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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利用ＤＥＭＡＴＥＬ方法对影响大学生创业成功的 因 素 进 行 分 析．研 究 分 析 了 影 响 度、被 影 响 度、原 因 度、

中心度等影响指数，并对其影响程序进行排序，同时，描述影响大学生创业成功因素的因果关系．利用ＩＳＭ 构

建递阶结构模型，明确影响大学生创业成功因素系统的逻辑结构，使其层次化，从而引导社会资源对大学生创

业的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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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互联网＋”等创业概念的兴起，大学生的创业热情不断地被点燃，大学生创业带来的新就业岗位

而产生的倍增效应必将引领全民创业，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
尽管大学生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创新意识，特别是掌握新知识的能力，但是，其创业的劣势也同样突

出．例如在创业经验、创业风险意识、创业资金、创业政策理解等方面都存在突出的问题，因此，研究影响大

学生创业成功的因素以及众多影响因素中的关键因素，将有助于政府引导公共资源进入大学生创业扶持

工作，建立有理论体系的大学生创业孵化和支持体系帮助大学生创业．目前关于大学生创业的论著和研究

很多，但大多停留在大学生创业教育等方面，通过数理方法进行定量层面的实证研究较少．鉴于此，构建出

影响大学生创业成功的 因 素 指 标 体 系，通 过ＤＥＭＡＴＡＬ描 述 影 响 因 素，并 考 虑 因 素 的 直 接 与 间 接 相 关

性，应用解释结构模型及可达矩阵画出影响大学生创业成功因素的结构层次图，构建其递阶关系模型，从

而为提高大学生创业成功率提供参考．

１　影响大学生创业成功因素指标体系的建立

１．１　影响大学生创业成功的主要因素

大学生创业是大学生发现、创造和利用商业机会，组合生产要素以谋求获得商业成功的过程［１］．将其

作为一个系统，影响大学生创业成功的因素可以分为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其中外部因素包括国家经济环

境、国家政策、市场环境、技术环境、培养机构、家庭等；内部因素包括大学生创业意识、创业团队、创业者的

能力与品质、项目的选择．也可以从自身、高校、政府、社会等角度对影响大学生创业成功的因素进行分析，
通过总结得出影响大学生创业成功的９个主要影响因素：市场环境、经营环境、孵化平台建设、创业教育支

持、创业资金扶持、创业资源掌握能力、创业团队、创业者能力、创业动机．
１．２　影响大学生创业成功的因素分析

确定影响大学生创业成功的９个主要因素，参考已有文献并结合大学生创业特点，通过若干具体标准

对影响因素进行表征，得到若干个子因素［２］如表１所示．

２　基于ＤＥＭＡＴＥＬ／ＩＳＭ方法分析影响大学生创业成功的因素

２．１　ＤＥＭＡＴＥＬ和ＩＳＭ
ＤＥＭＡＴＥＬ（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Ｍａｋｉｎｇ　Ｔｒｉａｌ　ａｎｄ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一般称为决策试行与评价实验室法．



该方法是Ａ．Ｇａｂｕｓ　＆Ｅ．Ｆｏｎｔｅｌａ提出的分析工具，用于描述复杂系统中元素结构的关系［３］．首先建立直接

影响矩阵描述系统中元素的逻辑关系，通过矩阵计算得出每个要素的影响度和被影响度．
通过系统内各要素的逻辑关系建立直接影响矩阵，然后通过计算每个要素对其他要素的影响度和被

影响度构造影响关系结构图．通过中心度和原因度的计算，用强弱的标准描述要素之间的关系．依据原因

度计算结果是否大于或小于０，将影响要素归类为原因因素和结果因素．之后，计算中心度大小，描述其重

要的程度并确认改善要素的顺序．
解释结构模型（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ｖ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ＩＳＭ）是由Ｊ．Ｗａｒｆｉｅｌｄ教授提出的一种分析系统结

构，将复杂而凌乱的系统要素分成清晰的多层结构．通过问题的设定和节点、有向边的描述，建立邻接矩阵

并计算可达矩阵后确定层级分配，最终形成解释结构模型并对其分析和解释．
表１　影响大学生创业成功的因素体系表

序号 符号 主要因素 子因素

１　 Ｆ１ 市场环境 经济环境、政策环境等

２　 Ｆ２ 经营环境 企业、供应商、顾客、竞争者等

３　 Ｆ３ 孵化平台建设 政府基地、高校创业基地等

４　 Ｆ４ 创业教育支持 创业意识教育、创业技能培训等

５　 Ｆ５ 创业资金支持 贷款、风投等

６　 Ｆ６ 创业资源掌握能力 技术、资金等

７　 Ｆ７ 创业团队 管理水平、执行能力等

８　 Ｆ８ 创业者能力 决策、创新、组织、应变等能力

９　 Ｆ９ 创业动机 明确程度、强烈程度等

２．２　集成ＤＥＭＡＴＥＬ／ＩＳＭ的多级递阶结构模型构建步骤

（１）通过分析拟定系统影响因素，确定系统的影响因素为Ｆｎ（ｎ＝１，２，…，ｎ）．
（２）确定要素间的直接影响程度．
（３）构建直接影响矩阵Ａ（Ａ＝［ａｉｊ］ｎ×ｎ）．
Ａ（Ａ＝［ａｉｊ］ｎ×ｎ）是直接影响矩阵，是将因素相互影响有向图的内容表示成矩阵形式，其中，ａｉｊ 即表

示因素ｉ对因素ｊ影响的强弱，若因素ｉ对因素ｊ没有影响，则ａｉｊ＝０

Ａ＝

０ ａ１２ … ａ１ｎ
ａ１２ ０ … ａ２ｎ
… … … …

ａｎ１ ａｎ２ … ０

熿

燀

燄

燅

　ａｉｊ（ｉ＝１，２，…，ｎ；ｊ＝１，２，…，ｎ；ｉ≠ｊ），若ｉ＝ｊ，则ａｉｊ＝０．

（４）计算规范化直接影响矩阵．如式（１）所示

Ｘ＝Ｋ×Ａ，其中Ｋ＝Ｍｉｎ
１

ｍａｘ１≤ｉ≤ｎ∑
ｎ

ｊ＝１
ａｉｊ

， １

ｍａｘ１≤ｊ≤ｎ∑
ｎ

ｉ＝１
ａｉｊ

烄

烆

烌

烎
（ｉ＝１，２，…，ｎ；ｊ＝１，２，…，ｎ）　，（１）

（５）确定综合影响矩阵．如式（２）所示

Ｔ＝Ｘ（Ｉ－Ｘ）－１　， （２）
式中，Ｉ为单位矩阵．

（６）影响度和被影响度的计算．在矩阵Ｔ 中各因素的影响度用Ｄｉ 表示，具体计算如式（３）所示

Ｄｉ＝∑
ｎ

ｊ＝１
Ｔｉｊ　（ｉ＝１，２，３，…，ｎ）

Ｒｉ＝∑
ｎ

ｊ＝１
Ｔｉｊ　（ｊ＝１，２，３，…，ｎ）

烅

烄

烆

　， （３）

（７）中心度与原因度的计算．各因素的中心度用Ｚｎ 计算，如式（４）所示

Ｚｎ＝Ｄｉ＋Ｒｊ　（ｉ＝ｊ＝１，２，３，…，ｎ）

Ｙｎ＝Ｄｉ－Ｒｊ　（ｉ＝ｊ＝１，２，３，…，ｎ）｛ 　， （４）

（８）计算系统整体影响矩阵Ｈ（Ｈ ＝（ｈｉｊ）ｎ×ｍ）．如式（５）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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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 ＝Ｔ＋Ｅ　， （５）
（９）依据系统整体影响矩阵Ｈ 确定可达矩阵Ｕ（Ｕ＝（ｕｉｊ）ｎ×ｎ），根据实际情况设定阈值λ，当ｕｉｊ ≥

λ（ｉ＝１，…，ｎ；ｊ＝１，…，ｎ）时，取ｕｉｊ＝１；当ｕｉｊ ＜λ（ｉ＝１，…，ｎ；ｊ＝１，…，ｎ）时，取ｕｉｊ＝０．
（１０）确定各因素的可达集合Ｒｉ 以及前项集合Ａｉ．
（１１）计算可达集Ｒｉ、先行集Ａｉ、共同集Ｃｉ、起始集Ｂ 和终止集Ｅ．
（１２）重复式（１０）和式（１１），直到所有的因素均被划去．
（１３）按照因素被划去的顺序，建立因素的层次结构．

３　 影响大学生创业成功因素的实证分析

依据影响大学生创业成功的因素体系表（见表１），采用“０－４”５级标度法，以０、１、２、３、４表示其关联

强度，依次分别代表“极其强烈影响”、“强烈影响”、“中等程度影响”、“微弱影响”、“无影响”．通过讨论分析

及广泛征求业内同行意见及确定因素之间关系的基础上，建立直接影响矩阵Ａ，利用式（１）得出标准化矩

阵Ｘ，接着运用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软件通过式（２）得出综合影响矩阵Ｔ，然后通过式（３）、式（４）计算出各

影响因素的原因度Ｙ 和中心度Ｚ如表２所示．
通过式（７），依据因素的中心度和原因度作图，标出各因素在坐标系上的位置，分析各因素的重要性．

Ａ＝

０　３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２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２
０　０　０　３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３　４
０　０　２　１　０　２　０　０　２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４
０　０　０　０　０　２　０　２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２　３　０　４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３　０　０

熿

燀

燄

燅

Ｘ＝

０ ０．３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２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２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１　０．３　０．４
０ ０ ０．２　０．１　０　０．２　 ０　 ０　 ０．２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２　 ０　 ０．４
０ ０ ０ ０ ０ ０．２　 ０　 ０．２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２　０．３　 ０　 ０．４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３　 ０　 ０

熿

燀

燄

燅

Ｔ＝

０ ０．３　 ０　 ０　 ０　０．０２２　０．０９３　０．０１９　０．２７６
０ ０ ０ ０ ０ ０．０１７　０．０７１　０．０１４　０．２１２
０ ０ ０ ０．３　 ０　０．０４９　 ０．１３　 ０．１１６　０．１８６
０ ０ ０ ０ ０ ０．１６４　０．４３５　０．３８７　０．６２１
０ ０ ０．２　０．１６　０　０．２６２　０．２１７　０．０９１　０．４０５
０ ０ ０ ０ ０ ０．０９２　０．３８１　０．０７６　０．４６７
０ ０ ０ ０ ０ ０．２８６　０．１９２　０．２３８　 ０．２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３３８　０．５７７　０．１１５　０．５８２
０ ０ ０ ０ ０ ０．０８６　０．３５７　０．０７１　０．０６３

熿

燀

燄

燅
表２　 综合影响关系表

因素 影响度Ｄ 被影响度Ｒ 中心度（Ｄ＋Ｒ） 原因度（Ｄ－Ｒ）

Ｆ１　 ０．７１　 ０　 ０．７１　 ０．７１

Ｆ２　 ０．３１４　 ０．３　 ０．６１４　 ０．０１４

Ｆ３　 ０．７８１　 ０．２　 ０．９８１　 ０．５８１

Ｆ４　 １．６０７　 ０．４６　 ２．０６７　 １．１４７

Ｆ５　 １．３３５　 ０　 １．３３５　 １．３３５

Ｆ６　 １．０１６　 １．３１６　 ２．３３２ －０．３

Ｆ７　 ０．９２６　 ２．４５３　 ３．３７９ －１．５２７

Ｆ８　 １．６１２　 １．１２７　 ２．７３９　 ０．４８５

Ｆ９　 ０．５７７　 ３．０２２　 ３．５９９ －２．４４５

影响度和被影响度相加得出中心度，表示该因素在所有因素中的位置及起到的作用大小；影响度和被

影响度相减得到原因度，若原因度为正数表示该因素对其他因素影响大，为原因因素，若为负数即为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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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受到其他因素影响大．由表２可知，市场环境、经营环境、孵化平台建设、创业教育支持、创业资金支

持、创业者能力原因度大于０，为原因因素，在原因因素中创业者能力中心度最高．再将因素的中心度和原

因度描述成曲线，如图１所示．由图１可知，市场环境和创业资金支持的原因度和中心度重合，表明二者的

被影响度为０，称为影响大学生创业成功因素的根原因，创业动机的原因度和中心度接近对称，说明影响

度最小，一定由其他因素引起并影响．通过ＤＥＭＡＴＥＬ方法分析了影响大学生创业成功因素的直接和间

接影响关系，但尚不能描述各影响因素的层次结构和运行机理，将通过ＩＳＭ 法进行描述多级递阶结构．利
用式（５）得出系统整体影响矩阵Ｈ，按照式（９）和式（１３）完成构造结构流程图，建立影响大学生创业成功

因素的递阶机构模型．

图１　 影响大学生创业成功因素的中心度和原因度曲线

Ｈ ＝

１　０．３　 ０　 ０　 ０　 ０．２２　 ０．０９３　０．０１９　０．２７６
０　 １　 ０　 ０　 ０　０．０１７　０．０７１　０．０１４　０．２１２
０　 ０　 １　 ０．３　 ０　０．０４９　 ０．１３　 ０．１１６　０．１８６
０　 ０　 ０　 １　 ０　０．１６４　０．４３５　０．３８７　０．６２１
０ ０ ０．２　０．１６　１　０．２６２　０．２１７　０．０９１　０．４０５
０　 ０　 ０　 ０　 ０　１．０９２　０．３８１　０．０７６　０．４６７
０ ０ ０ ０ ０ ０．２８６　１．１９２　０．２３８　 ０．２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３３８　０．５７７　１．１１５　０．５８２
０ ０ ０ ０ ０ ０．０８６　０．３５７　０．０７１　１．０６３

熿

燀

燄

燅

Ｕ＝

１　１　０　０　０　１　１　１　１
０　１　０　０　０　１　１　１　１
０　０　１　１　０　１　１　１　１
０　０　０　１　０　１　１　１　１
０　０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１　１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１　１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１　１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１　１　１

熿

燀

燄

燅
将各行１和各列１分别列表找交集，得出可达集Ｒ（Ｆｉ），先行集Ａ（Ｆｉ），共同集为Ｒ（Ｆｉ）∩Ａ（Ｆｉ），

∏（Ｐ）作为划分区域的结果，即为∏（Ｐ）＝Ｐ１，Ｐ２，…，Ｐｋ，…Ｐｎ；Ｐｋ 为第ｋ个要素集合．

Ｌｎ 为整个系统影响因素集合的层次表示Ｌ１，Ｌ２，Ｌ３，Ｌ４，…，Ｌｎ（ｎ＝１，…，ｎ），ｎ为系统层次数，Ｌ１ 为

第一层，Ｌ２ 为第二层，Ｌｋ１ 为第ｎ层．
级 位划分过程如表３所示．根据Ｒ（Ｆｉ）∩Ａ（Ｆｉ）＝Ｒ（Ｆｉ）条件进行层级的抽取，对表３级位划分过程

分析可以得出Ｆ６，Ｆ７，Ｆ８，Ｆ９４个因素在系统的顶层，也就是系统的最终目标．然后将有关于Ｆ６，Ｆ７，Ｆ８，

Ｆ９ 的要素全部抽取掉得出结果如表４所示．由表４可以发现，Ｆ２，Ｆ４ 满足条件并抽出，这表示Ｆ２，Ｆ４ 为第

二层，并且是Ｆ６，Ｆ７，Ｆ８，Ｆ９ 的原因．用同样方法得出抽取Ｆ２，Ｆ４ 后的结果如表５所示．由表５可以发现，

Ｆ１，Ｆ３为第三层，并且是Ｆ２，Ｆ４的原因，最后Ｆ５为第四层并且是Ｆ１，Ｆ３的原因．综上所述，要素Ｆ５为系统

的最底层，是引起大学生创业成功的根本原因．各层关系如图２所示．
表３　 级位划分过程

Ｆｉ Ｒ（Ｆｉ） Ａ（Ｆｉ） Ｒ（Ｆｉ）∩Ａ（Ｆｉ） ∏（Ｐ）

１　 １，２，６，７，８，９　 １　 １　 Ｌ１ ＝ ｛Ｆ６，Ｆ７，Ｆ８，Ｆ９｝

２　 ２，６，７，８，９　 １，２　 １，２

３　 ３，４，６，７，８，９　 ３，５　 ３

４　 ４，６，７，８，９　 ３，４，５　 ４

５　 ３，４，５，６，７，８，９　 ５　 ５

６　 ６，７，８，９　 １，２，３，４，５，６，７，８，９　 ６，７，８，９

７　 ６，７，８，９　 １，２，３，４，５，６，７，８，９　 ６，７，８，９

８　 ６，７，８，９　 １，２，３，４，５，６，７，８，９　 ６，７，８，９

９　 ６，７，８，９　 １，２，３，４，５，６，７，８，９　 ６，７，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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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６，７，８，９　 １，２，３，４，５，６，７，８，９　 ６，７，８，９

表４　 抽取Ｆ６，Ｆ７，Ｆ８，Ｆ９ 后的结果

Ｆｉ Ｒ（Ｆｉ） Ａ（Ｆｉ） Ｒ（Ｆｉ）∩Ａ（Ｆｉ） ∏（Ｐ）

１　 １，２， １　 １　 Ｌｋ２ ＝ ｛Ｆ２，Ｆ４｝

２　 ２， １，２　 ２

３　 ３，４， ３，５　 ３

４　 ４， ３，４，５　 ４

５　 ３，４，５　 ５　 ５

表５　 抽取Ｆ２，Ｆ４ 后的结果

Ｆｉ Ｒ（Ｆｉ） Ａ（Ｆｉ） Ｒ（Ｆｉ）∩Ａ（Ｆｉ） ∏（Ｐ）

１　 １　 １　 １　 Ｌｋ２ ＝ ｛Ｆ１，Ｆ３｝

３　 ３　 ３，５　 ３

５　 ３，５　 ５　 ５

图２　 各层关系显示图

４　结论

ＤＥＭＡＴＥＬ和ＩＳＭ各有优缺点［４］，ＤＥＭＡＴＥＬ能辨识关键要素和影响程度，但不能划分结构层次和

基础性要素；ＩＳＭ虽然能划分系统层次，但无法识别要素的作用大小．因此，通过二者集成既能划分复杂系

统的层次结构，又能辨别和评析其关键要素．
通过ＤＥＭＡＴＬＥ方法描述了影响大学生创业成功因素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关系，通过分析原因因素

中心度的值可以看出，大学生创业者能力、创业教育支持、创业资金支持、孵化平台建设、市场环境、经营环

境是影响大学生创业成功的直接影响因素，大学生创业者能力是关键环节，也是薄弱环节，得出上述优先

改善的顺序．
采用ＩＳＭ法构建影响大学生创业成功因素的多级递阶层次模型，利用该模型 得 出 第 一 层 的 表 层 要

素、第二层的浅层要素、第三层的中层要素和第四层深层要素，将影响因素的传递关系直观表现，弥补了

ＤＥＭＡＴＥＬ法对运行机理描述不足的问题．通过层次描述可以得出，一方面，大学生创业资金问题是掣肘

大学生创业成功的症结所在，结合对创业大学生的访谈发现，创业资金的落地成为创业帮扶最难的环节，

虽有创业资金帮扶政策，但大学生因为种种门槛无法取得帮扶资金；另一方面，大学生创业孵化平台的建

设作为重要因素提出，创业需要土壤，需要利用社会各种资源去建设大众的创业孵化中心，如创客空间、众
创空间，丰富孵化平台建设主体，众筹众创，各具特色，全面展开．

将ＤＥＭＡＴＥＬ法与ＩＳＭ法相结合对大学生创业成功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能够深入挖掘大学生创

业成功的关键因素和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层次关系，找出提升大学生创业成功率的关键问题，从根

本上提高大学生创业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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