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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一带一路冶 背景下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建构

与实证要要要以陕西省部分高校为例

郑 睿袁 邓红章

（长安大学，西安 710064）

摘 要院 [目的 / 意义]“一带一路”的建设作为新时代以强调科技创新和人才强国为核心的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为高校

双创教育的发展和人才培养带来了新的契机。[方法 / 过程]本文基于目前国内外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的研究现状，

提出了“一带一路”背景下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应具备的 34 项能力，通过调查问卷的方式对其重要性、已具备能力的现状及

培养提高的期望进行了实证检验与深入探讨。[结果 / 结论]通过相关性分析实证了这些能力在 3 个研究方面的必要性，以期

根据该研究结果，拓展“一带一路”背景下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的有效路径，实现双创教育的高质量、内涵式发展。

关键词院 一带一路；双创教育；数字素养；创新创业能力培养

中图分类号院 G640 文献标识码院 A 文章编号院 1002-1248 渊2022冤 03-0092-16

引用本文院 郑睿,邓红章.“一带一路”背景下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建构与实证要要要以陕西省部分高校为例[J].农业图

书情报学报,2022,34(3): 92-107.

收稿日期：2021-07-13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陕西高校‘双创’示范基地现状研究”（300102290682）

作者简介：郑睿，博士，讲师，长安大学水利与环境学院，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学及教育技术。邓红章，博士，讲师，院党委书记，长安大

学水利与环境学院，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学

DOI院 10.13998/j.cnki.issn1002-1248.21-0543

1 引 言

自 2013 年 野一带一路冶 倡议提出以来袁 中国已经

与 16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共建 野一带一路冶
合作文件袁 由此给沿线国家青年带来了创业和发展机

会袁 涌现出了一批又一批的引领创新潮头的创业青年遥
野一带一路冶 倡议实质在于以开放促改革袁 以改革促发

展袁 以发展促转型袁 它就像一把万能钥匙袁 为创业者

打开了一扇扇大门袁 而创新创业作为改革发展的强大

动力袁 对社会的发展及经济结构的升级等都发挥了至

关重要的作用遥 2018 年 叶国务院关于推动创新创业高

质量发展打造 野双创冶 升级版的意见曳 渊国发[2018]32

号冤 [1]中指出袁 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深入实施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支撑尧 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的重要途径遥 野十三五冶 规划提出了实施人才优先

发展战略袁 把人才作为支撑发展的第一资源袁 构建有

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优势袁 提高人才质量袁 优化人

才结构袁 加快建设人才强国遥
随着创新创业国际交流合作的不断拓展袁 野双创冶

应用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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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背景下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建构与实证———以陕西省部分高校为例

人才的能力和素质成为决定 野一带一路冶 沿线国家引

领经济高质量发展成败的关键要素遥 对 野一带一路冶
的建设而言袁 沿线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综合国力的

技术支撑的关键是科技创新袁 而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推

动着技术的创新袁 因此袁 拥有创新创业主力军培养基

地的高校只有探索拓展符合 野一带一路冶 倡议的 野双
创冶 人才培养的有效途径袁 才能为 野一带一路冶 区域

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创新人才支撑袁 从而进一步促进科

技创新和经济发展活力遥 本文基于目前国内外高校大

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的研究现状袁 提出了 野一带一

路冶 背景下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应具备的 34 项能力并

进行实证检验与深入探讨遥

2 国内外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

养的研究现状

在 2015 年 野大众创业尧 万众创新冶 首次被写入政

府工作报告后袁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 叶关于深化高等

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曳袁 全面部署深化高

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工作遥 在 野十三五冶 规划中强调

了重大人才工程袁 提出了创新人才推进和青年英才开

发计划袁 建设一批创新人才培养示范基地袁 在高水平

研究型大学及其重点学科领域培养一批国家青年拔尖

创新人才[2]遥 培养大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袁 全面

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质水平袁 营造良好的创新人才发

展的社会环境袁 是当前教育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遥
笔者通过对学者就高校创新创业人才能力培养的

现有理论与实践研究进展进行梳理袁 从整体上看袁 关

于高校 野双创冶 人才的培养主要有 3 个研究方向遥
渊1冤 很多学者就目前中国在建设创新型国家袁 培

养创新创业人才这样的发展大方向下袁 指出了目前中

国相关领域研究存在的困难尧 挑战与对策遥 不同大学

的 野双创冶 教育模式有不同的侧重袁 课程体系和实践

平台的建设也各具特色遥 从总体上看袁 中国创新创业

教育发展基础薄弱袁 目前创新创业教育尚处于起步阶

段遥 但随着政府对高校的 野双创冶 教育重视程度不断

增加袁 针对师资欠缺尧 课程单一尧 环境封闭尧 平台薄

弱等的问题袁 有学者指出需要进一步明确政府尧 高校

和社会的角色定位袁 各自完善袁 合力推动高校创新创

业教育改革向纵深发展[3]曰 面对认识尧 理解尧 落实及硬

件不到位尧 模式构建不系统尧 创业支持力度不够等问

题袁 为了探索创新创业教育新模式袁 政府尧 企业尧 高

校和社会要在制度创新尧 搭建平台尧 改革教学方法尧
完善创业实践等方面协同发展[4]遥 也有学者指出袁 中国

野双创冶 教育总体发展水平不高来源于观念性障碍尧 资

源型障碍及制度性障碍袁 从而制约着创新创业教育难

以真正融入人才培养体系袁 难以全面提升大学生的创

业综合素质遥 因此袁 在创新创业教育融入人才培养体

系的实施路径中袁 高校应当以育人为依托尧 以教学为

中心尧 以服务为依托构建完善的 野双创冶 教育课程体

系及实践平台[5]遥 从高校的主体角色定位视角来看袁 高

校的创业观念及创业氛围都尚未形成袁 课程体系尧 服

务机制及实践体系也尚不完善袁 因此高校 野双创冶 教

育的发展路径要实现精准供给袁 拓宽供给结构内容和

实践方式袁 多元发展尧 层级递进尧 融合协同尧 突出特

色[6]遥 可以看出袁 针对目前中国高校大学生 野双创冶 能

力培养的过程袁 着重努力的方向主要包括院 ①需要政

府尧 高校和企业及整个社会合力袁 理论教育方面高校

要真正将 野双创冶 教育融入到通识教育尧 专业教育及

综合素质教育当中袁 构建合理完善的教育课程体系曰
②实践教育方面高校要在产学研一体化模式中建立长

效机制袁 加强实践基地建设袁 根据企业需求和发展战

略建立与企业的有效对接和联合袁 培养具有创新精神

和创业能力的高素质人才遥
渊2冤 通过对国外高校 野双创冶 型人才培养模式的

探究分析袁 总结其成功经验袁 助推中国高校 野双创冶
教育发展遥 学者通过对国外尧 国内高校 野双创冶 型人

才培养成功范例的探索研究袁 进而总结国外高校创新

创业教育成功经验袁 研究探索适合中国高校 野双创冶
育人的新模式及有效路径遥 目前国外高校成功开展创

新创业教育具备以下 3 个特征院 ①明确更新的创新创

业教育理念袁 以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将创新创业教育

与专业教育融入与结合遥 美国的百森商学院及康奈尔

大学都开设了特色的创新创业课程袁 注重专业特色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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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教育的融合遥 英国高校广泛开设创新创业通识课袁
在培养学生创新思维的同时全面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

和实践能力[7]遥 ②理论与实践结合的高校内部创新创业

环境的创设袁 建立完善的创新创业教育体系和科学的

人才培养模式袁 形成良性循环的创新创业教育氛围遥
高校创新创业的内部环境建设主要包含课程体系尧 师

资队伍尧 实践平台尧 文化氛围 4 个方面遥 首先袁 完善

的创新创业课程体系要主张学生的个性发展及创新精

神和创业能力的培养袁 顾及大学生发展的社会需求与

能力导向袁 注重学科间的交叉与渗透遥 其次袁 专业实

践技能强尧 综合水平素质高的教师团队是培养 野双创冶
人才的关键遥 接着袁 多样化搭建校内实践平台袁 加强

校企合作尧 创新创业服务组织尧 创新创业大赛尧 创业

实训室尧 孵化基地等袁 切实打造提升大学生综合素质

教育的创新精神培养与创业实践教育教学平台遥 最后袁
构建多维度尧 深层次的创业文化氛围为培养创新创业

人才提供帮助遥 通过校园社团尧 各类项目团队的组建

等形式将不同专业背景的学生汇聚起来袁 形成浓厚的

校园创业文化遥 ③合理运用社会资源袁 打造一流的高

校创新创业教育外部环境创设遥 创新创业教育的全面

开展还需要各种社会力量的鼎力支持袁 构建创业活动

与创业教育紧密结合的创业生态系统遥 高校尧 社会及

政府要合力为创新创业人才的培养提供为高技术企业

孵化提供资源的 野知识空间冶尧 政府和产业合作的 野共
识空间冶 及创造新的组织形式的 野创新空间冶 [8]遥

渊3冤 作为影响大学生创业成功率的关键因素要要要
大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袁 对其全方位的研究可以帮助

大学生全面提升综合素质袁 提升创业胜任力袁 完善高

校对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模式袁 改进教学方法

和提高教学质量[9]遥 目前学者就大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

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影响因素尧 培养模式及评价体系 3

个方面遥 有学者通过多种理论研究方法及实证分析找

出影响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关键影响因素袁 如李旭

辉根据识别结果分析出的创新创业研发能力尧 知识能

力和实践能力[10]袁 兰海涛利用因子分析法进行实证分

析得出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创业品质尧 动机尧 能力尧
知识及心理[11]袁 王紫红等则提出影响大学生创业意愿

及能力的因素包含着家庭尧 政策尧 个人及学校等多维

度的宏观及微观视角[12]遥 而高校在能力培养模式上要

对传统的教学方法改革创新袁 依托信息化工具平台辅

助实践训练和学习[13]遥 高校要创建特色项目和服务平

台袁 引导大学生通过创新创业实践培养创新精神和创

业技能袁 明确自身定位袁 提升自身综合素质和能力遥
同时袁 为深化创业教育提供借鉴尧 指导和决策依据袁
学者们探索制定创业教育评估指标体系袁 构建大学生

创新创业能力评价模型袁 优化创新创业能力袁 如大学生

创业胜任力模型[14]及模糊表示[15]尧 多维可拓物元模型[16]

等遥 就研究型[17]尧 应用型[18]尧 地方高校[19]和高职院校[20]

等不同类型的高等院校如何在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评

价方面切实开展有效的教育培养实施路径袁 学者们通

过专家访谈及调查问卷等方式的实证数据收集及分析袁
进一步了解目前中国各类高校开展和实施创新创业人

才培养的状况遥

3 野一带一路冶 背景下高校大学生创

新创业能力的提出

野一带一路冶 倡议是中国以创新理念参与各国开放

合作尧 治理发展的重要体现袁 为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经

济发展合作尧 文化交流深度融合带来了新契机袁 也为

中国高校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发展方向遥 在 野一带一

路冶 倡议提出后袁 高校着力研究培养创新创业人才的

有效路径遥 鲁世林等提出通过拓展经费来源渠道尧 构

建特色人才体系尧 加强国际科研合作尧 推动高校联盟

建设等策略实现 野一带一路冶 倡议下西部高校 野双一

流冶 建设的战略转型 [21]袁 也有学者提出了基于 野一带

一路冶 的战略视角下袁 提升大学生双创能力和双创成

果转化效率的实现路径[22]遥
通过上述理论研究可以看出袁 目前国内学者就该

背景下的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的理论与实践

研究方面大多限于机遇挑战及有效路径的研究与论述袁
欠缺 野一带一路冶 背景下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全面能

力的构建与实证遥 笔者将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相结合袁
分析与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密切相关的各项因素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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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双创人才应具备的知识和能力进行梳理袁 归纳提出

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 4 个方面 34 项知识和能力的要

求 渊表 1冤袁 以期全面描述双创人才培养的能力体系袁
构建全谱段大学生创新创业的知识和能力遥

4 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调查研究

方法

为了对上述笔者总结的知识和能力指标设定情况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B11 自我认知 

B12 学习能力（信息搜集的能力、新事物的接受度、发现问题的能力及综合应用知识的能力） 

B13 想象力 

认知能力 B1 

B14 分析和理解能力 

B21 自信心 

B22 自控力 

B23 意志力 

B24 风险承受能力 

基本能力和素质 BAQ 心理素质 B2 

B25 心理应变调试能力 

C11 逻辑思维能力 创新创业思维 C1 

C12 发散和逆向思维能力 

C21 竞争意识 

C22 事业心和责任感 

C23 冒险精神 

创新创业精神 C2 

C24 开拓进取的精神 

创新创业的意识 CIE 

创新创业意愿 C3 C31 创业主动性 

K11 基础、专业及创新知识的储备 

K12 知识的更新、迁移与转化能力 

创业知识 K1 

K13 知识的整合及分析能力 

K21 机会识别和评估能力 机会能力 K2 

K22 机会把握能力 

K31 技术的应用、实现及转化能力 

K32 创新创业比赛 

创新技能 K3 

K33 创业项目虚拟训练 

K41 沿线国家语言的掌握及沟通 

K42 沿线国家政策法律的掌握 

K43 沿线国家文化风俗的掌握 

创新创业知识和技能 

KSIE 

“一带一路”的社会需求 K4 

K44 沿线国家经济发展现状的掌握 

M11 人际交往、团队协作能力 

M12 统筹规划能力 

M13 企业运作、组织协调能力 

组织管理能力 M1 

M14 判断决策能力 

M21 经营建设能力 

创新创业管理能力 

MAIE 

经营管理能力 M2 

M22 市场营销能力 

 

表 1 野一带一路冶 背景下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应具备的知识和能力

Table 1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e knowledge and abilities that college students are supposed to

possess for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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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分析判断袁 检验指标构成的维度是否合理袁 笔者

通过对陕西省内已开展双创人才培养的部分重点高校

进行调研袁 以发放线上调查问卷的方式进行实证调研袁
实际考察高校大学生双创能力培养的情况遥
4.1 数据来源与样本描述

根据目前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开展的现状袁 其开展

的范围主要集中在国内 野985冶 野211冶 等少数高校袁
为了使调查结果更具准确性和代表性袁 本研究选取笔

者所在陕西省的所有 野985冶 野211冶 高校为研究对象

渊西安交通大学尧 西北工业大学尧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尧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尧 西北大学尧 长安大学尧 陕西师范

大学冤袁 对各高校的各学院的本科三年级及四年级在校

生进行调研 渊高校研究生不在此次的研究对象范围

内冤袁 采取在线上问卷星数据获取方式邀请目标对象进

行问卷填写袁 共计发放 420 份遥 整个问卷的收集工作

持续 3 周袁 回收问卷 411 份袁 其中有效问卷 401 份遥
将显著水平设定为 0.05袁 区间估计采用的置信度为

0.95袁 根据抽样公式计算抽样调查的样本数遥 当置信度

为 0.95 时袁 计算可得抽样样本数约为 399袁 即笔者随

机抽样时至少抽取 399 个样本研究推论才可靠袁 由此

可知袁 本研究推论在样本数方面可靠遥
4.2 量表设计与调查问题

问卷采用 Likert5 等级量表进行设置袁 分为个人信

息调查部分和问卷主题部分袁 在个人信息调查部分袁
调研对象男女比例分别为 67.58%和 32.42%袁 其中调研

对象中本科三年级及四年级的学生分别占全体调研对

象的 38.15%和 61.85%遥 其中主体部分将 34 个测度项

通过用户凭借主观认知对表中所列测度项进行评分遥
问卷主体包括 4 个问题遥

问题 1院 请考虑未来 2～3 年的发展趋势袁 就 野一
带一路冶 背景下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应具备的知识和

能力的重要性评分遥 渊5 表示 野非常重要冶袁 重要程度

随分数逐级递减袁 3 表示 野一般重要冶袁 1 表示 野非常

不重要冶冤
问题 2院 请对您目前具备的创新创业能力水平评分

渊5 表示 野水平很高冶袁 水平高度随分数逐级递减袁 3 表

示 野水平一般冶袁 1 表示 野不具备冶冤遥
问题 3院 在未来 2～3 年内袁 您希望获得哪些能力

的提高遥
问题 4院 您认为除这 34 项以外袁 还有哪些能力对

野一带一路冶 背景下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很

重要遥
在问卷主体的设计中袁 问题 1 和问题 2 的设计为

量表法袁 问题 1 要求被调查者针对表 1 中的 34 项 野一
带一路冶 背景下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应具备的知识和

能力的重要性进行评分袁 问题 2 在于调查了解目标对

象对自我的认知和能力的评价遥 问题 3 设计为多选袁
了解在校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和提高方面的重

要程度尧 期望等遥 问题 4 则是通过问卷法的设计方式袁
除 34 项能力之外被调查者认为还有哪些能力对于个人

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很重要袁 该问题是对问题 1 的补

充袁 以保证被调查内容的严谨性遥
4.3 实证分析与结果

4.3.1 关于 野一带一路冶 背景下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能

力的调查 渊问题 1 和问题 2冤 的量表分析

利用 SPSS 统计软件对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重要

性量表评分的实证结果求平均值遥 从图 1 得到问题 1

中被调查者对 野一带一路冶 背景下高校大学生创新创

业应具备的知识和能力的重要性的认知情况来看袁 在

提出的 34 个知识和能力测度项中袁 评分均值最低的 3

项是创新创业比赛 渊K32冤 渊平均值依标准差 =4.03依
1.01冤尧 创业项目虚拟训练 渊K33冤 渊4.10± 0.97冤 及沿

线国家语言的掌握及沟通 渊K41冤 渊4.13依0.98冤袁 其中

前两项属创新创业知识和技能一级指标遥 评分均值最

高的 3 项是学习能力 渊B12冤 渊4.63依0.71冤尧 自控力

渊B22冤 渊4.63依0.73冤 和意志力 渊B23冤 渊4.62依0.73冤遥
这 3 项均属创新创业的基本能力和素质一级指标遥 其

余 28 个测度项的均值都在 4.10～4.60 之间遥
问题 2 是针对高校大学生通过对自我的认知进行

创新创业能力的实际水平进行评分遥 由图 1 可以看出袁
在问题 2 中的 34 个测度项的评分均值分布在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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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创新创业能力重要性及水平 34 个测度项的均值

Fig.1 The mean value of 34 measures of the importance and level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ability

3.85 之间袁 即被调查者认为自己的创新创业能力均处

于水平一般的状态遥 其中分值最高的两个测度项分别

为创新创业精神中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及基本能力和素

质中的分析和理解能力袁 评分最低的很明显是二级指

标 野一带一路冶 的社会需求下的 4 项三级指标遥 从一

级指标角度来分析得到评分均值表现为 CIE>BAQ>

MAIE>KSIE袁 即被调查者对自己的能力水平评分在创

新创业意识上较高袁 而在知识和技能方面最低曰 从二

级指标角度来看袁 在目前具备的能力水平评分上袁 目

标对象对自我的认知能力尧 思维能力及创新创业精神

给予了较高分数的评价袁 而对创业意愿尧 创新技能及

野一带一路冶 的社会需求 3 项指标的评分较低袁 即从自

我认知的角度认为这 3 方面个人的能力水平较弱遥

具体来说袁 在问题 1 一级指标基本能力和素质中

渊图 2冤袁 二级指标心理素质 B2 的均值高于认知能力

B1 的 1.56%袁 其中 B2 中的 5 项三级指标均值均超过

了 4.50袁 B1 中相较于均值超过 4.50 的 B12 和 B14袁
B11 自我认知和 B13 想象力的评分均值为该一级指标

中最低的两项遥 可见袁 自我认知和想象力在被调查者

的自我感知中为创新创业基本能力和素质中重要性较

低的两项因素遥 而 B12尧 B22 和 B23 均值均超过 4.60袁
也是所有测度项指标中均值最高的 3 项袁 即目标对象

对学习能力尧 自控力和意志力在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

重要性上的认可程度极高遥 由此可以得出袁 创新创业

的基本能力和素质作为均值最高的一级指标袁 成为 4

个一级指标中最重要的一项袁 从分析可以看出袁 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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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基本能力和素质 9 个测度项的重要性及水平的均值

Fig.2 The mean value of the importance and level of the 9 measures of basic abilities and qua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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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创新创业意识 7 个测度项的重要性及水平的均值

Fig.3 The mean value of the importance and level of the seven measures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awareness

指标下的两个二级指标中袁 心理素质的重要程度高于

认知能力袁 在创新创业的能力培养中袁 心理素质是基

本能力和素质中需要着重培养的部分遥 在目标对象已

具备能力水平的现状分析中得到袁 在基本能力和素质

一级指标中袁 B2 较 B1 低了 3.34%袁 多数人对自我的

认知能力比心理素质的水平高袁 其中 B12尧 B14 和 B25

为 BAQ 中分值最高的 3 项袁 而 B22 和 B24 为分值最

低的两项袁 即在创新创业所具备的基本能力和素质上袁
被调查者认为自我的学习尧 分析尧 理解及心理应变调

试能力 3 方面水平较高袁 而在自控力和风险承受能力

方面水平较低遥
创新创业意识一级指标中袁 3 个二级指标的评分均

值分别表现为 C1>C2>C3 渊图 3冤袁 即在创新创业能力

的重要性方面袁 思维能力是创新创业意识中最重要的

一个方面袁 然而在此一级指标中袁 C22 作为评分均值

最高的一项代表着拥有事业心和责任感是具有创新创

业意识的重要基础和前提袁 而其中的冒险精神指标的

重要性明显低于其他测度项遥 在自我能力水平的评分

结果中可以看出袁 C22 事业心和责任感明显高于其他

指标袁 C31 创业主动性分值最低袁 即多数人认为自我

的创业事业心和责任感很强袁 但是创业主动性很差遥
在创新创业知识和技能一级指标中袁 如图 4 可以

明显看出在重要性和能力水平两个问题中袁 创业知识

K1 和机会能力 K2 及创新技能 K31 在所有该一级指标

下的均值明显高于其他测度项袁 即在创新创业知识和

技能下的三级指标出现了明显的高低两部分的分化遥
在重要性的评价中袁 K11尧 K12尧 K13尧 K21尧 K22 及

K31 六项指标的评分均值均超过了 4.40袁 其中知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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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创新创业知识和技能 12 个测度项的重要性及水平的均值

Fig.4 The mean value of the importance and level of the 12 measures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knowledge and ski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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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尧 迁移与转化能力 K12 和机会把握能力 K22 作为

K1 和 K2 两个二级指标中评分均值最高的两项指标袁
而 K2 的二级指标评分均值略高于 K1 指标 0.88%袁 可

见创业知识和和机会能力两个方面在创新创业知识和

技能的一级指标中均为相差不大的两个重要方面遥 而

就 K3 和 K4 两个二级指标来看袁 其二级指标的均值相

同并分别较 K1尧 K2 低了 6.86%和 7.68%遥 可见袁 在创

新创业知识和技能的培养方面更要注重创业知识和机

会能力等基础方面的培养遥 同时袁 创新技能和 野一带

一路冶 的社会需求两方面中的技术的应用尧 实现及转

化能力及沿线国家政策法律的掌握对创新创业能力的

培养远高于其他测度项指标遥 在自我能力水平认知的

评价中袁 均值分数最高和最低的指标分别为知识的整

合及分析能力尧 沿线国家政策法律的掌握遥 而从整体

来看袁 野一带一路冶 社会需求的各项能力的评分 渊K4

均值为 2.92冤 均明显低于其他指标遥 在创新技能中袁
K32 和 K33 两项分别较技术的应用尧 实现及转化能力

K31 低了 11.50%和 10.02%遥 由此可见袁 在创新技能方面

在校大学生在创业类竞赛和虚拟训练方面能力较薄弱遥
通过一级指标的评分均值比较得出 渊图 5冤袁 创新

创业管理能力的重要性成为基本能力和素质之后位于

第二位的指标袁 其中组织管理能力 M1 的评分均值明

显高于经营管理能力 M2袁 在组织管理能力的三级指标

中袁 M11 明显高于其他 3 个测度项袁 也是该一级指标

中重要性评分最高的一项袁 即人际交往尧 团队协作能

力是被调研者认为创新创业管理能力中最重要的一个

方面袁 市场营销能力 M22 则是管理能力中重要性最低

的一项遥 在所具备的能力水平数据分析中可以看出袁
在组织管理能力指标下袁 人际交往尧 团队协作能力评

分高于其余 3 项指标袁 相对来说袁 企业运作尧 组织协

调能力可能由于缺乏实践经验而分数较低曰 同时袁 在

经营管理能力中袁 多数人的市场营销能力较经营建设

能力评分低遥 总的来说袁 在个人所具备的管理能力中袁
从评分的均值来看袁 经营管理能力的水平较组织管理

能力低了 5.12%遥
4.3.2 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重要性的认知情况与能

力水平之间的相关性分析

为了考察目标对象对创新创业能力重要性的认知

情况和实际具备的能力水平之间的相关性袁 笔者利用

SPSS 统计软件对二者量表评分调查结果进行相关性

分析遥 表 2 给出了 Pearson 相关系数及其检验结果袁
Pearson 相关系数在 0.01 的显著性 渊双侧检验冤 上都非

常显著袁 可以推断出问题 1 与问题 2 即高校大学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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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创新创业管理能力 6 个测度项的重要性及水平的均值

Fig.5 The mean value of the importance and level of the 6 measures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management ability

问题 项目 问题1 问题2 

问题1 Pearson相关性 1 0.777** 

 显著性（双侧）  0.000 

 N 34 34 

问题2 Pearson相关性 0.777** 1 

 显著性（双侧） 0.000  

 N 34 34 

 

表 2 34 项指标的相关系数方阵结果

Table 2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square matrix results of 34

indicators

* 注院 ** 代表在 0.01 水平 渊双侧冤 上显著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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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6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the mean importance of 34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capabilities and the average capability level

新创业能力的重要性及所具备的能力水平之间存在明

显的正相关关系遥 利用 SPSS 中的 K- 均值聚类命令实

现对两个问题中的数据进行聚类分析袁 指定迭代次数

为 10袁 得到最终聚类中心表 3袁 通过多次限定聚类的

分类类数最终调整至稳定的 3 类遥 从图 6 分析得到袁
34 项能力呈现出重要性越高能力水平越高的正相关关

系袁 并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相关性聚集区袁 并将 34 项能

力聚类成 3 个区域和 4 个独立的点遥

可以看出袁 在重要性的评分中较高的区域Ⅰ中对

自我认知能力评价较高的二级指标分别为认知能力尧
心理素质尧 创新创业思维尧 创业知识尧 机会能力及组

织管理能力遥 区域Ⅰ所包含了 B1尧 B2尧 C1尧 K1尧 K2尧
M1 六项二级指标的 19 项能力测度项袁 这些能力的

野重要性冶 和 野能力水平冶 均很高袁 且 野重要性冶 相近

并明显高于其余两个区域的指标遥 区域Ⅱ包含 6 项能

力院 想象力尧 竞争意识尧 冒险精神尧 创业主动性尧 经

营建设能力及市场营销能力袁 这些能力的 野重要性冶
较高袁 野能力水平冶 略低于区域Ⅰ 袁 但明显高于区域

Ⅲ遥 这 6 项能力除想象力属于基本能力和素质一级指

标袁 其余主要隶属于创新创业意识和管理能力这两大

类一级指标遥 区域Ⅲ所包含的 5 项能力的 野重要性冶
和 野能力水平冶 均很低袁 主要集中于创新创业知识和

技能中的创新技能和 野一带一路冶 的社会需求两项二

级指标遥 即在该一级指标下袁 创新技能和 野一带一路冶
的社会需求这两项三级指标的 野重要性冶 和 野能力水

平冶 明显低于区域Ⅰ和Ⅱ中的各项指标遥
4 个独立的点分别代表事业心和责任感 渊C22冤尧

自控力 渊B22冤尧 开拓进取的精神 渊C24冤 以及沿线国

家政策法律的掌握 渊K42冤 4 项能力遥 其中 C22 的 野重
要性冶 和 野能力水平冶 是 34 项能力指标中评分均值最

高的袁 这说明被调查者认为事业心和责任感这项能力

在创新创业能力培养上最重要袁 同时自身具备的能力

该项也是最高的遥 K42 是所有具备的能力水平指标中

最低的一项袁 即被调查者认为 野一带一路冶 背景下的

创新创业能力中对沿线国家政策法律的认识和掌握能

力很弱遥 而 B22 的 野重要性冶 很高袁 相比之下其具备

最终聚类中心 
问题 

1 2 3 

问题1 4.60 4.32 4.13 

问题2 3.51 3.35 2.96 

 

表 3 K- 均值聚类计算结果

Table 3 K-means clustering calculation results

C22

C11 B25 B14 B12

B23

M11
K13
K12
B21

K22

B22

B24
K21K31

K11
M12

M14
C12

B11C24

M21

M13B13
C21

M22

C31

C23

K44K43
K41

K33
K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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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野能力水平冶 较低袁 C24 则与 B22 相反袁 这说明被

调查者认为创新创业基本能力和素质中自控力很重要袁
但是目前所具备的能力还有所欠缺袁 而较好地具备了

创新创业意识中的较为重要的开拓进取精神遥
由图 7 为创新创业能力包含的 11 项二级指标的重

要性认知和能力水平均值的相关性分析遥 在这 11 类

中袁 重要性和能力水平成正相关并划分为 3 个聚集区

域院 重要性和能力水平均处于很高水平的能力包含 6

项院 认知能力 B1尧 心理素质 B2尧 创业知识 K1尧 机会

能力 K2尧 创新创业思维 C1 和组织管理能力 M1曰 创新

技能 K3 和 野一带一路冶 的社会需求 K4 两项能力的重要

性和能力水平明显低于其余指标曰 创新创业的精神尧 意

愿以及经营管理能力处于重要性和能力水平的中间区域遥
4.3.3 关于 野一带一路冶 背景下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

能力的调查 渊问题 3冤 的调研分析

渊1冤 目标对象对创新创业能力提高的期望遥 在问

题 3 中目标对象对能力提高的期望进行不限定多项选

择中可以分析得到 渊图 8冤袁 选择人数最多的前 5 项能

力分别为院 学习能力尧 自控力尧 自我认知尧 自信力尧
意志力袁 而在问题 1 量表调查重要性评分中两项能力

分别位于第 1尧 2尧 18尧 7 和 3 位袁 该结果说明目标对

象在主观上认为创新创业基本能力和素质中的认知能

力和心理素质是高校大学生在进行创新创业能力学习

和养成过程中所必须具备的能力遥 同时袁 这 5 项能力

在目前已经具备的能力水平中分别位于第 5尧 26尧 9尧
17尧 14袁 即目标对象认为目前具备的这 5 项能力水平

较弱袁 希望进一步提高的愿望很强烈遥 而 K32 和 K33

两项指标选择人数最低袁 这与问题 1 和问题 2 的评分

结果相一致袁 即目标对象认为创新技能中的比赛和项

目的虚拟训练两项在进行能力培养中并不是很重要袁
在目前已具备的能力中处于较低水平袁 且对两项能力

的提高期望也很低遥
渊2冤 目标对象对创新创业能力提高的期望与重要

性和已具备的能力水平之间的关系遥 笔者将问题 1尧 2

和 3 的重要性尧 能力水平及期望选择进行均值的对比

得出 渊图 9冤袁 通过对重要性和能力期望的相关分析中

可以得到袁 从整体上看袁 对能力期望值同对重要性的

认知评分高低变化趋势较为一致袁 即对重要性的评分

越高袁 其对能力提高的意愿越高袁 而且重要性评分最

高的 B12尧 B22尧 B23 三项能力在能力提高的期望均值

排序中分别位于第 1尧 2 和 5 位遥 通过对目前已具备的

能力水平和在未来 2～3 年内希望提高的能力选择比例

进行分析袁 B1尧 C1尧 K1 及 B2 中的 B21尧 B23尧 B25

这 11 项三级能力指标的现状水平和提高的意愿均较

图 7 11 类二级指标的重要性和能力水平均值的相关性

Fig.7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importance of 11 types of secondary indicators and the average capacity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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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3 个问题的 34 项指标的评分均值

Fig.9 The average scores of 34 indicators for the three questions

图 8 在未来 2~3 年内希望提高的能力选择比例

Fig.8 Proportion of ability choices that we hope to improve in the

next 2-3 years

高袁 K3尧 K4 及 C23尧 C31尧 M22 这 10 项能力的现状

水平和提高的意愿均较低袁 B22尧 B24尧 K11尧 K21尧
K22 这 5 项指标目前具备的能力较低仍希望进一步提

高袁 而 M1 的 4 项尧 C21尧 C22尧 C24尧 M21 这 9 项能力

则处于目前具备的能力较高袁 但未来提高的意愿较低遥
渊3冤 野一带一路冶 背景下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能

力的重要性尧 能力水平和希望提高的总体情况遥 表 4 为

34 项能力的重要性尧 能力水平和希望提高的总体情况遥
3 个主要问题的统计结果由高到低的前 20%尧 21%～

40%尧 41%～60%尧 61%～80%和后 20%的指标分别用

野● 尧 ▲尧 ○ 冶 表示遥 从表 5 中可以看出袁 学习能力

渊B12冤尧 分析和理解能力 渊B14冤 两项指标在重要性尧
能力水平及希望提高 3 个问题中均处于评分最高曰 心

理应变调试能力 渊B25冤尧 逻辑思维能力 渊C11冤 及知

识的更新尧 迁移与转化能力 渊K12冤 这 3 项在 3 个目标

问题中评分均较高曰 而创新创业比赛 渊K32冤尧 创业项

目虚拟训练 渊 K33冤 尧 沿线国家文化风俗的掌握

渊K43冤尧 沿线国家经济发展现状的掌握 渊K44冤 这 4 项

指标 3 个目标问题的评分均为最低的曰 而创业主动性

渊C31冤尧 沿线国家语言的掌握及沟通 渊K41冤尧 沿线国

家政策法律的掌握 渊K42冤尧 经营建设能力 渊M21冤 和

市场营销能力 渊M22冤 这 5 项指标 3 个目标问题的评

分均较低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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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 被调查者补充的较为重要的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

渊因素冤
笔者将问题 4 收集到的调查结果进行分析筛选袁

根据前文的指标分类进行整理得到表 5 的由被调查者

补充的较重要的 野一带一路冶 背景下大学生创新创业

应具备的能力遥

5 研究结论

通过对调查结果的分析表明袁 笔者所提出的 野一
带一路冶 背景下大学生创新创业应具备能力的 4 个一

级指标 34 项能力袁 其指标设定的理论研究与实际调查

情况基本一致袁 保证了本研究逻辑分析与实证研究的

一致性遥 笔者通过对 34 项创新创业能力重要性的认知

情况尧 目前所具备的能力及未来能力提高的期望在高

校大学生中的调查得到以下结论遥
渊1冤 在对重要性的认知情况调查中可以得到袁 被

调查者普遍认为 野一带一路冶 背景下大学生创新创业

应具备的能力中最重要的 6 项技能根据评分由高到低

分别为院 学习能力尧 自控力尧 意志力尧 事业心和责任

感尧 机会把握能力尧 分析和理解能力袁 这 6 项能力是

大学生在校进行创新创业学习和实践过程中所必备的

能力袁 是创新创业能力培养的核心内容遥 可以看出袁
基本能力和素质在重要性方面的认知得到了普遍的肯

定袁 对于高校而言袁 要通过完善培养模式袁 改进教育

教学方法和提高教学质量等袁 从而切实提高学生在创

新创业过程中需要的基本能力和素质遥
渊2冤 通过高校大学生对自我创新创业能力实际水

平认知的评分结果可以得到袁 大学生能够在创新创业

事业心和责任感尧 分析和理解能力尧 心理应变调试能

力尧 逻辑思维能力尧 学习能力及人际交往尧 团队协作

能力等方面已具备较好的能力水平袁 而缺乏创业主动

性及在 野一带一路冶 背景下创新创业的政策引导和社

会需求了解方面的能力遥 创新技能和 野一带一路冶 的

社会需求两项二级指标伴随着重要性认知不足袁 其掌

握能力的水平也普遍有所明显欠缺遥 同时袁 被调查者

能力序号 重要性 能力水平 希望提高 能力序号 重要性 能力水平 希望提高 

B11 ▲ ▲ ● K11 ▲ ▲ ▲ 
B12 ● ● ● K12 ▲ ▲ ▲ 
B13 ▲ ▲ ▲ K13 ▲ ▲ ▲ 
B14 ● ● ● K21 ▲ ▲ ▲ 
B21 ▲ ▲ ● K22 ● ▲ ▲ 
B22 ● ▲ ● K31 ▲ ▲ ▲ 
B23 ● ▲ ● K32    

B24 ▲ ▲ ▲ K33    

B25 ▲ ● ▲ K41   ▲ 
C11 ▲ ● ▲ K42   ▲ 
C12 ▲ ▲ ▲ K43    

C21 ▲ ▲ ▲ K44    

C22 ● ● ▲ M11 ▲ ● ▲ 
C23  ▲  M12 ▲ ▲ ▲ 
C24 ▲ ▲ ▲ M13 ▲ ▲ ▲ 
C31 ▲  ▲ M14 ▲ ▲ ▲ 

    M21 ▲ ▲  

    M22 ▲ ▲  

 

表 4 34 项能力的重要性尧 能力水平和希望提高的总体情况

Table 4 The importance of 34 abilities, their level and the overall situation that they can be impr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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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野一带一路冶 背景下大学生创新创业应具备的能力 渊补充冤
Table 5 Supplementary capabilities of college students'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认为事业心和责任感这项能力在创新创业能力培养上

最重要袁 但在对创新创业基本能力和素质中自控力的

具备上还处于所欠缺的状态遥 参与调查的高校大学生

意识到创新创业基本能力和素质中的认知能力和心理

素质两方面能力的提升对自身创新创业非常有必要且

目前所具备相应的能力水平有所欠缺袁 普遍希望在未

来 2~3 年内得到培训和提高遥 同时袁 创新技能中的比

赛和项目的虚拟训练两项创新技能在参与调查的大学

生认知中没有得到足够的认知袁 在目前已具备的能力

中处于较低水平的情况下对两项能力的提高期望也处

于较低水平遥 由此袁 高校要创建特色项目和服务平台袁
引导大学生通过创新创业实践培养创新精神和创业技

能袁 真正将 野双创冶 教育融入到通识教育尧 专业教育

及综合素质教育当中袁 构建合理完善的教育课程体系曰
实践教育方面高校要在产学研一体化模式中建立长效

机制袁 加强实践基地建设遥
探索拓展符合 野一带一路冶 倡议的 野双创冶 人才

培养的有效途径袁 将双创战略深入推进袁 野一带一路冶
建设为高校创新创业成果落地提供了平台袁 高校拥有

创新创业主力军的培养基地袁 为 野一带一路冶 区域发

展提供强有力的创新人才支撑袁 不仅要从培养大学生

的创新创业各方面能力着手袁 做好整体把握和科学引

导袁 也要让大学生在创新创业知识和技能的学习和实

践过程中充分理解并掌握 野一带一路冶 的建设背景下

国家的政策导向及社会需求袁 在这样的背景下抓住双

创机会袁 努力提高大学生的个人综合创新创业能力袁
拓展 野一带一路冶 区域发展中双创活动的思路和视角袁
在这样新的机遇与挑战面前袁 引导大学生在熟悉国际

环境的基础上袁 努力寻求具有适应性的新的创新创业

教育内涵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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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pose/Significanc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s a major national reg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with an emphasis 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talent as the core in the new era, has brought new opportuniti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education and talent training in universities. [Method/Process] Based on the current domestic and

foreign research status of the cultivation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capabilities of college student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34

kinds of abilities that college students are supposed to have in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 questionnaire survey on its importance, current ability, the expectations of the status quo and development was h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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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an in-depth discussion was followed. Through correlation analysis, the necessity of these abilities in three research areas is

demonstrated. [Results/Conclusions] Through correlation analysis, the necessity of these abilities in the three aspects of research is

demonstrated, so as to expand the effective path of cultivating the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ability of college student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to realize the high-quality and conjunctive development of mass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educatio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education; digital literacy; cultivation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capab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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