因为它能够同时解决生态与创

业兼容的难题ꎮ 此外ꎬ研究还发现ꎬ内外部环境与

ＡＩ 素养(ＡＩ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善良人格(ｖｉｒｔｕｏｕｓ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相关ꎮ 正如 Ｌｉ 等人(２０２５ａｂ)所说ꎬ创业背景下的

ＡＩ 素养与善良人格可以推动绿色与可持续的创业

发展ꎬ有助于他们将生态信念应用于创业实践中ꎮ
但是ꎬ令人遗憾的是ꎬ可持续教育与绿色创业意图

(ｇｒｅｅｎ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ｉａｌ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的关系ꎬ以及 ＡＩ 素

养与善良人格是否能够在上述关系中具有促进效

应ꎬ却还从未被探索过ꎮ
因此ꎬ本研究的目的旨在调查中国江西省高职

院校可持续教育的水平ꎬ还有观察高职生对绿色创

业意图的看法ꎬ以及 ＡＩ 素养与善良人格在两者之间

的促进效应ꎮ 明确这些关系将有利于最大化的提

升中国江西省高职生未来绿色创业实践的形成ꎬ并
推动该理论的深入发展ꎮ

一、文献综述与假设

(一)多元交互理论

本研究借助三元交互理论ꎬ在原有的 ３ 个因素

上增 加 ６ 个 新 的 因 素ꎬ 构 建 多 元 交 互 理 论

(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ｅｄ 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ａｌ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ｓｍ)ꎬ涵盖 ９ 种因素ꎬ
具体说明如下:

(１)认知因素:包括个体的认知ꎬ包括信念、期
待、人格与特质等ꎮ (２)行为因素:包括个体的具体

意图、行为表现ꎮ (３)环境因素:包括物理和社会环

境等ꎮ (４)情感因素:包括个体的情感状态ꎬ如情

绪、情感反应等ꎮ (５)技术因素:包括技术发展水

平、技术应用等ꎮ (６)生物因素:包括个体的生物学

特征ꎬ如遗传、生理状态、健康等ꎮ (７)时间因素:包
括个体发展的时间阶段、历史背景、时代精神等ꎮ
(８)能力因素:包括个体的 ＡＩ 素养、综合能力等ꎮ
(９)精神 /宗教因素:包括个体的信仰体系、精神追

求、宗教信仰等ꎮ
本研究提出的多元交互理论全面考虑了个体

内外在的心理过程ꎬ包括:认知、环境、情感、技术、
生物、时间、能力、精神 /宗教ꎬ以及行为因素之间的

多重交互影响(见图 １)ꎮ 它可以应用于多个领域ꎬ
包括:心理学、社会学、健康科学、宗教学等ꎬ以更全

面地理解和预测个体行为和心理状态等ꎮ
另外ꎬ本研究借助多元交互理论ꎬ将可持续教

育归类于环境因素ꎬ将绿色创业意图归类于行为ꎬ
将 ＡＩ 素养归类于能力ꎬ善良人格归类于认知ꎮ 因

此ꎬ借助多元交互理论ꎬ可持续教育与 ＡＩ 素养、善良

人格能够相互影响高职生绿色创业意图ꎮ

(二)创业整合框架

Ｌｉ 等人(２０２５ｂ)的可持续创业整合框架认为ꎬ
环境因素能够通过人格与特质、能力、认知、心理的

相互影响作用于行为ꎮ 此外ꎬ陈震红等人、蔡莉等

人、曹之然、葛宝山和蒋海燕的理论与框架认为ꎬ情
感、技术、生物、时间、能力、精神 /宗教能够与环境

因素交互作用于行为ꎮ
因此ꎬ本研究借助 Ｌｉ 等人(２０２５ｂ)与陈震红等

人、蔡莉等人、曹之然、葛宝山和蒋海燕的理论与框

架ꎬ构建创业整合框架(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ꎬ该框架能够说明环境因素与其他 ７ 种

因素能够交互影响行为 /意图ꎮ
另外ꎬ本研究借助创业整合框架ꎬ将可持续教

归类于环境因素ꎬ将绿色创业意图归类于行为ꎬ将
ＡＩ 素养归类于能力ꎬ善良人格归类于认知ꎮ 故此ꎬ
借助创业整合框架推论ꎬ可持续教育与 ＡＩ 素养、善
良人格能够相互影响高职生绿色创业意图ꎮ

(三)绿色创业意图

早期ꎬ创业意图被定义为:个人未来创业的可

能性ꎮ 而随着全球商业对生态与可持续发展的需

要ꎬ形成了绿色创业意图ꎮ 因此ꎬ本研究将其定义

为:高职生在未来将参与绿色创业实践的潜在倾向ꎮ
(四)可持续教育与高职生绿色创业意图

教育仍然是传授环境和可持续知识的最佳途

径ꎮ 高校可以通过整合与可持续性相关的课程、与
行业参与者的研究、大学基础设施和设置ꎬ为提高

小企业研究对可持续发展的认识做出重大贡献ꎮ
关于可持续的教育旨在提高学生对环境和可持续

性相关问题的认识水平ꎬ形成对绿色发展的积极态

度ꎬ并改变他们的个人资料消费以减少环境足迹ꎮ
关于可持续发展的教育通过发展个人的态度、知识

和能力来强调这三个参数ꎬ以帮助人们制定关于可

持续发展的决议ꎬ并最终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ꎮ 教

育机构提供的与教育相关的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是

为后代带来积极的态度和行为ꎮ 然而ꎬ教育可能不

足以在学生中传授成功的绿色创业实践活动ꎮ 这

或许与过去的研究呈现相互矛盾的结果ꎬ因此需要

验证可持续教育与绿色创业意愿之间的关系ꎮ 因

此假设:
Ｈ１:可持续教育与高职生绿色创业意图呈正

相关ꎮ
(五)ＡＩ 素养作为调节

ＡＩ 素养反映了人工智能在技术理解、批判性评

价、实际应用方面的能力ꎬ它会受到环境因素的影

响ꎮ 研究发现ꎬ环境注意力与 ＡＩ 素养呈正相关ꎮ 正

如周琼等人所说ꎬ对环境的感知能够激发个体对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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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获取期望ꎮ 此外ꎬ研究还发现ꎬＡＩ 素养能够促

进可持续制度环境与数字创业意图的关系ꎮ 因此ꎬ
可持续教育与 ＡＩ 素养的交互作用可以帮助高职生

更好地分析并吸收绿色、生态知识ꎬ帮助他们发现

机会ꎬ建立信念ꎬ这将推动学生在未来参与绿色创

业实践的倾向ꎮ 因此假设:
Ｈ２:ＡＩ 素养在可持续教育与高职生绿色创业意

图之间有促进效应ꎮ
(六)善良人格作为调节

善良人格描述为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

一种具有社会道德评价意义的内在心理品质ꎮ 研

究发现ꎬ善良人格能够促进包容氛围与可持续创业

意图的关系ꎮ 正如 Ｌｉ 等人(２０２５ｂ)所说ꎬ包容氛围

与善良人格的交互ꎬ能够更好地塑造学生的良好品

质ꎬ使得他们更加谦卑ꎬ更加善于处理人际关系ꎬ获
得更多与可持续创业相关的资源ꎬ从而进一步促进

可持续创业意图的形成ꎮ 因此ꎬ可持续教育与善良

人格的交互作用可以进一步为高职生获取更多的

可持续性知识与技能ꎬ因为他们的谦卑使得学生更

加容易建立人际关系与信任的获取ꎬ这将有利于激

活学生未来参与绿色创业的实践活动ꎮ 因此假设:
Ｈ３:善良人格在可持续教育与高职生绿色创业

意图之间有促进效应ꎮ
二、方法

(一)研究模型

依据研究目的与假设构建模型(图 １)ꎮ

图 １　 研究模型

(二)样本、程序、时间

受访者均为中国江西省 ５ 所学校的高职生ꎬ在
２０２４ 年 １２ 月以目的抽样法ꎬ虚拟问卷的方式采集

样本ꎬ共回收问卷 ２９３ 份(有效率 ９５.１６％)ꎮ
(三)衡量

可持续教育量表:Ｂａｂｅｒ(２０２４)设计ꎬ单因子ꎬ４
题(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 ０.９６３)ꎮ

绿色创业意图量表:改编 Ｌｉ 等人(２０２５ｂ)的工

具(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ｓ α ＝ ０. ９０３)ꎬ２ 因子ꎬ共 ６ 题(见附

录)ꎮ
ＡＩ 素养量表:Ｌａｕｐｉｃｈｌｅｒ 等人(２０２５ａ) 设计ꎬ４

因子ꎬ２５ 题(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 ０.９０７)ꎮ
善良人格量表:焦丽颖等人设计ꎬ４ 个因素ꎬ共

１５ 题(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 ０.８９)ꎮ
人口变数选择性别、职业资格证书、掌握的外

语数量ꎬ５ 点测量ꎬ自评ꎮ
三、分析

(一)人口特征分布

表 １ 显示ꎬ女生占比最高(７０.９９０％)ꎬ没有职业

资格证书的学生占比居多(６３.４８１％)ꎬ掌握 １ 种外

语的学生最多(９６.５８７％)ꎮ

表 １　 人口特征分布

项目 组别 Ｎ ％

性别

男 ８５ ２９.０１０

女 ２０８ ７０.９９０

职业资格证书

有 １０７ ３６.５１９

没有 １８６ ６３.４８１

掌握的外语数量

１ ２８３ ９６.５８７

２ ９ ３.０７２

３ 种及以上 １ ０.３４１

(二)适配度

表 ２ 显示ꎬ整体模型的 ＳＲＭＲ＝ ０.０５ꎬ匹配度佳ꎮ

表 ２　 均方根残差

Ｏ Ｍ ９５％ ９９％

饱和的模型 ０.０５ ０.０３６ ０.０３９ ０.０４２

估计模型 ０.０５ ０.０３６ ０.０３９ ０.０４２

(三)相关矩阵

表 ３ 显示ꎬ可持续教育与高职生绿色创业意图呈

正相关(β＝０.５５６∗∗∗ꎬｐ<０.００１)ꎬ假设 Ｈ１ 成立ꎮ
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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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相关矩阵

变数 １ ２ ３ ４

１.可持续教育 ０.７６５

２.ＡＩ 素养
０.３７３
∗∗

０.７６６

３.善良人格
０.４７５
∗∗

０.１９３
∗∗

０.７５２

４.绿色创业

意图

０.５５６
∗∗

０.３４２
∗∗

０.５８７
∗∗

０.７７９

Ｍ ３.２８６ ３.１９６ ３.１１６ ３.１６８

ＳＤ ０.８３５ ０.８１４ ０.８８５ ０.７９６

ＣＲ ０.８０３ ０.９０４ ０.９０６ ０.８６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 ０.８０６ ０.８１５ ０.８６ ０.８６５

ＡＶＥ ０.５８６ ０.５８７ ０.５６７ ０.６０８

(四)调节分析

表 ４ 显示ꎬ可持续教育×ＡＩ 素养(交互项)对高

职生绿色创业意图有显著影响(β＝ ０.１３２∗∗∗ꎬｐ<
０.００１)ꎬ假设 Ｈ２ 成立ꎮ 此外ꎬ可持续教育×善良人

格(交互项)对高职生绿色创业意图有显著促进效

果(β＝ ０.１４５∗∗∗ꎬｐ<０.００１)ꎬ假设 Ｈ３ 成立ꎮ

表 ４　 调节分析

高职生绿色创业意图

Ｍ１ Ｍ２ Ｍ３ Ｍ４ Ｍ５ Ｍ６

性别 ０.０２１ ０.０３１ ０.０３ ０.０２１ ０.０２８ ０.０３２

职业资格证书 ０.０３６ ０.０４３ ０.０４５ ０.０３６ ０.０３６ ０.０３９

掌握的外

语数量

０.８５２
∗

０.７４２
∗

０.６４５
∗

０.８５２
∗

０.７３５
∗

０.６３７
∗

可持续教育
０.５６３
∗∗∗

０.４９２
∗∗∗

０.４９１
∗∗∗

０.５６３
∗∗∗

０.５２１
∗∗∗

０.５４３
∗∗∗

　 　 续表 ４

高职生绿色创业意图

Ｍ１ Ｍ２ Ｍ３ Ｍ４ Ｍ５ Ｍ６

ＡＩ 素养
０.１５６
∗∗∗

０.１６２
∗∗∗

可持续教

育×ＡＩ 素养

０.１３２
∗∗∗

善良人格
０.１６０
∗∗∗

０.１６２
∗∗∗

可持续教

育×善良人格

０.１４５
∗∗∗

Ｒ２ ０.３２７ ０.３５７ ０.２３８ ０.３２７ ０.３０９ ０.３４５

Ａｄｊ Ｒ２ ０.３１２ ０.３５２ ０.２３６ ０.３１２ ０.２９９ ０.３３６

Ｆ
８５.２１３
∗∗∗

６２.１４３
∗∗∗

３４.６１３
∗∗∗

８５.２１３
∗∗∗

５６.２３９
∗∗∗

４１.２５２
∗∗∗

ＤＷ ２.０３５ ２.００４

四、结论

(一)结论与讨论

结果表明ꎬ中国江西省可持续教育与高职生绿

色创业意图呈正相关ꎬ即可持续教育越高ꎬ高职生

绿色创业意图越强ꎮ 此外ꎬ结果还证实ꎬＡＩ 素养与

善良人格在上述关系中有促进效应ꎬ即 ＡＩ 素养、善
良人格越高ꎬ可持续教育对高职生绿色创业意图的

影响越强ꎮ 这说明中国江西省的学校需要构建完

善的可持续教育ꎬ并且注重学生的 ＡＩ 素养与善良人

格的培养ꎬ才能充分地推进高职生在未来参与绿色

创业实践的形成ꎮ
可持续性在当代世界得到了所有的关注ꎬ但教

育机构仍然很少传授给下一代为同样的使命做好

准备的知识ꎮ 可持续发展教育是将绿色世界的接

力棒传递给年轻一代的主要工具ꎮ 了解可持续教

育、ＡＩ 素养与善良人格如何塑造高职生的可持续意

图ꎬ是本研究的目的ꎮ 此外ꎬ本研究提请中国江西

省的政府与学校的管理人员注意使其学术课程与

联合国制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保持一致ꎮ 它需要

重新设计ꎬ使它们以结果为导向ꎬ并注重动态的商

业环境ꎬ使这些方案和课程更符合新的机遇ꎮ
(二)贡献

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所有商业组织的核心ꎬ对
环境的责任ꎬ已经被添加到组织未来的愿景中ꎬ而

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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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对未来绿色创业者的可持续发展做出了一

定贡献ꎬ具体如下:
首先ꎬ本研究构建了全新的多元交互理论与创

业整合框架ꎬ能够更好地推动个人行为的发展与理

解ꎬ这具有一定理论贡献ꎮ 其次ꎬ本研究首次将 ＡＩ
素养与善良人格引入可持续教育与高职生绿色创

业意图的关系之中ꎬ并且构建模型ꎬ这极大地推动

了学生未来绿色创业实践活动的发展ꎮ 最后ꎬ本研

究将借助模型多元交互理论与创业整合框架构建

研究模型ꎬ这对验证、理解、证实两者的有效性提供

了证据ꎮ
(三)意义

研究结果将有助于了解可持续教育的作用及

其与课程相结合的重要性ꎮ 在高职教育中ꎬ与可持

续性相关的教育和倡议之间存在差距ꎬ可以通过注

入(将可持续作为单独的学术课程提供)和扩散(通
过混合可持续的理念和实践来定制主流课程)模型

来填补ꎬ从而将可持续性整合到高等教育中ꎮ 另

外ꎬ任何与可持续性有关的倡议的内容都必须旨在

改变目前的课程ꎬ因为它无助于诱导本研究结果所

建议的开始可持续企业精神的意图ꎮ 因此ꎬ有必要

改进与可持续性和创业相关的教学方法ꎬ以使教育

产品与可持续发展目标保持一致ꎮ
尽管本研究可能没有确切的内容ꎬ但是ꎬ却提

供了一个共识和经验ꎬ这是至关重要的ꎮ 此外ꎬ本
研究还强调了作为一名专注于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企业家ꎬＡＩ 素养与善良人格的重要性ꎮ 本项研究将

帮助课程制定者和学校通过学习、遵守校园可持续

发展目标ꎬ为培育创新和可持续发展的创业者举办

研讨会与学习计划ꎬ以建立学生的 ＡＩ 素养与善良人

格ꎮ 另外ꎬ中国江西省的学校必须认识到ꎬ正规教

育不足以培养具有具备综合数字能力、高贵品质的

企业家ꎬ还需要培养 ＡＩ 素养与善良人格ꎬ即为下一

代拯救世界ꎬ这有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ꎮ
(四)限制与展望

局限性在基于调查的研究中很常见的问题ꎬ其
中一个限制是样本量ꎮ 因为此次调查只选取了中

国江西省的 ５ 所学校ꎬ所以有效问卷不足 ３００ 份ꎮ
另一个限制是只选择了 ＡＩ 素养与善良人格作为促

进机制ꎬ未来的研究可以选择更多的调节变数进行

探索ꎬ例如ꎬ教师与学生可持续发展信念、可持续与

智能技术应用、信息生态系统多主体互动等ꎮ
另一方面ꎬ多元交互理论与创业整合框架的构

建需要跨学科的合作和深入的研究ꎬ以确保每个因

素都能被准确地定义和测量ꎬ并且它们之间的相互

作用能够得到充分的解释ꎮ 通过这种方式ꎬ多元交

互理论与创业整合可以提供一个更为复杂和细致

的视角来观察和解释人类行为ꎮ 这种理论的构建

也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ꎬ需要不断地验证和修正ꎬ
以确保其科学性和实用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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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ａｓ Ｐｒｅｄｉ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Ｇｒｅｅｎ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
ｎｅｕｒｉａｌ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ｄｏ Ｓｔａｔｅ[ Ｊ] . Ａｓｉ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ꎬ ２０２４ꎬ ５(１): １－９.

[１１]Ｍａｒｇａｎｉｎｇｓｉｈ Ａ.ꎬ Ｐｅｌｉｐａ Ｅ. Ｄ.ꎬ Ｓｅｒａｎ Ｅ. Ｙ.ꎬ Ｔｕａｈ Ｙ.
Ａ.ꎬ Ｋｈｏｌｉｆａｈ Ｎ.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ｎｇ Ｇｒｅｅｎ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ｉ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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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ＳＥＭ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Ｊ] . Ｐｅｇｅｍ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ꎬ ２０２４ꎬ １４(２): １５８－１６６.

[１２]Ａｌｆａｒｉｚｉ Ｍ.ꎬ Ｈｅｒｄｉａｎｓｙａｈ Ｈ. Ｉｎｎａｔｅ Ｇｒｅｅｎ Ｐｒｏｐｅｎｓｉｔｙ:
Ｐｒｅｃｕｒｓｏｒｓ ｏｆ Ｅｃｏｐｒｅｎｅｕｒｉａｌ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ｓ ａｍｏｎｇ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ｎ Ｅｄｕｃａ￣
ｔｉｏｎ Ｈｕｍａ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Ｊ] .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ꎬ ２０２４ꎬ ２２(２).

[ １３ ] Ｖｅｇｉｒａｗａｔｉ Ｔ. Ｍｕｓｌｉｍ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Ｇｒｅｅｎ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ｉａｌ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 Ｅｘｔｅｎｄｅｄ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Ｐｌａｎｎｅ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Ｊ]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２０２４ꎬ １０
(１): １－２２.

[１４] Ａｎｕｂｈａｖ Ｋ.ꎬ Ｄｗｉｖｅｄｉ Ａ. Ｋ.ꎬ Ａａｓｈｉｓｈ Ｋ.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
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 ２００２—２０２２ ): Ａ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ｅｍｐｏｗｅｒｅｄ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Ｒｅｖｉｅｗ [ Ｊ] .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ꎬ ２０２４ꎬ ２２(３).

[１５]Ｚｈａｎｇ Ｔ.ꎬ Ｈａｑ Ｓ. Ｕ.ꎬ Ｘｕ Ｘ.ꎬ Ｎａｄｅｅｍ Ｍ. Ｇｒｅｅｎｉｎｇ
Ａｍｂｉｔｉｏｎｓ: 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 Ｊ ]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 ２０２４(１): １－３７.

[１６ ] Ｌｉ Ｌ.ꎬ Ｚｈａｎｇ Ｋ.ꎬ Ｘｉａｎｇ Ｆ. Ｈｉｇｈｅｒ 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 Ｆｕｔｕｒｅ Ｓｅｌｆ － 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ｉａｌ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ａｔ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ａｎｄ Ｂｅｌｉｅｆ ｉｎ ａ Ｊｕｓｔ Ｗｏｒｌｄ[Ｊ] . Ｅｄｕ￣
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ꎬ ２０２４ꎬ １(８): ２７－４３.

[１７] Ｓｈｅｎｍｉａｏ Ｈ.ꎬ ｂｉｎ Ｋａｍｒｕｄｄｉｎ Ｂ. Ｈ.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ｉａｌ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Ｇｒｅｅｎ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ｉ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Ｊｉａｎｇｘｉ Ｃｈｉｎａ: Ａｎ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ｉａｌ
Ｅｎｄｏｒｓ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 [ Ｊ ] . Ｓｏｕｔｈ
Ａｓｉ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ꎬ ２０２４ꎬ ５(２):
１８５－２０７.

[１８] Ｇｕｐｔａ Ｖ.ꎬ Ｙａｎｇ Ｈ.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ｖｅ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ＡＩ)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ｄｏｐ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 Ｃａｓｅ ｏｆ
ＣｈａｔＧＰＴ[Ｊ] .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ꎬ ２０２４ꎬ ２８
(２): ２２３－２４２.

[１９]Ａｌｓｈｅｂａｍｉ Ａ. Ｓ.ꎬ Ｆａｚａｌ Ｓ. Ａ.ꎬ Ｓｅｒａｊ Ａ. Ｈ.ꎬ Ａｌ－Ｍａｒｒｉ
Ｓ. Ｈ.ꎬ Ａｌｓｕｌｔａｎ Ｗ. Ｓ. Ｆｏｓｔｅｒｉｎｇ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 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Ｄｒｉｖｅｒｓ ｏｆ Ｇｒｅｅｎ Ｓｅｌｆ －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ｉｎ Ｓａｕｄｉ
Ａｒａｂｉａ[Ｊ] .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ꎬ ２０２４ꎬ ５(１): １－２１.

[２０] Ｂａｔｉｓｔａ － Ｃａｎｉｎｏ Ｒ. Ｍ.ꎬ Ｓａｎｔａｎａ － Ｈｅｒｎáｎｄｅｚ Ｌ.ꎬ
Ｍｅｄｉｎａ－Ｂｒｉｔｏ Ｐ. Ａ Ｈｏｌｉｓｔｉｃ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ｎ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ｉａｌ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 Ａ Ｓｃｉｅｎｔｏｍｅｔｒｉｃ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ꎬ ２０２４(１７４).

[２１] Ｃｈａｈａｌ Ｊ.ꎬ Ｂａｂｅｒ Ｈ.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ｒ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Ｓｕｓｔａｉｎ￣
ａｂｉｌｉｔｙ—Ｗｈａｔ Ｓｈａｐｅｓ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ꎬ ２０２４ꎬ １０(２).

[２２]Ｐｈａｍ Ｔ. Ｔ.ꎬ Ｌｅ Ｔ. Ｌ.ꎬ Ｄｉｎｈ Ｔ. Ｈ.ꎬ Ｐｈａｍ Ｔ. Ｔ. Ｆｉｎ￣
Ｔｅｃｈ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ｓ Ｄｒｉｖｅｒｓ ｏｆ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Ｆｉｎ￣
Ｔｅｃｈ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ｉａｌ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ｓ: 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ｆｒｏｍ Ｓｔｉｍｕｌｕｓ －
ｏｒｇａｎｉｓｍ－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ｈｅｏｒｙ [ Ｊ ] .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ꎬ ２０２４ꎬ ２２(３).

[２３] Ｓｌｏｍｓｋｉ Ｖ. Ｇ.ꎬ Ｔａｖａｒｅｓ ｄｅ Ｓｏｕｚａ Ｊｕｎｉｏｒ Ａ. Ｖ.ꎬ

Ｌａｖａｒｄａ Ｃ. Ｅ.ꎬ Ｓｉｍãｏ Ｋａｖｅｓｋｉ Ｉ. Ｄ.ꎬ Ｓｌｏｍｓｋｉ Ｖ.ꎬ Ｆｒｏｉｓ ｄｅ Ｃａｒ￣
ｖａｌｈｏ Ｒ.ꎬ Ｆｏｎｔｅｓ ｄｅ Ｓｏｕｚａ Ｖａｓｃｏｎｃｅｌｏｓ Ａ. 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Ｆａｃ￣
ｔｏｒｓꎬ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ｉａｌ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Ｐｌａｎｎｅ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ａ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
ｓｈｉｐ ｉｎ ｔｈｅ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Ａｒｅａ[Ｊ] .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ꎬ ２０２４ꎬ １６(１３).

[２４]Ｌｉ Ｌ.ꎬ Ｃｈｕｅｎｓｕｍｏｎ Ｂ.ꎬ Ｚｈａｎｇ Ｋ. Ｔｈｅ Ａｆｆｅｃｔ Ｍｅｃｈａ￣
ｎｉｓｍ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Ｂｅｌｉｅｆｓ ｉｎ Ｎｅｗ
Ｖｅｎｔｕｒｅｓ ｉｎ Ｙｕｎ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ꎬ Ｃｈｉｎａ: “ Ｏｎｅ Ｂｅｌｔ Ｏｎｅ Ｒｏａｄ”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Ｊ] . ＭＵ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ꎬ ２０２５
(２): １－２５.

[２５]Ｌｉ Ｌ.ꎬ Ｌｉ Ｊ.ꎬ Ｚｈａｎｇ Ｋ. Ｔｈｅ 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ｆｏｒ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ｏｎ Ｓｅｎｉｏｒ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
ｎｅｕｒｉａｌ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 ｉｎ Ｊｉａｎｇ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Ｊ] .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ꎬ ２０２５ꎬ １(３): １－１１.

[２６]Ｂａｎｄｕｒａ Ａ. Ｈｕｍａｎ Ａｇｅｎｃｙ ｉ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Ｊ]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ｓｔꎬ １９８９ꎬ ４４(９): １１７５－１１８４.

[２７]王树明ꎬ祝蓓里.运动中的效能期望、归因和情感反

应的相关研究[Ｊ] .心理科学ꎬ１９９６(６):３３６－３３９ꎬ３８３.
[２８]段锦云ꎬ杨静ꎬ陈佳昕ꎬ任小云.物理环境如何影响

创新:助推的视角 [ Ｊ] . 科学学研究ꎬ ２０２０ꎬ ３８ ( ９): １６７０ －
１６７６ꎬ１６９７.

[２９]张爱卿ꎬ刘华山.责任、情感及帮助行为的归因结构

模型[Ｊ] .心理学报ꎬ２００３ꎬ３５(４):５３５－５４０.
[３０]陈红敏ꎬ赵雷ꎬ伍新春.生活事件对情感和行为的影

响:理论比较与启示 [ Ｊ] . 心理科学进展ꎬ ２０１４ꎬ ２２ ( ３):
４９２－５０１.

[３１]李志飞.体验活动对冲动性购买行为的影响:情感

反应视角[Ｊ] .心理科学ꎬ２００７ꎬ３０(３):７０８－７１１.
[３２]王秀峰ꎬ李华晶ꎬ李永慧.绿色创业导向与企业绩效

关系研究———基于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的分析[ Ｊ] .软科学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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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高职生绿色创业意图量表

因子 题号 题目

倾向性

ＧＥＩ１ 我对绿色创业有兴趣

ＧＥＩ２ 我毕业后会选择绿色创业

ＧＥＩ３ 在实施绿色创业前ꎬ我会做好充分准备

希求性

ＧＥＩ４ 我对自己未来的职业有明确的规划

ＧＥＩ５ 我选择绿色创业是为了体现个人的价值

ＧＥＩ６ 即使创业失败ꎬ我也敢于承担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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