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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当前大学生就业形势日益严峻，结构性失业现象明显。针对大学生就业难反映出来的教育体制问题，对

河北省本科在校生进行问卷调研并构建了创新创业教育对大学生就业胜任力作用效能的模型假设，通过 SPSS.24、

AMOS 等软件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创新创业教育对大学生就业胜任力有促进作用，表明创新创业教育可以提高大

学生就业能力。此外，就业教育也能提高就业能力，对此进行进一步实证研究，结果验证了创新创业教育与就业

教育的统一性的假设。 

[关键词]  创新创业教育；就业教育；就业胜任力；统一性；实证研究 

[中图分类号]  G6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893X(2020)02−0071−06  

 

一、问题提出 

随着大学的不断扩招，大学毕业生数量逐年上

升，而现有行业提供的岗位数量有限，与此同时，

科学的发展进步与人工成本上升又挤压了一定的

就业空间[1]，结构性失业现象在大学毕业生中普遍

存在。通过调查研究发现，大学生失业的根本原因

可归结为当今大学生的综合就业能力与企业的实

际用人需求之间存在巨大差距。这种差距折射出当

前高校教育存在问题，所以寻求满足社会对大学生

就业能力要求的教育方式是当前高校工作的重要

环节[2]。2015 年，李克强总理发出了“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的号召，以“创业带动就业”成了缓解

大学生就业难的重要手段，这就要求高校主动适

应，进行教育教学改革。 

通过对众多文献进行梳理分析后发现，就业态

度[3]与就业胜任力[4]是就业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决定毕业生能否成功就业的关键因素。就业态度

是指个体对就业选择及相关问题的看法和倾向。有

研究指出，就业教育可通过职业生涯规划和大学生

就业指导等方式使大学生树立正确就业观念，端正

就业态度，掌握就业技巧进而提高就业能力，为解

决就业问题起到一定促进作用[5]；就业胜任力是指

就业通用的潜在特质，能使个体胜任大部分的工作

岗位，并完成工作任务[6]。胜任力可以将大学生素

质转化为就业能力，其与创新创业教育有着天然的

联系，为了提高就业能力，有学者提出应从创新创

业教育着手，提高就业胜任力，实现高质量就业，

但从实证分析角度看，并无相关研究。从现有研究

成果看，创新创业教育与就业教育具有衔接联动

性，创新创业教育能够提高就业胜任力以促进学生

就业[7]，就业教育可以使大学生端正就业态度、掌

握就业技巧进而促进就业；但从创新创业教育与就

业教育对于提高就业能力的统一性来看，也并无相

关实证分析。故而从就业胜任力着手，对高校创新

创业教育对大学生就业胜任力的作用进行实证分

析，进而对创新创业教育与就业教育的统一性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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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二、模型假设 

创新创业教育以学生为主体，通过对其创新精

神和创业能力的培养，为大学生的可持续发展奠定

基础。其核心是培养大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引导高

校不断更新教育理念、改革教育教学模式，实现从

讲解知识理论到培养综合能力的转化，培养社会需

要的优质人才[8]。 

就业胜任力是指个体获得并胜任工作岗位的

能力，也包括求职时的心理素质和行为表现，是个

体就业能力的重要表现[9]。就业胜任力具有相对稳

定性，其水平高低是促进求职者获取工作的关键因

素，具有普适性。 

在相关学者的研究基础上，通过实证研究来分

析创新创业教育对大学生就业胜任力的影响，通过

对创新创业教育和就业胜任力特征维度的识别，构

筑了就业胜任力模型。以创新创业教育为自变量，

以就业胜任力为因变量，将创新创业教育分为创新

创业认知教育和创新创业实践教育两个维度，就业

胜任力分为适应能力、自我管理能力、共感能力、

结构化思考能力四个维度，以就业胜任力来衡量创

新创业教育的有效性。通过对创新创业教育与就业

胜任力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建立了以下研究假设： 

H1：大学生创新创业认知教育对就业胜任力有

着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 

H1a：大学生创新创业认知教育对适应能力有

着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 

H1b：大学生创新创业认知教育对自我管理能

力有着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 

H1c：大学生创新创业认知教育对共感能力有

着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 

H1d：大学生创新创业认知教育对要点捕捉能

力维度有着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 

H2：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教育对就业胜任力有

着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 

H2a：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教育对适应能力有

着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 

H2b：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教育对自我管理能

力有着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 

H2c：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教育对共感能力有

着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 

H2d：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教育对要点捕捉能

力维度有着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 

三、数据分析 

(一) 研究方法与测度 

本研究采用文献研究和半结构访谈法，参考国

内外文献粗编了《创新创业教育对就业胜任力的研

究假设问卷》。设计了基本信息、创新创业教育就

业胜任力二个部分，将创新创业教育和就业胜任力

各个维度按关键词扩展，使创新创业教育由 2 个维

度扩展后形成 7 个题目项，就业胜任力由 4 个维度

扩展后得到 26 个题目项。使用 Likert 五级计分法，

从“非常不符合”到“非常符合”依次记 1 到 5 分，

题项正向计分。 

(二) 样本描述 

采用问卷调查法对河北省高校大学生进行调

查。在发放的 500 份问卷中，回收有效问卷 490 份，

有效率为 98%。用描述性统计方法分析问卷的个人

信息后，得到了被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本次调查

对象主要为大学本科在读生，男女人数分别占总人

数的 47.96%和 52.04%，年级分布为大二、大三较

多，大一、大四相对较少，专业分布主要集中在工

科类、理科类和管理类，对所属农村的学生调查比

例要高于城镇所属的学生，占 67.8%。基于以上信息，

本文认为所选样本具有代表性，有深入研究的意义。 

(三) 统计分析 

本研究的数据主要来自问卷调查，将获得的有

效问卷分为两部分，取其中的 120 份做探索性因素

分析，剩余的 370 份做验证性因素分析。在探索性

因素分析前，首先对创新创业教育和就业胜任力进

行了 KMO 抽样适当性检验，结果显示，KMO 指数

分别为 0.711、0.850，数据表明同一维度下变量之

间有共性因子；然后又进行了 Bartlett 球形检验，

检验值均为 0.000，结果显示变量之间存在共同因

子，数据适合做探索性因子分析。在探索性因素分

析中，使用 SPSS24.0 软件，运用主成分分析和最

大方差旋转后的成分矩阵对问卷进行分析，对特征

根大于 1 而因素负载小于 0.5 的题项进行删除，其

中创新创业认知教育的一个题项因素负载为 0.424，

应该剔除，就业胜任力四个题项负载小于 0.500，

应该剔除，剔除后保留 28 个题项。通过总方差解

释提取公共因子方差发现，创新创业教育这一维度

有两个公共因子，就业胜任力这一维度有四个公共

因子。 

为了验证问卷是否符合原理结构，对剩余的

370 份问卷进行了验证性分析，运用 AMOS 软件，

获得相应维度的拟合指标图和拟合指标数据如  

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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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创新创业教育拟合指标表 

拟合指数 CMIN\DF GFI RMR RMSEA NFI TLI CFI AIC CAIC 

结果 3.457 0.976 0.044 0.082 0.968 0.956 0.977 53.655 117.530 

 

表 1 的数据表明，创新创业教育的 GFI、NFI、

TLI、CFI 的值都大于 0.900，RMSEA 的值为 0.082；

信息指数 AIC、CAIC 分别为 53.655 和 117.530。 

表 2 的数据表明，就业胜任力的 GFI、NFI 的

值都大于0.800，TLI、CFI的值都大于0.900，RMSEA

的值小于 0.800；信息指数 AIC、CAIC 分别为

700.836 和 946.511。 

 
 

表 2  就业胜任力的拟合指标表 

拟合指数 CMIN\DF GFI RMR RMSEA NFI TLI CFI AIC CAIC 

结果 2.960 0.868 0.040 0.073 0.898 0.920 0.930 700.836 946.511 

 

通过以上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各项指数基本符

合要求，说明该模型的验证拟合指数良好，即该问

卷的结构效度较好，可以编制正式问卷。 

对于正式问卷，首先进行了效度检验和信度检

验。对于效度检验，表 3 数据表明，创新创业教育

的效度为 0.832，接近 1。 

 

表 3  创新创业教育 KMO 和巴特利特检验 

KMO 取样适切性量数 0.832 

巴特利特球形度检验 

近似卡方 1 752.914 

自由度 15 

显著性 0.000 

 

通过对就业胜任力KMO和巴利特检验表明(见

表 4)，就业胜任力量表效度为 0.953，也接近 1，且

显著性水平均为 0.000，表明问卷信度良好。 

 

表 4  就业胜任力 KMO 和巴特利特检验 

KMO 取样适切性量数 0.953 

巴特利特球形度检验 

近似卡方 5 749.269 

自由度 231 

显著性 0.000 

 

通过对创新创业教育可靠性分析(见表 5)，通过

对问卷的信度检验，创新创业教育的效度为 0.863，

大于 0.8。 

 

表 5  创新创业教育可靠性分析 

克隆巴赫 Alpha 基于标准化项的克隆巴赫 Alpha 项数 

0.866 0.863 6 

通过对就业胜任力的可靠性分析(见表 6)，就业

胜任力的信度为 0.957，也大于 0.8，表明效度良好。 
 

表 6  就业胜任力的可靠性分析 

克隆巴赫 Alpha 基于标准化项的克隆巴赫 Alpha 项数 

0.957 0.957 22 

 

之后我们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创新创业教育

的总方差和就业胜任力的总方差分别进行解释，数

据显示，创新创业教育提取 2 个成分即可解释总方

差的 80.758%(见表 7)；最后根据旋转后的成分矩阵

将创新创业教育的不同因子分别命名为创新创业

认知教育和创新创业实践教育。 

 

表 7  创新创业教育的总方差解释 

成分 

初始特征值  提取载荷平方和  
旋转载荷

平方和 

总计 
方差 

百分比 

累积 

(%) 
 总计 

方差 

百分比 

累积

(%) 
 总计 

1 3.652 60.868 60.868  3.652 60.868 60.868  3.162 

2 1.192 19.891 80.758  1.193 19.891 80.758  1.683 

3 0.374 6.240 86.999       

4 0.332 5.525 92.524       

5 0.233 3.886 96.409       

6 0.215 3.591 100.000       

 

就业胜任力提取 4 个成分即可解释总方差的

68.015%(见表 8)；最后根据旋转后的成分矩阵将就

业胜任力的不同因子分别命名为适应能力、自我管

理能力、共感能力、结构化思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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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就业胜任力总方差解释 

成分 

初始特征值  提取载荷平方和  
旋转载荷

平方和 
成分 

初始特征值  提取载荷平方和  
旋转载荷

平方和 

总计 
方差 

百分比 

累积 

(%) 
 总计 

方差 

百分比 

累积 

(%) 
 总计 总计 

方差 

百分比 

累积 

(%) 
 总计 

方差 

百分比 

累积 

(%) 
 总计 

1 11.584 52.653 52.653  11.584 52.653 52.653  4.994 12 0.413 1.875 87.390       

2 1.318 5.992 58.645  1.318 5.992 58.645  3.593 13 0.366 1.662 89.051       

3 1.059 4.815 63.460  1.059 4.815 63.460  3.268 14 0.356 1.620 90.671       

4 1.002 4.555 68.015  1.002 4.555 68.015  3.158 15 0.309 1.403 92.074       

5 0.744 3.380 71.395       16 0.293 1.334 93.408       

6 0.625 2.841 74.236       17 0.284 1.291 94.699       

7 0.589 2.677 76.913       18 0.265 1.206 95.904       

8 0.523 2.379 79.292       19 0.248 1.127 97.031       

9 0.477 2.168 81.459       20 0.235 1.070 98.101       

10 0.456 2.071 83.531       21 0.218 0.989 99.091       

11 0.436 1.984 85.514       22 0.200 0.909 100.000       

 

此外，我们用 SPSS.24 对问卷进行了相关性分

析。适应能力、自我管理能力和结构化思考能力在

实践教育上具有显著相关性；适应、自我管理和共

感能力在认知教育上具有显著相关性(见表 9)。 

 

表 9  创新创业教育对就业胜任力的相关性量表 

  实践教育 认知教育 适应能力 自我管理能力 情绪能力 要点捕捉能力 

实践教育 

皮尔逊相关性 1 0.000 0.205** 0.234** −0.042 0.288** 

显著性(双尾)  1.000 0.000 0.000 0.348 0.000 

个案数 490 490 490 490 490 490 

认知教育 

皮尔逊相关性 0.000 1 0.124** 0.301** 0.405** 0.047 

显著性(双尾) 1.000  0.006 0.000 0.000 0.295 

个案数 490 490 490 490 490 490 

适应能力 

皮尔逊相关性 0.205** 0.124** 1 0.000 0.000 0.000 

显著性(双尾) 0.000 0.006  1.000 1.000 1.000 

个案数 490 490 490 490 490 490 

自我管理能力 

皮尔逊相关性 0.234** 0.301** 0.000 1 0.000 0.000 

显著性(双尾) 0.000 0.000 1.000  1.000 1.000 

个案数 490 490 490 490 490 490 

共感能力 

皮尔逊相关性 −0.042 0.405** 0.000 0.000 1 0.000 

显著性(双尾) 0.348 0.000 1.000 1.000  1.000 

个案数 490 490 490 490 490 490 

结构化思考能力 

皮尔逊相关性 0.288** 0.47 0.000 0.000 0.000 1 

显著性(双尾) 0.000 0.295 1.000 1.000 1.000  

个案数 490 490 490 490 490 490 

 

四、研究结论 

数据分析表明，就业胜任力量表具有较好的信

度和效度，可以合理解释创新创业教育对就业胜任

力的模型假设，为研究创新创业教育和就业教育之

间的关系提供参考。本研究揭示了创新创业教育与

就业胜任力各维度之间的关系，结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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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创新创业教育通过培养大学生的适应能

力，以提高其就业胜任力(H1a、H2a 成立) 

适应能力是一种善于根据社会生活中的变化，

及时反馈、随机应变的能力。创新创业认知教育以

大学生创新创业为导向，发挥学生的主动性，使个

体获得参与社会工作的知识和技能，培养出企业与

社会需要的人才[10]。创新创业实践教育将被动的

“填鸭式”教育转为主动获取知识、储备技能的教

育，为大学生适应社会进行前期的教育和训练，使

学生不断认识、了解、适应自身的环境，在自身的

环境中磨炼意志、完善人格、实现个体社会化，培

养出社会所需要的人才。故而，创新创业教育通过

培养大学生的适应能力来提高其就业胜任力。 

(二) 创新创业教育可以通过提高大学生的自

我管理能力，以提高其就业胜任力(H1b、H2b 成立) 

自我管理，是指个体对自身心理活动和外在表

现进行管理，最终实现自我理想的过程。面对大学

生自我管理意识淡薄、“自制力”不足的现象，创

新创新认知教育鼓励大学生主动发现、思考解决问

题，使大学生摆脱被动学习的状态，增强大学生独

立自主的意识，促使其在实践中更好管理自己。创

新创业实践教育则主要通过开展比赛、竞赛促使大

学生在团队中实现自我管理、自我发展的目标，培

养大学生主观能动性，从而提高大学生的就业能

力。综上所述，创新创业教育可以通过提高大学生

的自我管理能力进一步提高其就业胜任力。 

(三) 创新创业认知教育能够提高大学生的共

感能力，进而提高其就业胜任力(H1c 成立，H1、

H2c 不成立) 

共感能力指体会和了解当事人的感受，同时将

所接收到的信息反馈给当事人的能力。创新创业认

知教育在某些层面上为学生提供一个社会化的情

境即以合作为主要目的课堂或课下任务,在这个情

境中通过对学生合作和倾听能力的培养,使学生对

他人的情绪能够进行进一步识别和理解，进而做出

适当的反应，提高大学生的合作能力。这样看来，

创新创业认知教育提高了大学生的共感能力可以

进一步提高了大学生就业胜任力。 

(四) 创新创业实践教育可以提高大学生的结

构化思考能力，进而提高其就业胜任力(H2d 成立，

H2、H1d 不成立) 

结构化思考能力是指对待同一事物，快速抓住

事物的本质和关键，确定工作重心的能力。大学生

创新创业实践教育具有开放性、互动性等特征，通

过实践教育，大学生能够获得直接经验。在实践教

育中进行任何工作，学生首先应思考个人思维是否

具有结构性，能否整理、归纳并分类较为繁杂的事

物，并判断自己的分类标准和原则是否正确，是否

符合解决问题的方向，通过这一过程能够锻炼学生

的结构化思考能力。故而创新创业实践教育能通过

提高大学生的结构化思考能力提高就业胜任力。 

总之，创新创业教育培养了学生的创造性思

维，提高了学生思考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大学生

可以通过接受创新创业教育进行系统的学习和实

践锻炼，提高自身的适应能力、自我管理能力、共

感能力和结构化思考能力，从而提升就业胜任力，

促使自己获得并增强创业所需要的经验，提高就业

能力[8]。对全体学生进行创新创业教育可以提升就

业胜任力，进而提高大学生的就业能力，有利于促

进学生就业；对学生进行就业教育端正了大学生的

就业态度，帮助其掌握就业技巧，进而提高其就业

能力，帮助其就业。这样看来，二者具有衔接性和

联动性，也就是说创新创业教育与就业教育是相互

统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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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the employment situ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fierce with obvious 

structural unemployment phenomenon. In view of the educational system problems reflected by the maladjustment 

between college students and social development, we conducted a questionnaire survey on the undergraduates in Hebei 

Province and constructed the model hypothesis of the effect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on the 

employability of college students. Through the empirical analysis of SPSS24, Amos and other software, we find that the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can promote the employability of college students, which shows that the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can greatly improve the employability of college students. In addition, 

employment education can also improve the employ ability. For this, we have further empirical research to verify the 

unity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nd employment education. 

Key Words: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employment education; employment competency; unity; 

empirical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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