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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培养大学生创业能力是高校创业教育的重要目标，而对其结构维度准确理解是有效实施教育的关键前

提，但目前缺乏契合理工科大学生特征的创业能力结构维度及提升策略探讨。文章基于结构方程模型，开发理工

科大学生创业能力的多维度结构模型并进行实证检验，最后从机会洞察、方案配置、团队管理和资源整合四大基

本维度提出理工科大学生创业能力提升若干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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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在“创新创业”时代，大学生作为最有活力与

创造力的群体，成为大众创业先锋力量。为鼓励和

支持大学生融入创新创业浪潮，创业教育已逐渐在

我国高校普及；培养大学生创业能力成为高校的重

要目标[1]。虽然目前有关如何培养大学生创业能力

的研究比较丰富，但多数研究探讨的培养策略都是

理论分析，缺乏对大学生创业能力的科学认识和客

观测量[2]。 

对大学生创业能力结构维度的科学理解是培

养大学生创业能力的关键前提[3]，现有大学生创业

能力的测量大都源于企业家创业能力的相关研究。

然而，成熟企业家创业能力的评价很难直接套用在

学生创业者身上，导致对大学生创业能力的科学衡

量没有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更为重要的是，

理工科大学生因其独特的知识结构和思维习惯，在

创业活动中表现出独特优势，如技术及专利资源，

及严谨的行事风格等，同时也面临诸如人际沟通、

团队管理、市场开发等方面的困境[4]。但现有的大

学生创业能力结构维度研究均未对此给予重视。 

因此，本文基于当前大学生创业能力研究的观

点和结论，基于结构方程模型(SEM)开发理工科大

学生创业能力模型，并围绕机会洞察、方案配置、

团队管理和资源整合四大基本维度提出理工科大

学生创业能力的若干提升策略。 

二、理工科大学生创业能力内涵 

创业能力最早被视为个体有效地发掘、预测并

利用外部机会的能力[5]。对创业能力的探讨最早是

针对社会创业者群体，但随着政府和高校积极倡导

的“创新创业”活动方兴未艾，大学生创业能力开

始成为创业教育研究的热点。目前，有研究认为大

学生创业能力是一种集合各项素质的综合能力[2]，

还有研究认为大学生创业能力是个体自主创造新

的职业或开创新的就业岗位的能力[6]，也有研究强

调大学生创业能力是创造具备社会价值的产品和

服务的各类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的集合[7]。 

当前，大学生创业能力的研究大都借鉴一般创

业能力观点，没有充分体现社会创业者和大学生创

业者之间的个体差异，更对理工科大学生在专业背

景、思维方式以及知识结构等方面的差异认识不

足。因此，本文立足于理工科高校背景，认为理工

科大学生创业能力是理工科专业背景的大学生有

效识别潜在创业机会，准确实现技术资源与市场需

求的匹配，将技术成果转化为社会与经济价值的综

合技能。理工科大学生在实现顾客需求满足和科学

技术转化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这是区别于一般大

学生创业能力的关键。 

对大学生创业能力内涵理解的差异，导致对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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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维度的认识也存在不同。包括机会识别、组织

管理、战略决策、资源整合，以及挫折承受等不同

能力类型都被视为大学生创业能力的构成维度[8]。

但是，绝大多数大学创业能力维度分析均是理论分

析，缺乏实证检验；一些普适的特质或能力，如创

新与抗挫折、责任意识等都被认为是大学生创业能

力的维度，不能准确反映创业活动独特性。更为重

要的是，有关理工科大学生在知识结构、思维模式

和能力特征方面的差异并没有很好地得到体现。因

此，本文根据现有理论观点，结合理工科大学生的

创业特性，认为理工科大学生创业能力由机会洞

察、方案配置、团队管理和资源整合四项基本维度

构成。 

三、理工科大学生创业能力的结构方程模型 

检验 

(一) 测量与数据收集 

通过借鉴李巍的量表开发流程与方法[9]，运用

文献分析的方式获得测量问项。本文将理工科大学

生创业能力解构为机会洞察、方案配置、团队管理

和资源整合四项子能力，并借鉴 Chang 和 Rieple[3]、

Kucel 等[1]的工具对其进行科学测量；构建 24 个测

量问项的理工科大学生创业能力测量工具。所有测

量问项采用李克特五点量表(1 为非常不同意，5 为

非常同意)。 

本文面向重庆地区四所理工科高校(重庆理工

大学、重庆交通大学、重庆邮电大学和重庆科技学

院)进行问卷调查。利用重庆地区的高校创业教师网

络，向四个被调查学校分别发放调查问卷 100 份，

共计发放 400 份调查问卷，回收 217 份，其中有效

问卷 165 份，有效回收率为 41.25%。 

(二) 信效度检验 

运用 AMOS 8.0 以及 SPSS 18.0 软件对理工科

大学生创业能力四大构成维度进行一阶验证性因

子分析，旨在检验测量问项与被测概念之间的逻辑

关系，以确保测量问项与维度之间的匹配性；同时，

还将有效分析测量问项的随机误差，以及被测概念

的信效度水平。 

内部一致性系数 Cronbach’s  值和组合信度

(CR)用来衡量每个因子测量的信度水平，复相关系

数平方(SMC)用来检验每个测量问项的信度水平。

数据表明：理工科大学生创业能力四个维度 值处

于 0.862~0.918 之间，CR 值在 0.854~0.905 之间，

每个测量问项的 SMC 值均大于 0.5。表明结构模型

测量的信度水平比较理想。 

模型测量的概念效度检验运用验证性因子分

析输出 RMSEA、NFI、NNFI、CFI、PGFI、χ2/df

等系列指标，并综合组合信度(CR)和平均提炼方差

(AVE)等指标来进行衡量。因理工科大学生创业能

力由多维度构成，研究仅列出机会洞察能力的一阶

验证性因子模型(见图 1)，其他三维度的 CFA 模型

输出如表 1 所示。 

 

 

图 1  机会洞察能力的一阶 CFA 模型 

 

数据显示，机会洞察能力测量的各个观测变量

的因子载荷在 0.764~0.818 之间，表明观测变量很

好地反映了所测概念，即测量机会洞察能力的 5 个

问项很好地反映了所测概念。同时，根据 CFA 模型

输出数据：机会洞察能力一阶验证性因子模型的绝

对拟合度指标 RMSEA 值为 0.063、GFI 为 0.922，

增值拟合度指标 NFI 为 0.928、CFI 为 0.935，简约

拟合度指标 PGFI 为 0.617、 2 / df 为 1.182，模型

拟合度比较理想。 

此外，方案配置能力、团队管理能力和资源整

合能力测量的Cronbach’s  值和组合信度系数(CR)

均大于 0.7，平均提炼方差(AVE)均大于 0.5；各测

量问项的 SMC 值均大于 0.5，因子载荷均高于 0.5，

且对应 t值均大于 2.0 并达到较高显著性(见表 1)，

表明理工科大学生创业能力结构测量信效度水平

达到标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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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理工科大学生创业能力量表的一阶 CFA 及信效度检验 

测量概念 问项 因子载荷 t-value SMC Cronbach’s   CR AVE 

方案配置能力 

SC1 0.806 — 0.628 

0.862 0.847 0.604 
SC2 0.792 12.753*** 0.621 

SC3 0.774 11.917*** 0.617 

SC4 0.735 9.682*** 0.611 

RMSEA=0.054; GFI=0.916; NFI=0.923; CFI=0.927; PGFI=0.722; 2 / df =1.471 

团队管理能力 

TM1 0.839 — 0.593 

0.918 0.905 0.647 

TM2 0.821 15.682*** 0.618 

TM3 0.815 13.495*** 0.622 

TM4 0.782 12.075*** 0.587 

TM5 0.764 10.364*** 0.606 

RMSEA=0.049; GFI=0.925; NFI=0.947; CFI=0.936; PGFI=0.701; 2 / df =1.395 

资源整合能力 

RI1 0.853 — 0.681 

0.885 0.863 0.641 

RI2 0.834 17.063*** 0.635 

RI3 0.806 13.312*** 0.594 

RI4 0.768 11.694*** 0.608 

RI5 0.735 9.682*** 0.0.613 

RMSEA=0.055; GFI=0.927; NFI=0.931; CFI=0.926; PGFI=0.738; 2 / df =1.327 

 

(三) 二阶因子模型检验 

本文运用二阶验证性因子分析，检验理工科大

学生创业能力与四大维度之间的逻辑关系，并对二

阶验证性因子模型信效度进行检测。数据显示(见表

2)：① 二阶验证性因子模型整体拟合度水平达到标

准值要求，表明模型的整体拟合度较高。② 四大

一阶因子载荷高于 0.5 水平，且 t 值具有显著性，

SMC 值也大于 0.5，表明一阶与二阶因子具有显著

相关关系，组合信度(CR)大于 0.7 水平，说明整体

模型信度水平较高。③ 二阶因子的 AVE 值均大于

0.5 水平，表明测量的收敛效度也比较好。 

 

表 2  理工科大学生创业能力量表的二阶因子分析 

一阶因子(子能力) 因子载荷 t-value SMC CR AVE 

机会洞察能力 0.891 — 0.827 

0.894 0.627 
方案配置能力 0.822 18.496*** 0.753 

团队管理能力 0.864 21.572*** 0.804 

资源整合能力 0.794 13.629*** 0.796 

RMSEA=0.048; GFI=0.924; NFI=0.916; CFI=0.911; PGFI=0.753;  
2 / df =1.581 

注：***表示 p＜0.001 时，t值显著 

通过上述数据分析表明，理工科大学生的创业

能力是由机会洞察、方案配置、团队管理和资源整

合四个一阶因子构成的二阶因子，这四个一阶因子

是理工科大学生创业能力的结构维度(见图 2)。 

 

 

图 2  理工科大学生创业能力的结构模型 

 

四、理工科大学生创业能力提升策略 

根据结构方程模型的检验结论，理工科大学生

创业能力是包含机会洞察、方案配置、团队管理和

资源整合四个方面的多维度概念。因此，本文从学

校创业教育和学生自我养成两个层面，提出理工科

大学生创业能力的提升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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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机会洞察能力提升策略 

机会洞察能力聚焦于市场机会和顾客需求的

发掘和识别，帮助大学生发现顾客“痛点”和市场

“空白点”，为创业寻求外部机遇。对理工科大学

生机会洞察能力的培养，需要从创业教育与学生自

我锻炼两方面着手：一方面，高校创业教育中需重

视对学生观察和分析问题意识及技能的系统培训。

在创业理论教学方面，通过课堂教学向学生传授分

析市场环境、竞争状况等基本理论工具，如

PEST/SWOT/5 力模型、价值链等市场及竞争分析

工具；并通过案例教学等方式，系统解剖创业成败

的典型案例，帮助学生运用理论知识和分析工具对

具体问题及现象进行分析与判断。同时，通过创业

实训与实践教学环节，锻炼学生运用课堂习得的创

业方法与原理，对现实问题进行剖析和总结的   

能力。 

另一方面，理工科大学生在系统学习和掌握专

业知识的同时，需强化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知识的

吸收和储备。不仅要注重对社会热点问题的关注与

了解，学习经济管理、人文历史等领域的相关知识

和方法，更需要学会从新的视角去理解分析，并反

思热点问题隐含的经济和社会实质。教师要积极与

学生进行观点交流与分享。 

(二) 方案配置能力提升策略 

方案配置将外部机遇与解决方案进行有效匹

配，从产品或服务技术层面回应顾客需求和市场机

会。从创业能力评价结果来看，方案配置能力是理

工科大学生创业的最大弱点，因而需要从“教与学”

两方面入手进行培养。 

从学校创业教育输入的角度看，应该构建知识

多元化的创业教师团队，以实现“两个匹配”：一

是专业教师要实现专业技术知识与创新创业知识

匹配。成功的创新创业活动必须要求将技术资源与

市场需求进行有机结合，因而理工科大学生需要将

专业技术知识与能力应用于满足顾客痛点和市场

空白点。培养兼备技术与创业知识的教师是学校创

业师资团队建设的重要环节。二是专业教师要实现

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的匹配。创新创业是具有高度

实践性的验证性活动，也是离不开理论支持的创造

性探索。因而要求构建兼具理论与实践的专业教师

团队，帮助理工科大学生更好地运用理论知识解决

实践问题。 

对于理工科大学生而言，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与

术语，去理解、分析和表达社会热点或市场需求，

特别是“顾客痛点”，有效实现将专业知识与社会

问题进行有效的衔接和理解，是提升方案配置能力

的重要手段。 

(三) 团队管理能力提升策略 

团队管理能力是指通过团队计划、执行和控制

等一系列管理流程与方法，协调和整合创业团队成

员，为系统解决方案的持续与高效实施提供组织和

人力保障。在创业教学中，实现创业学习过程的团

队化和项目化，是培养理工科大学生团队管理能力

的重要策略。 

一方面，团队学习是创新创业教育的重要方

式。在学生参与创业学习的全过程，应该围绕创业

团队完成认知、思考和反思等学习环节。特别应该

通过建立虚拟公司的方式构建以公司高管团队为

核心的学习团队，通过担任不同管理职务，例如总

经理、营销总监、财务总监等使学生更好地理解创

业公司运作，增强学习的身份感和情境性。同时，

由具有不同性格特征、专业背景、思维方式的学生

组成的学习团队，能够实现学生之间的相互学习，

并帮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实现对沟通、协调能力，

以及目标管理等技能的锻炼。 

另一方面，以完成特定项目为核心的教育方式

符合创业教育要求的实践特征，能够有效提升理工

科大学生的团队管理及项目运作能力。以虚拟公司

运营为主线的创业知识教育，体现出创业教育的游

戏化和过程化学习特征，学习团队围绕虚拟公司进

行创业计划书的撰写是考察创业教育成果的重要

方式。同时，鼓励学生将具有创新性的虚拟公司创

业项目进行深化和完善后，参与全国大学生电子商

务“创新、创意及创业”挑战赛等各类各级创新创

业竞赛，是检验学习成效的重要手段，也是实现创

业学习过程项目化的核心内容。 

(四) 资源整合能力提升策略 

资源整合能力为创业者实现“机遇—方案”的

匹配与执行提供内外部资源基础，特别是对缺乏市

场知识、创业资金、行业经验的大学生而言，充分

开发和利用已有资源，有效整合和配置外部资源是

创业成功的关键。从理工科大学生创业能力评价来

看，资源整合能力是理工科大学生创业的薄弱环

节，因而高校创业教育应该给予更多重视。 



理论研究                               李巍，席小涛：基于 SEM 的理工科大学生创业能力提升策略 

 

17 

 

在高校创业教育的教学方式上，应该充分利用

现代数字技术和虚拟技术，通过创业游戏、沙盘模

拟等实训及实践活动进行资源配置与整合方面的

技能培养。还应该鼓励理工科大学生走出校门，积

极参与或观摩各类创业大赛、创业项目路演及资金

对接活动，广泛了解各类“众创空间”或“科技孵

化园”运行机制及相关支持政策，并与创业者进行

深度交流，切实提升理工科大学生创业的资源整合

技能。 

同时，学校应该构建多层次和多类别的创业项

目支持平台，依据项目的不同类型，进行有针对性

的资源对接。这些资源对接既包括校内专业资源，

例如建立科技成果孵化基地、大学生科技创业园

等，为学生配置相应的办公场地以及其他基础设施

条件；又包括校外社会资源，例如举办各类创业项

目推介会或项目路演，为理工科大学生的创业项目

寻求技术优化、项目资金和市场需求等方面资源提

供平台。 

五、结语 

提升理工科大学生创业能力涉及高校创业教

育参与各方的努力。首先，学校需要提供完善的、

系统的创业教育支持体系，以及创业项目孵化和商

业化平台，为构建良好的创业教育氛围提供制度支

撑和资源保障。其次，创业教师需要形成多元化和

交叉性指导团队，为大学生带来兼具理论与实践、

技术与创业的知识和经验；从课堂教学和实践教学

两方面培育和优化理工科大学生创业能力。最后，

理工科大学生也需要从自我修养方面提升创业能

力，既包括对跨学科知识的学习，如市场营销、财

务管理等，又包括对团队合作和组织管理、有效人

际沟通与社会交往等技能的培养，还包括对关注社

会热点问题，积极吸纳新思想和新方法，以及用专

业视角解读社会问题等个人综合素质的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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