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872022 年第 5 卷第 17 期 高等教育前沿

管理与育人

应用型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评价指标体系：
基于胜任力冰山模型

杨雅琴 1　韩思敏 1　陈子政 2　汪洪艳 1

（1. 湖北理工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湖北 黄石 435000；

2. 湖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黄石 435000）

摘要：为适应时代发展对创新创业人才的要求，更好的评

估创新创业人才潜力，文章依据胜任力冰山模型，通过问卷调

查、探索性因子分析等方法对创新创业能力相关指标进行研究，

探讨构建了以创新实践能力、创新知识能力、创业机会识别能

力、组织管理能力、创业特质力为一级指标的大学生创新创业

能力评价指标体系，为高校培养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提供理论

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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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性因子分析

人才资源是促进中国新时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

是创新活动中最活跃、最主动的因素。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树

立人才培养意识，完善人才培养制度，最大程度的发掘人才潜力，

激发人才培养创新创造活力。高校大学生作为最具创新创业潜力

的人才培养群体之一，仍缺少一个科学精准、客观公正的创新创

业人才评价指标体系，来对其能力进行判断。因此，如何建立大

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成为高校管理实践者和

学者关注的热点内容之一。

本研究项目拟采用多层次定量分析方法，基于胜任力冰山模

型，从知识、技能、行为、特质四方面构建应用型高校大学生创

新创业能力评价指标体系，不仅有利于丰富创新创业人才评价领

域的理论研究，也为当前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评价实践提供理论

参考。

一、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概念以及特征

李鹏飞等（2021）将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定义为大学生受到

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和创新氛围的熏陶，并在创新思维的影响下，

将新想法、新观点在创新创业实践中付诸实现的能力。李莹（2019）

则认为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是大学生在旧事物的基础上，运用科

学文化知识和周边资源对其进行改善创新，使其成为促进个人和

社会发展的有利因素 。综合上述研究，本文认为，大学生创新创

业能力是指高校大学生运用掌握的知识和周围资源，在创新创业

实践中抓住发展机遇，创造并改进事物的能力，既强调创新精神

又注重价值创造。

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具有前瞻性、实践性、阶段性的特征。

前瞻性是指大学生在思想上应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和预见性，能够

把握时代脉搏，对以后发展有超前的观念和规划。实践性是人们

在进行创新活动时，需要在实践中促进并检验创新成果的正确性，

同时也会影响创新创业实践的发展。阶段性是指随着国家政策、

高校教育和个人思想等因素的变化，大学生应具备的创新创业能

力各不相同。

二、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一）评价方法选择

应用型人才培育质量的综合评估体系，既能体现用人机构对

人才质量的满意程度，又能体现学校注重人才的发展宗旨 ，具有

很好的实用性。沈铭（2019）基于粗糙可拓复合理论进行评价体

系构建。齐书宇等（2017）、段肖阳（2022）采用文献综述、实

地调研和专家评议等定性方法，确立创新创业能力评价指标体系。

刘兴凤等（2021）利用多层次灰色关联评价方法进行综合评价。

通过对这些文献的研究，可知现有的评价方法存在评价过程烦琐，

结果不具有普遍性，评价指标不全面、较少采用定量分析等问题。

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拟采用胜任力冰山模型来构建大学生

创新创业能力的综合评价体系。已有研究提出胜任力是指知识、

个人特质、动机等能够区分优秀者与普通者的深层次因素，更关

注可观测和可测量的方面，具有更强的实践指导力。胜任力冰山

模型指出，能力的驱动因素是能够凭借行为显露的种种特质的聚

合，涵盖浅表和深层两个部分，能够从显性和隐性两方面较全面

的反映人才的素质特点，挖掘人才潜力。

（二）评价指标体系

胜任力冰山模型将胜任力喻为漂浮在海面上的冰山，一部分

是可观察的显性部分，是指能够经过培养而发展的知识和基本技

能；另一部分则是难测量的隐性部分，强调了较短时间内不易被

识别的特征，这两部分构成了人才的能力素质。依据胜任力冰山

模型，本文认为大学生胜任力由知识、技能、行为、特质四方面

构成，其中知识能力、创新行为能力、特质力归纳为创新指标，

将技术能力、创业行为能力归为创业指标，从而设计了应用型高

校学生创新（ICEI）和创业能力评价指标（ECEI）理论模型，模

型构建分为 5 个一级因子指标和 25 个二级指标，初步确立了适用

于应用型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指标体系，如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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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数据分析

（一）问卷调查

本次调查采用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面向全国高校学生，

跨越多个省级行政区，经发放回收问卷、筛选及删除无效问卷后，

共得到有效问卷 235 份，其中，男性占总数的 25.5%；女性占总

数的 74.5%。在大学本科生的四个年级里，大一占 14%，大二占

39.6%，大三占 26%，大四及以上占 20.4%；文科生所占比例为

50.2%，理科学生占比为 20.9%；工科、医科和体育学生分别占比

为 18.7%、7.7%、2.6%；年龄多集中在 19-21 岁之间。

（二）信度效度检验

信度检验。本研究通过 Cronbach ＇ s alpha 系数探究调查问卷

的信度，统计结果显示，问卷的 Cronbach ＇ s alpha 系数为 0.964，

说明问卷信度很好，题目之间内部一致性好。

效度检验。本研究采用 KMO 检验和巴特莱特球形检验，结果

显示 KMO 值为 0.928，P 值为 0.000。根据 Kaiser 准则分析，KMO 

值大于 0.6，近似卡方为 6560.573，自由度为 1176，P 值为 0.000，

通过了显著水平为 1% 的显著性检验，具有相关性，能够进行因

子分析。

（三）探索性因子分析

1. 主成分分析法

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因子，最大方差旋转法进行探索性因

子分析，问卷包括 49 个条目，经过多次正交旋转，得到独立因子

载荷 > 0.5，特征值 > 1 的条目 26 个，从所得条目中选取 5 个因子，

其累积方差贡献率为 58.665%。五因子模型各条目因子负荷见表 1。

2. 因子定义表一五因子模型各条目因子负荷

由 表 1 可 知， 因 子 1 包 含 七 个 条 目， 能 解 释 总 变 异 的

16.444%，主要反映大学生在实践中不局限于已知，不断提出新思

想、采取新方法的能力，故命名为“创新实践能力”。因子 2 包

含六个条目，能解释总变异的 13.2%，反映大学生对所拥有知识

的掌握程度以及学习知识的能力，故命名为“创新知识能力”。

因子 3 包含五个条目，能解释总变异的 11.376%，反映大学生在

实践过程中把握机会，并将创新思想转变为实际成果的能力，故

命名为“创业机会识别能力”。因子 4 包含五个条目，能解释总

变异的 10.251%，反映大学生在创新创业实践中所拥有的社交、

管理和统筹的能力，故命名为“组织管理能力”。因子 5 包含三

个条目，能解释总变异的 7.394%，反映大学生在一些环境中的个

体综合素质，即个人特质，故命名为“创业特质力”。

四、研究结果与讨论

本研究依据胜任力冰山模型，运用定性、定量相结合的方法，

从显性和隐性两方面，总结了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各方面的实际

特征，再通过问卷调查，筛选出五个一级指标，确定了评价指标

体系的主要构成。并通过验证，利用探索性因子分析，在胜任力

冰山模型基础上，对初始体系进行调整，重新构建了涵盖创新实

践能力、创新知识能力、创业机会识别能力、组织管理能力、创

业特质力的 5 个一级指标和 26 个二级指标的应用型高校大学生创

新创业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其中，创新知识能力、创业机会识别

能力为显性胜任力，创新实践能力、组织管理能力、创业特质力

为隐性胜任力。

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评价，是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关键组成

部分，是缓解人力资源供应侧和产品需求侧等结构性问题的有效

途径与措施。本研究结果为应用型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评价

提供了理论参考和依据，促进了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培育研究，

具有很好的可靠性和实用性。但本研究构建的体系受到研究对象

的数量、范围以及研究时机、方法等各种因素的干扰，未来还要

进一步将指标体系与客观情况相结合，不断创新、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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