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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创新”是贯穿“十四五”规划

的一条主线。科学研究，知识创新的主题是人，培养具有创新

创业精神的高素质人才是实现中国梦的基础,更是决定性因素。

因此为了深入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在“十四五”时期政府

和高校将持续加大对大众创新创业的政策支持，为创新创业营造

更优良的发展生态。高校是培养创新创业人才的主阵地，需要

深入研究创新创业教育理论，通过理论有效地指导、规范创新

创业实践。

高校创新创业指导与服务能力的提升直接关系着千万学子的

创新能力和就业能力，必然成为高校治理改革的重点。当前很

多学者都在关注大学生创新能力的培育，研究主体是高校学生，

认为学校环境是创新创业能力培育最重要的外在因素,指导教师的

价值观、动机和专业能力构成了校园创新创业环境的良好土壤。

重点研究外部环境因素与学生内在潜能开发之间的相互影响，研

究内容涉及能力培养的途径与方法、培养体系的建构和评估等，

目的是提升创新创业教育的专业化、规范化和系统化。Mark分析

了个人、团队与组织层次的创造力水平与美国高校创造性课程的

相关程度，提出了整合组织与学校的培育创新能力的方法。Dan

等分析了校园文化、创新相关课程设置、教师创新理念和创新能

力的关系，认为创新能力受多种因素影响，相互作用下形成复杂

交互结构，决定创新能力培育的效率。刘勤和刘冬兰认为高校老

师需要从专业知识、创业意识、思维创造、创业技能四个方面来

提升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何小纪提出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存在的

问题主要集中在没有完全建立创新创业教育体系，需要在专业教

育基础上，建立师资队伍，完善教材，分级教学，完成对知识积

累的教育和训练创新思维的创新创业教育。也有部分学者把创新

创业指导教师作为研究主体，认为指导教师教学方法越先进，师

德品格越优秀，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就越强。有研究表明，高校

内有的老师对创新创业教育是充满激情和责任的，也有一些老师

创新创业教育中缺少责任感，认识上浅尝辄止，消极执行学校的

创新创业政策。很多高校老师都是根据自身的经验从事创新创业

指导工作，认为自己缺乏在课堂上培养创新的能力，甚至有的老

师对创新的概念也很模糊，无法正确引导学生的创造意识。较少

高校创新创业管理和制度建设现状与提升研究
——以 H 高校为例的调查

康张阳1　张舒媛1　洪艺瑗1　任文丽1　秦兆龙1　姚琼琼2

1.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环境与市政工程学院，中国·河南　郑州　450046；
2.国家电网河南省电力公司营销服务中心，中国·河南　郑州　450051

【摘　要】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已向纵深迈进，提升创新创业指导与服务能力是高校培养创新性人才的重要途径，良好的
管理和制度建设是服务能力提升的保证。本文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以高校的管理者、教师和学生为调查对象，分析创新创业管理
者和管理制度对师生创新能力的影响。高校创新创业管理制度相较于管理人员更能提升教师从事创新创业教育的积极性。高校创新
创业管理者在提高自身管理能力的同时，应重点关注创新创业管理制度的制定，通过科学合理的制度建设不断提升高校创新创业指
导与服务能力。

【关键词】创新创业教育；管理制度；管理者；创新能力
【基金项目】2 0 1 9 年河南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打造线下一流金课的课程教学融合改革实践研究”

（2019SJGLX285）和华北水利水电大学2021年度创新创业就业课题“工科院校创新创业学分实施现状调查分析——以华北水利水电
大学为例”。

有学者以高校创新创业管理人员和创新创业管理制度为研究对

象，但是创新创业管理人员和管理制度直接响着教师创新能力，

间接影响学生的创新创业教育培养质量。总而言之，虽然国内

外都对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进行研究，但是研究主体更多是高校

学生和指导老师，较少有学者关注高校创新创业管理人员和管理

制度，缺少这方面的实证调查分析。

本文旨在探讨创新创业管理者和管理制度对教师和学生的影

响，通过问卷调查和数据分析的方法，找出影响高校师生创新创

业能力的主因，提出一些有针对性的改善高校创新创业指导与服

务能力的方法。

2　研究设计

李克特量表是由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李克特于1932年在原有的

总加量表基础上改进而成的。这种量表由一组与某个主题相关的

问题或陈述构成，通过计算量表中各题的总分，可以了解人们对

该调查主题的综合态度或看法。该方法自提出以来就对社会科学

领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所以本文也使用问卷调查和李克特量表

进行调查和分析。使用的创新创业管理和制度建设量表，包括教

师创新力、教师创新创业积极性、创新创业管理制度、管理者服

务能力、管理制度影响力和管理者影响力6个维度，30个项目。此

外，问卷还收集了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学历、专业方向、职

称等信息。

基于发达国家创新创业教育的先进经验，我国创新创业教育

中存在突出问题是理念混乱、制度缺失、平台缺乏等，这些归根

结底都是源于创新创业教育体系不健全和支持体系不完善。当前

高校“双创”教育已步入深水区，高校作为“双创”教育中的主

体，必须从制度设计，平台建设和理念更新三个层面构建科学完

善的“双创”教育体系。高校“双创”教育的管理升级和制度建

设已势在必行。当前的创新创业教育模式中，“双创”教育管理者

和管理制度直接影响教师自身的创新力和参与创新创业教育的积

极性，身处一线的创新创业指导教师直接决定着创新创业人才培

养质量。其中教师创新力和教师创新创业积极性评价反映了该校

的创新创业管理能力和制度建设成效，进而展现出高校创新创业

指导与服务能力。高校学生对“双创”教育管理者、管理制度和

指导教师的评价也从另一个层面反映了高校创新创业指导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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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所有项目的表述语都有“很不同意、不大同意、一般、

比较同意、非常同意”五种回答，记为 1 分、2 分、3 分、

4分、5 分，将调查对象回答各个问题的所获分数进行求和，得

到的数据就是该调查对象的态度总分，这一总分可以反映他们态

度的强弱。使用描述统计、t 检验、逻辑回归等统计方法，并

通过软件SPSS.25录入和分析数据。通过这些方法找出可能影响

“双创”教育管理和制度建设主要因素，并根据多样化的影响

因素寻找他们之间的相关性，找出问题并制定解决问题相应的措

施。样本以H 校在校大学生，在职教师和管理人员为研究对象，

采用分层法抽样的方法，按调查对象的身份抽取一共280人。本

次调查总共发出280份调查问卷，收回272份有效问卷，去除8

份无效问卷，有效率为 9 7 %。其中，文史类 2 0 人（7 . 4 %），

理工类252 人（92.6%）；男生212 人（77.9%），女生60 人

（2 2 . 1 %）；在校大学生 1 6 0 人（5 8 . 8 %），在职教师 7 2 人

（2 6 . 5 %），管理人员 4 0 人（1 4 . 7 %）。

3　创新创业指导与服务能力总体情况

如表1所示，从各维度的均值得分来看，H高校教师和管理

人员创新创业指导与服务能力描述统计结果显示，均值最高的是

“高校教师创新创业教育积极性现状”，其次是“高校管理制

度对教师创新力提升作用”，总体而言，H 高校教师创新创业教

育的积极性高且整体创新力水平较强，管理制度对教师创新力提

升的作用较大但创新创业管理人员对教师的创新能力提升作用相

对较小，创新创业管理制度评价尚可，创新创业服务人服务能

力仍有待提高。

表1       高校创新创业指导与服务能力描述性结果

4　创新创业能力的各维度统计与分析

4.1教师创新力现状的描述统计与分析

如表1所示，高校教师创新力在各个研究角度的总得分平均

值为21.0632，标准差为5.5076，说明高校教师创新力能够达

到较高的认可度，不同样本对教师创新力的认可程度相差不大。

不同维度上，高校管理人员、高校教师自身和高校大学生对教

师创新力的表现得分平均值分别为3.2936、3.5143 和3.6921，

高校教师对创新力的自评较为中肯，显著高于高校管理人员在该

项的评分，显著低于高校学生在该项上的评分，且三个角色中

标准差最大的是高校大学生群体，说明在大学生中，虽然普遍

认可教师创新力，但内部意见存在较大差别。

4.2制度管理现状的描述统计与分析

表2展示高校创新创业管理制度相关问题的统计分析，高校

管理制度现状总得分的平均值为19.4286，说明H高校的创新创

业管理制度尚可，仍有可提升的空间。调查显示，H 高校的管

理人员乐于承认其创新创业管理制度存在一定优势，但与此同时

也存在着漏洞和一定程度上对教师实施创新创业项目的阻碍，激

励上也有显著的不足。教师接受将创新创业成果列为教学考核、

评优评先和职称晋升的一项指标，对于管理人员和教师而言，

正确补漏减阻、能够进一步的激发高校教师的创新力，从而推

动整个学校创新创业能力的整体提升。

表2       高校创新创业管理制度相关问题

4.3管理人员服务能力现状的描述统计与分析

表3展示了创新创业管理人员对教师创新力的影响，高校管

理人员服务能力现状的总得分均值为15.7145，略高于评分中间值

15，说明高校管理人员的服务能力能够满足创新创业的需要，但具

有可提升空间；标准差为4.1190，说明各样本意见较统一。数据

分析发现，管理人员大多能够解决高校教师在创新创业的管理制度

上遇到的问题，并与高校教师围绕创新创业管理制度建立了互动，

但是在推动高校教师创新创业项目方面有所欠缺。

表3      创新创业管理者对教师创新力的影响

4.4创新创业管理制度和管理人员对教师创新力和积极性的

影响分析

表1中同样展示了创新创业管理制度和管理人员对教师创新

力提升作用描述统计的总得分均值和标准差。通过数据对比发

现，首先高校管理制度对部分教师起到了显而易见的促进作用，

在现行制度下自身的创新能力得到了长足的提高；其次与创新创

业管理制度相比较，创新创业管理者对教师创新力的影响明显较

弱，说明高校创新创业管理人员对教师创新力促进作用不强，

对高校教师从事创新创业教育的激励力度不够大；最后大部分教

师明白创新创业教育的重要性，也在教学中也穿插介绍了创新创

业的相关知识和校内的创新创业经典案例。但是真正愿意花费时

间、精力、经费等帮助学生提高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教师还

是少数。

5　创新创业指导与服务能力提升策略

5.1构建创新创业教育培养体系，提高教师创新创业积极性

为了营造良好的创新创业教育氛围，建设出完善的创新创业

培育体系，形成创新创业的良性循环系统，构建全方位创新创

业教育体系，需要联合政府、高校、企业、家庭、学子等多

方面系统，发挥这其中的相互作用，利用其相互联系、相互支

撑的作用，构建出一个完整的创新创业教育培育体系。这其

中，教师是管理人员下达政策与学生之间沟通的桥梁，扮演着

极其重要的角色，因此调动教师的积极性成为非常重要的一环。

大部分高校教师都有对各自研究领域的探索创新精神，也有组织

学生开展创新创业活动的意愿。但是目前教师从事创新创业教育

的积极性依然不高，主要阻力是创新创业管理制度和奖励政策不

研究维度 均值 标准差

高校教师创新力评价 21.0623 5.5076

高校创新创业管理制度评价 19.4286 5.4076

高校管理人员服务能力评价 15.7145 4.1190 

高校管理制度对教师创新力提升作用
评价

29.1432 11.904

高校创新创业管理人员对教师创新能
力的提升评价

21.4998 5.0659

高校教师创新创业教育积极性现状 33.1432 5.5208

问题描述 均值 标准差

创新创业管理制度的满意程度 3.1714 0.97590 

创新创业制度（针对教师）的优势 3.4143 1.11270 

创新创业制度对指导教师的影响 3.2514 0.81650 

创新创业激励制度（资金方面）的影响 2.9286 0.53452

问题描述 均值 标准差

助推教师的创新创业项目落地 2.8714 0.7455

通过各种手段鼓励学生参加创新创业活动 2.9256 0.6714

汇总教师创新创业项目中遇到的问题和建议 3.2426 0.7259

向教师解释创新创业制度 3.4173 0.5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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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因此高校必须对积极参与创新创业活动的教师加大奖励力

度，把教师的创新创业成果列入评优评先、职称晋升、津贴绩

效等评价考核管理办法的加分项。并定期联合政府和企业开展创

新创业成果展示会，努力为教师的创新成果转化寻找出路。

5.2加强教师在创新创业进程中的学习与交流，提升教师创

新创业能力

创新创业从来不是一个人闭门造车，团队的配合、前人的

经验、同伴的提醒，都会是创新创业进程中的有效助力。校方

可以定期开展创新创业相关沙龙活动，让不同课题组教师分享近

期开展课题，在活动中寻找组建可以协同研究的团队，形成研

究资料分享，资源共享的局面。同时，对重大科研成果的取

得，也可以开展相关研讨会，对于创新创业成功经验进行分

享，力求形成具有指导意义的系统经验，为后续科研工作的开

展提供启迪或指导意见。

5.3管理者积极收集各方意见，完善创新创业服务体制机制

多渠道征集创新创业服务意见，明确高校在创新创业管理和

服务方面的不足，

准确找出创新创业管理制度中的问题，科学的提出整改方案

适时对管理制度进行修订，还要与时俱进，主动求变，通过一

系列喜闻乐见的创新创业活动鼓励和引导学生参与其中，凸显高

校在创新创业方面的积极作用。此外，前往其他高校学习了解

其创新创业服务模式，对于他方优秀经验积极在本校尝试，形

成便捷化，系统化的创新创业服务模式。

6　总结

通过问卷调查，并将所获得的有效数据进行分析与研究，

结果显示H高校教师的创新力能够达到较高的认可度，创新创业

管理制度尚可，高校管理人员的服务能力不太能满足创新创业的

需要，高校管理制度对部分教师起到了显而易见的促进作用，

高校创新创业管理人员对教师创新力促进作用不强，高校教师从

事创新创业教育积极性较高。本研究认为，为提高高校创新创

业指导与服务能力，要提高教师在创新创业方面的积极性，构

建创新创业教育培养体系；要加强教师在创新创业进程中的学习

与交流，提升教师创新创业能力；管理者要积极响应相关政

策，为教师创新创业提供便利服务；管理者可以积极采纳各方

意见，完善创新创业服务体制机制。通过创新创业管理人员、

在职教师和在校大学生的共同努力，提高高校创新创业指导与服

务能力，推动创新创业教育适应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需求，培

养出更多具有创新创业精神的工科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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