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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教师学术创业意愿影响因素理论框架建构
 冯宇昂　寇晓东

学术创业是实现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途径，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动力，但

高校教师学术创业意愿不高的问题一直存在。本文基于国内外文献分析梳理高校教师学

术创业意愿的主要影响因素，并结合不同学者观点构建学术创业意愿内外部影响因素的

理论模型，进而为学术创业与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政策完善提供建议。研究发现：现有文献

主要聚焦特定影响因素，其中外部因素包括政府政策环境、高校制度文化、技术转移服务

支持、外部压力与社会网络，内部因素包括人力资本、创业者性格特质、内部压力、结

果预期与创业自我效能，且自我创业效能是影响教师学术创业意愿的核心因素。整体而

言，应通过政策激励方式改变政策环境，最终达到提升教师学术创业意愿的目的。

高校作为产学研融合中的关键一环，是科技第一

生产力、人才第一资源、创新第一动力的重要

结合点，在培育新质生产力中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1]高

校教师是大学的核心科研群体，具有高水平的创新能力

与成果转化潜力，但存在科技成果转化积极性不高，创

业意愿不强等问题。[2]为了理清高校教师创业行为的心理

根源，把握高校教师科研成果产业化转化的障碍，需要

进一步分析高校教师学术创业意愿的影响因素。目前多

数研究关注个体因素对学术创业意愿的影响，缺乏对学

术创业意愿影响因素整体思考，导致该领域研究尚未建

立起完备的理论框架。为此，本文在梳理国内外文献基

础上，总结归纳学界主要观点，将学术创业意愿的影响

因素进行整合分类，形成系统性的学术创业意愿影响因

素理论框架。

核心内涵与理论框架

（一）学术创业与学术创业意愿的内涵

学术创业的概念由Shane提出，指知识产权权利人的

所有应用知识产权开办公司的过程。[3]李华晶将学术创业

分为狭义与广义的概念，狭义指学术研究者和学术组织

参与商业上的创业活动，广义则包括对学术生涯的战略

管理以及创建一个新的领域或机构，同时伴随商业化战

略。 [4]本文研究的高校教师学术创业行为包括：专利许

可、转让、作价投资，完成人实施以及创办新企业。

学术创业意愿是指将研究成果转化为具有市场价值

的创新产品或服务的愿望和决心，这种意愿来自对学术

研究的热情和追求，以及对创新和商业化的积极态度。

选择学术创业意愿作为衡量教师创业态度的标准，能识

别出不同高校教师对于学术创业的积极程度，也能体现

出高校教师将自己的科研成果转化为服务市场的科技产

品的潜在信心。

（二）理论框架

结合既有研究，本文构建了高校教师学术创业意愿

影响因素的理论框架，将相关影响因素分为外部和内部

因素（如图1）。外部因素是决定教师是否具有学术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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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高校教师学术创业意愿影响因素理论框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