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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立足于我国经济转型和大学生创新创业的背景，首先通过查阅文献和访谈的方式，调查分析“互联网+”

背景下大学生创业在个人、家庭、学校、社会等方面的影响因素，使用可拓层次分析法在专家打分的基础

上计算各指标的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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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社会背景下，大学生成了最具

有创业潜力的群体，创业不仅提高大学生自主创新的能

力，缓解了就业压力，同时也是对国家创新型发展战略的

积极响应。 
与传统行业相比，“互联网+”创业的门槛低、成本少，

为大学生们创造了良好的创业机会和创业平台。本文选取

在校学生作为研究对象,通过调查问卷、访谈等方法收集
数据,建立基于“互联网+”背景下大学生创业驱动力评价
指标体系，对大学生的创业驱动力进行评价。 

1  确定指标 

依据指标选择的科学性、整体性、代表性、可操作性、

易获取性以及可度量性等原则，经过与学校讲授创新创业

相关课程的老师进行深度访谈，以及查阅相关文献[1-3]，

确定了互联网+背景下大学生创业在个人、家庭、学校、
社会等方面的影响因素指标，构建目标层、准则层和指标

层建立“互联网+”背景下大学生创业驱动力评价指标体
系，如图 1所示。 

 

图 1 “互联网+”背景下大学生创业驱动力影响因素指标 

2  可拓层次分析法（EAHP） 

指标权重的确定在指标体系建立中至关重要，关系到评

价结果的准确性。可拓层次分析法利用可拓区间数来解决人

为判断模糊性的问题，并且可拓区间数的判断矩阵不需要做

一致性检验，使得获取的权重更加简便、实用、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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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拓层次分析法构建指标体系的步骤[4]分以下几步

进行： 
步骤 1：通过构造可拓判断矩阵，针对目标层M ，

将准则层的 N 个准则两两比较，运用可拓区间数

,ij ij ija a a− += 表示每两个准则的相对重要程度，从而

构造出一个可拓区间数判断矩阵 ( )ij n n
A a

×
= 由于

1 1 1,ij
ij ij ij

a
a a a+ −= = ， 1ija = 可知 A是一个正互反矩阵。 

步骤 2：计算综合可拓判断矩阵假设共有T 位决策者
参于矩阵的构造，对目标层M 的可拓区间数判断矩阵

( )ij n n
A a

×
= 为例，用 ,t t t

ij ij ija a a− += 表示第 t个专家给
出的可拓区间数，综合可拓区间数可根据公式

( )1 21 T
ij ij ijA a a a

T
= ⊗ + +⋅⋅⋅ 求得，同理可得针对准则层各指

标的综合可拓判断矩阵。 
步骤 3：计算权重向量针对目标层M 的综合可拓区间

数判断矩阵 ( ),A A A− += ，求其满足一致性条件的权重向

量分以下三步完成： 

1) 分别求 ( )ij n n
A a− −

×
= ， ( )ij n n

A a+ +

×
= 的最大特征值

对应的具有正分量的归一化特征向量 x−和 x+； 

2)计算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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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则权重向量 ( ) ( )1 2, ,nS S S S m x m x+ − − += ⋅⋅⋅ = ； 

步骤 4 层次单排序： 

利用公式 ( ) ( )
( ) ( )

2 i j
i j

j j i i

S S
V S S

S S S S

+ −

+ − + −

−
= ≥ =

− + −
；计算

( )i jV S S≥ 的值，如果 , 1, 2, ,i j n∀ = ⋅⋅⋅ ； i j≠ ，

( ) 0i jV S S≥ > ； 

则 1jW = ， ( )i i jW V S S= ≥ ， , 1,2, ,i j n= ⋅⋅⋅ ，i j≠ ，

其中 iW表示准则层上第 i个准则对目标层的单排序权重，
经归一化后得到 ( )1 2, T

M nW W W W= ⋅⋅⋅ 表示准则层对目标

层M 的单排序的权重向量。同理，对准则层的各个指标
通过两两比较，分别构造可拓区间数判断矩阵 1A， 2A ，

3A ， 4A ，重复以上二三四步，就可以得到指标层对准则
层的单排序权重向量 1W ， 2W ， 3W ， 4W 。 

3  “互联网+”背景下大学生创业驱动力评价 

1）准则层对目标层的单次单排序 

由公式 ( )1 21 T
ij ij ij ijA a a a

T
= ⊗ + + ⋅⋅⋅ 可算出目标层的综

合可拓区间数判断矩阵，2名专家对四项准则两两比较打

分得到可拓判断矩阵，计算结果如下: 

( )
4 4

1 2 1.8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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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1.7 1 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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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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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A ，令
4

4

1
i ij

i

M a− −

=

= ∏ ，
4

1
i

i

M M− −

=

=∑ ，则矩阵 −A 的

最大特征值所对应的具有正分量的归一化特征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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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755,0.1560,0.2190,0.2496=  

同理，对于 +A ，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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矩阵 +A 的最大特征值所对应的具有正分量的归一化特

征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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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权重向量 ( ) ( )1 2, , ,nS S S S m x m x+ − − += ⋅⋅⋅ = ，接下来

进行层次单排序，利用公式 

( ) ( )
( ) ( )

2 i j
i j

j j i i

S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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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S S 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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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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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算出 2 1W = ， ( )1 1 2 24.07W S S= ≥ = ，  

，进.行归一化处

理后可得准则层对目标层的层次单排序 (0.4638,MW =  

)0.0193,0.2503,0.2667 ， MW 的 4 个分量分别是个人因

素、家庭因素、学校因素、社会因素这 4个准则的权重系

数。  
2）指标层对准则层的单次单排序重复上述计算过

程 
可得每一个指标对其准则层的单次单排序结果，对结

果整理可得基于 EAHP 的综合素质评价指标体系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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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互联网+”背景下大学生创业驱动力影响因素指标权重 
准则层 权重 指标层 权重 

知识限制 0.1680 
经验欠缺 0.2496 
个人能力 0.2475 

受朋友同学影响 0.0453 
性别影响 0.0152 

个人因素 0.4812 

缺乏合作伙伴 0.2744 
父母的意见 0.0306 
父母的价值观 0.6268 
家庭条件 0.0948 

家庭因素 0.0217 

家庭环境 0.2478 
在校所学专业 0.0489 
学校教育活动 0.3256 学校因素 0.2399 

学校的各种教学和训练活动 0.6255 
社会舆论 0.0229 

社会创业竞争 0.3985 
商业环境 0.2729 

社会因素 0.2572 

国家政策 0.3057 

4  主要结论 

对于个人因素、家庭因素、学校因素、社会因素四个

准则来说，个人因素的权重最高，这与实际情况是比较吻

合的。大学生创业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就是创业者的个人

因素，创业者的综合素质决定着整个创业团队的生存与发

展。在创业过程中，挫折与困难、迷惘与困顿都在所难免，

这就要求创业者具备顽强的意志和良好的品格，擅于发

现、勇于探索，把就业压力转化为就创业动力，有效地调

整、控制、驾驭个人的创业活动。 
在个人因素中，缺乏合作伙伴的权重最大，其次是经

验欠缺和个人能力，性别影响的权重最小。拥有好的合作

伙伴可以在创业的道路上事半功倍，而大学生人际关系的

积累比较匮乏，接触大多是学生和老师，不能提供专业的

经验和看法，这些对创业都难以起到很大的帮助。其次，

丰富的社会经验和人际关系从起点上给予了创业者很大

的实质性帮助，可以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在家庭因素中，父母的价值观指标的权重最大，家庭

的培养对学生价值观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从而影响大学

生的职业理想和创业的目标。 

在学校因素中，学校的各种教学和训练活动指标的权

重最大，高校提供的创业教育和机会是大学生创业的外在

驱动力。高校设置创新创业教育课程，将创业教育融入日

常学习生活中，开展创业经验分享讲座，通过校企联合培

养、创新创业大赛等学生开展创业实践，以实际行动支持

学生的创业行为，起到了创业启蒙的作用。 
在社会因素中，社会创业竞争的权重最大。经济的高

速发展，消费者需求越来越高，创业政策的放宽，就业的

压力等原因使越来越多的大学生选择创业，可是随着全民

创业的趋势发展，创业市场竞争日趋激烈，据调查，大学

生创业失败率达 90%，因此社会创业竞争是影响大学生创
业行为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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