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4 卷第 2 期                                                       Vol.14 No.2 
2023 年 4 月                               CHUANGXIN YU CHUANGYE JIAOYU                            Apr. 2023 

 

 

乡村振兴背景下大学生社会创业胜任力评价 

 
曹蕾 1，陈曼曼 2 

 

(1.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纺织服装与艺术传媒学院，江苏苏州，215009； 

2.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会计与国贸学院，江苏苏州，215009) 

 

[摘要]  社会创业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有效手段，进一步推动乡村振兴，应当注重乡村社会创业家的培

育。大学生代表着社会中最有朝气的力量，应当成为乡村振兴的先锋。结合中国乡村振兴的创业情境，

对现阶段大学生社会创业胜任力水平展开研究，并针对现状提出培育策略建议，有助于乡村社会创业

家的培养，有效提升社会创业工作绩效，助推乡村振兴。研究以大学生社会创业实际项目为依据，构

建大学生社会创业胜任力评价指标体系，对调查结果进行定量分析，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方法对现阶段

大学生社会创业胜任力水平进行量化评估，并运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方法分析得到其中的主成分因子。

在此基础上，针对性地提出策略建议，以更有效地提升大学生社会创业胜任力水平，助推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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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社会发展已进入新的时期，这一时期我

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

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而这一

矛盾在我国乡村尤为突出。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

了乡村振兴战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乡村

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总抓手。 

    大学生代表着社会中最有朝气的力量，理应

成为乡村振兴的先锋。共青团中央于 2019 年印

发了《关于深入开展乡村振兴青春建功行动的意

见》，进一步明确了应当大力培养、凝聚、举荐

一批在乡村大施所能、大展才华、大显身手的青

年人才。新形势下，青年大学生们如何积极参与

并以有效方式助推乡村振兴等问题值得深入研

究。社会创业着力于解决社会问题，以实现社会

可持续发展，是一种兼顾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

创业方式，能够成为青年大学生参与乡村振兴的

有效途径。 

    一、乡村振兴与社会创业 

    社会创业关注“以可持续的、创新的方式探

索和开发满足社会需求的机会”[1]，其本质上是

一个社会机会创造、开发和实现的过程，只是在

机会创造过程中关注的是满足社会长期需求，在

机会开发过程中依赖于网络关系来动员社会资

源，在机会实现过程中追求社会、环境和经济三

重价值[2]。社会创业与一般创业最本质的区别为

社会创业是一种以社会价值为优先目标，又兼具

市场化运营能力的创业形式。已有学者对社会创

业赋能乡村发展的现象进行研究。这些研究指出

社会创业具备关注社会底层的特征，能够有效帮

助乡村地区解决贫困、人口流失、就业困难等问

题，社会创业推动乡村振兴就是通过社会机会识

别、开发和实现的过程来实现乡村价值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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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和获取[3−4]。因此，培育乡村社会创业家群

体，实施社会创业，能够进一步推动乡村振兴。

据此，研究总结出社会创业推动乡村振兴的机

制，见图 1。 

 

 

图 1  社会创业推动乡村振兴的机制[4] 

 

    二、社会创业胜任力 

    1973 年，哈佛大学 McClelland 教授首次提

出胜任力的概念，将其定义为：能够区分在特定

的工作岗位和组织环境中绩效水平的个人特征[5]。

此后，学者们以其为支撑构建了胜任力模型，分

析得到各种胜任特征[6]，并对各种特征进行分类，

对其权重进行实证研究[7]。还有学者对各胜任特

征进一步分析，将胜任特征分为外显性和内隐性

两大类[8]。 

    而在社会创业这一领域，Rachael 等将普通

创业者与社会创业者进行对比，发现后者在创造

能力以及风险承担和治理方面呈现出鲜明的优

势[9]。国内学者方慧通过实证构建了具有内驱力、

创造力、进取力和资本力 4 个维度的社会创业胜

任力模型[10]。苏海泉等从创业基因、机会能力、

创新能力、资源整合能力、团队建设能力 5 个维

度进一步细化指标项，构建了大学生社会创业胜

任力模型[11]。 

    在胜任力模型研究领域，国内外理论研究相

对完善，但关于社会创业视角下的胜任力模型构

建的研究还较为局限。此外，不同创业情境也会

对创业者应具备的胜任力有不同的要求。结合中

国乡村的现实情境，社会创业是实现乡村振兴的

有效手段，以大学生这一群体为研究对象构建社

会创业胜任力评价指标体系，有助于乡村社会创

业家的培养，能够有效提升社会创业工作绩效，

助推乡村振兴。 

    三、基于社会创业实际案例对大学生社会创

业胜任力评价指标进行分析 

    2017 年，第三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

新创业大赛期间，“青年红色筑梦之旅”作为同

期活动首次开展。活动旨在鼓励广大青年扎根

中国大地，走进革命老区、贫困地区了解国情

民情，用创新创业成果服务乡村振兴战略，在

艰苦奋斗中锤炼意志品质。截至 2021 年，共产

生了 98 万个创新创业项目，对接农户 255 万余

户，将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与乡村振兴紧密结合

起来。 

    文章选取第七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

生创新创业大赛总决赛“青年红色筑梦之旅”

赛道金奖项目(见表 1)对现有的大学生社会创业

过程进行分析，项目涵盖中国乡村最迫切的生

产、生态、生活、文化等领域。 

    基于刘志阳等提出的社会创业推动乡村振

兴的机制[4]，结合仲理峰等研究得到的被广泛认

可的胜任特征量表[6]、廖云霞整理归纳的创业胜

任力要素库[7]和苏海泉等构建的大学生社会创业

胜任力模型(主要包括创业基因、机会能力、创新

能力、资源整合能力、团队建设能力)[11]，对以上

社会创业项目案例中社会创业者具备的能力素

质进行分析，得到社会创业实施过程中创业者应

具备的能力素质(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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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项目案例概述 

项目 领域 项目概述 

银巢未来 生活、文化 

项目搭建一站式服务平台，将线上线下活动合为一体，将老年人从传统上的被服务者转变

为服务者，在服务他人的过程中实现自我价值，实现积极养老，致力于实现“老骥伏枥助

老有所为，老幼相持促老有所乐”的新型养老模式 

国瑞葡 生产 

传统的葡萄栽培需扎根土地，地域空间限制等问题会严重影响栽培效率、果实品质。项目

首创根域限制模式，颠覆了果树只能扎根土地的认知，服务于边穷地区，实现中国果树领

域的升级换代 

生态治理革新者 生态 

项目主要在国内不同地区实施盐碱地生态修复，并在修复后导入可持续生态产业。项目基

于三大核心技术：生态界面修复新材料、微生物包埋块和种子丸粒化包衣，将盐碱地打造

为牧草基地、海水稻耕地等多种生态产业模式 

 

表 2  社会创业者能力素质分析 

创业阶段 项目 具体表现 能力特质 

社会 

机会 

识别 

银巢未来 

项目负责人观察了解到当代老年人很多都存在生活冷清、孤寂的情况，他们存

在精神层面的极度渴望，而现有的养老服务无法满足这一需求。同时，老年人

群体这类资深公民的能力和经验还有待挖掘 社会责任感、

资 源 识 别 能

力、机会洞察

力、行业知识、

商业知识 

国瑞葡 

鲜食葡萄是我国果树产业的支柱。传统的葡萄栽培需扎根土地，地域空间限制

等问题会严重影响栽培效率、果实品质。老少边穷地区常年受限于此，无法获

得长足发展。 

生态治理革

新者 

人类活动的干扰使得生态系统被破坏，引发了一系列生态危机。而早期的生态

修复往往依靠大量的人工种植，费时费力。亟需寻找有效途径缩短生态修复周

期，并推动技术的产业化和规模化发展 

社会 

机会 

开发 

银巢未来 

对资深公民的能力和经验进行评估，在此基础上发布信息、搭建平台、对接需

求、打造产品，同时，打造全方位适老空间，提供积极养老一站式服务。最初，

项目一度不被看好，并且，注册过程也异常艰辛。项目多次参加赛事并获奖，

负责人的母校也为项目提供建议与资源对接，最终取得项目营业执照，并获得

当地民政局的创投资金 

社会创业的激

情、成就动机、

高逆商、具备

公益理想、机

会把握力、机

会执行力、商

业知识、行业

知识、学习能

力、创造能力、

坚韧品质、构

建 人 脉 的 能

力、资源识别

能力、资源获

取能力、资源

配置能力 

国瑞葡 

项目突破了果树只能扎根土地的传统栽培技术限制，引种驯化新品种，结合抛

荒退化土地联合集中托管模式，使用个性化土壤修复剂，从根本上突破栽培瓶

颈。团队技术成果、国家专利达百余项，借助上海交大这一平台和先进栽培、

育种成果，实现中国果树领域全面升级换代 

生态治理革

新者 

项目开发了一种可降解的复合纤维材料，将该材料覆盖于生态受损区域，经过

一定时间自然条件的作用，植物将焕发生机，而该材料将会发生降解。相比传

统技术，新的技术体系缩短修复周期，降低修复成本。技术研发成功后，团队

通过参加创业比赛提升企业知名度、市场接受度，拓展商业渠道和资源 

社会 

机会 

实现 

银巢未来 

项目团队已建立了 46 家社区基地，并与宁波老年大学合作创办宁波市老年大

学银巢分校。银巢还通过开设“繁星文社”，为外来务工子女提供艺术文化服

务(远低于市场价)，实现了项目的自我造血。目前银巢的项目收入中政府购买

服务的总占比逐渐减少，以社会买单为主导 
社会责任感、

具 备 公 益 理

想、成就动机、

商业知识、资

源维护能力、

创造能力 

国瑞葡 

技术已在 27 省推广施行，助推扶贫事业，培养输送栽培领域人才，完成边穷

地区技术优化、土地抛荒区域集中托管等。此外，项目团队还研发新品种、宣

传葡萄酒文化。公司的主要营收来源于葡萄酒销售，而这些酿酒所用的葡萄，

来自项目团队扶持合作的全国 27 个生产基地 

生态治理革

新者 

目前，项目已成功在新疆伊犁盐碱地、河北草地、平湖海岸带和上海、江苏城

市河道与湿地公园等区域成功运用。在国内顺利进行了 2700 亩规模的治理和

产业打造，每千亩带动就业约 50 人，亩均增收可达 2500 元，年人均增收逾 2

万元，为乡村振兴塑造了一种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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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得到一个较为完整的大

学生社会创业助推乡村振兴的能力评价体系，包

括 18 个指标：社会责任感、资源识别能力、机

会洞察力、行业知识、商业知识、社会创业的激

情、成就动机、高逆商、具备公益理想、机会把

握力、机会执行力、学习能力、创造能力、坚韧

品质、构建人脉的能力、资源获取能力、资源配

置能力、资源维护能力。在此基础上，对目前大

学生社会创业胜任力水平展开调查。 

    四、大学生社会创业胜任力评价分析 

    基于对上述创业项目分析得到的 18 个大学

生社会创业评价指标设计问卷题项，采用 5 级李

克特梯度量表采集当代大学生在各个评价指标

项上的状态，对调查结果分析以得到当前大学生

实施社会创业的能力状况，并针对性地提出改善

大学生社会创业能力的措施建议。选取苏州地区

的苏州科技大学、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苏州

市职业大学等院校随机选取学生进行抽样调查，

共发放问卷 975 份，通过筛选排除无效问卷 15

份，共得到有效问卷 960 份，有效率为 98.5%，

符合问卷统计的标准。在此基础上，汇总问卷数

据并进行数据分析。 

    (一) 信度与效度分析 

    为考察量表所测结果的稳定性和一致性，对

问卷结果进行信度分析，得到所构建的总量表以

及相应的指标变量的克隆巴赫系数。经检验，总

量表的 Cronbach’s alpha 系数为 0.969，说明该问

卷的信度非常好。 

    问卷的效度分析是指基于主成分因子分析

得到问卷量表的有效性与正确性。 

 

表 3  KMO 和 Bartlett 的检验 

KMO 值 0.962 

Bartlett 球形度检验 

近似卡方 18 756.532 

df 153.000 

P 0.000*** 

注：***代表通过 5%的显著性检验。 

 

    表 3 结果显示，KMO 测度值为 0.962，表明

模型适合做因子分析，同时，Bartlett 球形度检验

的 P 值为 0.000，水平上呈现显著性，则可以做

主成分分析。KMO 检验和 Bartlett 球形度检验的

结果显示量表效度较好。 

    (二) 模糊综合评价法的运用 

    模糊综合评价是指借助模糊数学的原理，将

一些边界不够清晰的因素定量化，进而开展综合

性评价。在评价大学生社会创业胜任力的过程中

可能出现多个影响因素，每个影响因素对大学生

社会创业胜任力评价产生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模

糊特征，无法进行精准的量化评估，因此，可以

采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对影响大学生进行社会创

业的各项能力因素进行量化评估。 

    文章将影响大学生进行社会创业的各项能

力因素的评判结果构成的集合设置为｛很不符

合，不符合，一般，符合，很符合｝，并对问卷

的结果进行汇总分析。使用熵权法计算得到 18

个评价指标的权重：社会创业的激情权重值为

0.057 3，成就动机权重值为 0.055 1，社会责任感

权重值为 0.054 4，高逆商权重值为 0.057 0，公

益理想权重值为 0.053 2，机会洞察力权重值为

0.055 5，机会把握力权重值为 0.057 5，机会执行

力权重值为 0.052 4，商业知识权重值为 0.049 7，

行业知识权重值为 0.052 7，学习能力权重值为

0.06，创造能力权重值为 0.061 4，坚韧品质权重

值为 0.054 1，构建人脉的能力权重值为 0.051 6，

资源识别能力权重值为 0.056 7，资源获取能力权

重值为 0.057 8，资源配置能力权重值为 0.057 6，

资源维护能力权重值为 0.055 9。 

    针对各指标与评语集进行模糊综合评价，使

用加权平均型算子进行研究，通过以上熵权法得

到评价指标权重向量，构建出权重判断矩阵，最

终分析得到 5 个评语集隶属度，见表 4。 
 

表 4  评语集隶属度 

 很不符合 不符合 一般 符合 很符合 

隶属度 0.014 0 0.052 8 0.491 3 0.334 2 0.107 7 

 

    五个评语{很不符合，不符合，一般，符合，

很符合}分别赋 1、2、3、4、5 分，计算得出综

合得分值是 3.469 分，综合得分介于“一般”和

“符合”之间。模拟综合评价的结果显示，大学

生社会创业胜任力目前处于中等偏上的水平，该

数据是对当代大学生目前从事社会创业助推乡

村振兴的能力水平的一个初步的评价。但分析过

程中发现各项指标的权重也相对均衡，因此，有

必要针对现有数据进行因子分析提取特征，以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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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区分度地看待大学生社会创业胜任力的各项

指标，了解当前大学生社会创业胜任力发展不均

衡之处。 

    (三) 因子分析法的运用 

    因子分析主要是考虑各指标之间的相互关

系，利用降维方法将多个指标转换为少数几个互

不相关的变量，转换后的变量称之为主成分，转

换后能够显示出比较客观的权重。此处评价大学

生社会创业胜任力的指标有 18 个，采用因子分

析可以用少数主成分(综合指标)代替原来的指

标，得到主成分的评价值，以提出更有针对性的

提升大学生社会创业胜任力水平的策略建议。 

    根据上文对数据进行适用性检验的结果，对

特征根与方差贡献率进行计算，结果显示，在主

成分为 3 个时，变量解释的特征根低于 1，变量解

释的贡献率达到 0.783，因此共提取 2 个主成分。 

    为得到成分明确的因子含义，将因子载荷矩

阵进行最大方差法旋转，得到矩阵如表 5 所示。 

 

表 5  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 

 
因子载荷系数 共同度 

(公因子

方差) 因子 1 因子 2 

您具备社会创业的激情 0.564 0.533 0.603 

您愿意追求您认为较为重要

且有价值的工作，并努力实

现完美状态(成就动机) 

0.207 0.811 0.701 

您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0.164 0.861 0.768 

面对挫折和困境，您具备较

强的应对能力(高逆商) 
0.449 0.729 0.733 

您拥有公益理想 0.322 0.763 0.686 

您具备洞察机会的能力 0.512 0.683 0.728 

您具备把握机会的能力 0.515 0.689 0.739 

面对机会，您具备较强的执

行力 
0.464 0.716 0.727 

您具备丰富的商业知识 0.860 0.192 0.776 

您具备丰富的行业知识 0.876 0.181 0.800 

您具备资源维护的能力 0.773 0.430 0.782 

您具备较强的学习能力 0.620 0.563 0.701 

您具备较强的创造能力 0.742 0.442 0.746 

您具备坚韧的品质 0.510 0.646 0.677 

您具备构建人脉的能力 0.735 0.437 0.732 

您具备资源识别的能力 0.782 0.445 0.809 

您具备资源获取的能力 0.803 0.414 0.816 

您具备资源配置的能力 0.819 0.391 0.823 

    由表 5 可知，社会创业的激情、丰富的商业

知识、丰富的行业知识、较强的学习能力、较强

的创造能力、构建人脉的能力、资源识别的能力、

资源获取的能力、资源配置的能力、资源维护的

能力这 10 个指标内有较强的关联性，可归为因

子 1，这 10 个指标反映了被调查者识别与开发资

源并进行社会创新的能力，更多地代表一种外显

型能力，因此把因子 1 命名为“外显型社会创业

能力水平因子”；因子 2 在成就动机、社会责任

感、高逆商、公益理想、洞察机会的能力、把握

机会的能力、较强的执行力、坚韧的品质这 8 个

指标上有较大的载荷，说明这 8 个指标间有较强

的关联性，主要反映了被调查者察觉社会问题并

识别社会创业机会的能力，是一种内隐型能力，

因此把因子 2 命名为“内隐型社会创业能力水平

因子”。 

    计算各因子得分，得到旋转后的因子得分

表达式(X1：社会创业的激情，X2：成就动机，

X3：社会责任感，X4：高逆商，X5：公益理想，

X6：机会洞察力，X7：机会把握力，X8：机会执

行力，X9：商业知识，X10：行业知识，X11：资

源维护能力，X12：学习能力，X13：创造能力，

X14：坚韧品质，X15：构建人脉的能力，X16：资

源识别能力，X17：资源获取能力，X18：资源配

置能力)： 

F1=0.041×X1−0.172×X2−0.202×X3− 

0.060×X4−0.116×X5−0.024×X6−0.025×X7− 

0.051×X8+0.250×X9+0.259×X10+0.146×X11+ 

0.051×X12+0.131×X13−0.013×X14+0.131×X15+ 

0.145×X16+0.162×X17+0.174×X18； 

F2=0.052×X1+0.277×X2+0.311×X3+ 

0.169×X4+0.222×X5+0.131×X6+0.133×X7+ 

0.159×X8−0.180×X9−0.189×X10−0.054×X11+ 

0.048×X12−0.039×X13+0.116×X14−0.039×X15− 

0.050×X16−0.069×X17−0.084×X18； 

    由上可以得到：F=(0.400/0.742)×F1+(0.342/ 

0.742)×F2。 

    由此可得到测算大学生社会创业胜任力的

模型，可用于大学生实施社会创业时估算自身能

力以及可行性。通过模型，还可以观察得到因子

1 较因子 2 权重高，因此，有必要进行因子 1 和

因子 2 的总体评价，以更全面地了解大学生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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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胜任力的薄弱之处。 

    运用上文提到的模糊综合评价法对因子 1 和

因子 2 进行综合评价，得到两个因子的综合评价

值，见表 6。 

 

表 6  因子 1 和因子 2 的评语集隶属度 

 很不符合 不符合 一般 符合 很符合 

因子 1 

隶属度 
0.017 2 0.079 7 0.554 3 0.266 1 0.082 6 

因子 2 

隶属度 
0.009 9 0.018 3 0.410 9 0.421 1 0.139 8 

 

    五个评语{很不符合，不符合，一般，符合，

很符合}同样分别赋 1、2、3、4、5 分，计算得

出因子 1 的综合得分值是 3.317 分，因子 2 的综

合得分值是 3.663 分。 

    综上，“外显型社会创业能力水平因子”权

重较高，但整体评价值却低于“内隐型社会创业

能力水平因子”。同时，通过指标分析可以发现，

学习能力、商业知识等外显型指标可以通过一段

时间的锻炼培育获得提升，而坚韧品质、社会责

任感等内隐型因子则与个人成长经历等相关，需

要生活环境、成长经历等长期潜移默化的影响。

对于高校而言，有针对性地改善“外显型社会创

业能力水平因子”中的各项指标将更有效、快速

地提升当代大学生社会创业胜任力水平，“内隐

型社会创业能力水平因子”则需要学校、社会、

家庭各方长期的培育。 

    五、结论与建议 

    乡村价值的发现、创造和获取可以通过社会

机会的识别、开发和实现，也就是通过社会创业

来完成，而大学生作为时代发展的生力军，应当

成为乡村振兴的中坚力量，培育大学生实施社会

创业是助推乡村振兴的有力举措。 

    本研究结合大学生社会创业实际案例分析

得到大学生社会创业胜任力的评价指标体系，在

此基础上开展调研，分析得到现阶段大学生社会

创业胜任力水平处于中等偏上的状态，如果能够

有效开展培育工作，将会为乡村振兴培养出一批

源源不断的青春力量。 

    根据因子分析结果，得到一套大学生社会创

业胜任力的评价范式，可用于大学生实施社会创

业的可行性评价等，结合“外显型社会创业能力

水平因子”和“内隐型社会创业能力水平因

子”的构成指标及其内涵，针对大学生社会创业

胜任力的改善提出相应策略建议。 

    针对外显型社会创业能力而言，权重较高的

指标有社会创业的激情、较强的学习能力、较强

的创造能力、资源识别的能力、资源获取的能力、

资源配置的能力、资源维护的能力。高校在双创

课堂教育中要注重工商融合并让每个同学都加

入团队组建、项目演练中去，以提升他们的主动

学习能力、创造能力、社交能力等。此外，充分

利用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互联网+”与“挑

战杯”等各类赛事，在实践中激发学生的创业热

情。同时，加强“双创”师资队伍建设，不断引

入校外“双创”名师与创业企业家，为学生“双

创”对接资源、注入活力；引导成熟的创新创业

项目工商注册、孵化落地，提供相应政策咨询。

此外，注重专业课程、“双创”课程、第二课堂

的资源融通，将理论与实践进一步结合，构建实

践育人共同体，使得大创训练计划、志愿服务、

走近乡村观察实践等有机结合，让学生在专业学

习过程中了解理论知识在实际生产中的应用价

值，在这一过程中激发大学生社会创业的激情，

增加创新创业的经验，提升自身能力。 

    针对内隐型社会创业能力而言，权重相对较

高的指标有成就动机、高逆商、洞察机会的能力、

把握机会的能力、社会责任感，这些特征的培育

需要家庭、社会、学校的共同努力。要理解基于

中国国情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首先就需要扎根

中国大地了解国情民情，学生所处的家庭生活环

境、社会各界的声音、学校教学的知识思想都会

对其社会责任感的养成等产生一定的影响，家

庭、家人需在其日常生活中重视社会责任感、高

逆商的培养；其次，学校除合理安排志愿服务、

走近乡村开展观察实践外，需要加强课程思政的

渗透作用，将红色基因融入课程学习中；最后，

学生应通过学习实践加强自身修养、锤炼意志品

质，如在党史学习、劳动教育中做到“学思践悟”，

在志愿服务、走进乡村观察等活动中做到体悟乡

情民情，识别乡村机会或价值，并了解乡村价值

的挖掘与实现之于乡村振兴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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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is an effective means to achieve rural revitalization. To further promote 

rural revitalization,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cultivation of rural social entrepreneurs. College students 

represent the most active and dynamic force in society and they should become the new force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the new era. Combined with the entrepreneurial situa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China,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social entrepreneurial competence of college students at the present stage. 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situation, the cultivation strategy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which will help to cultivate rural 

social entrepreneurs,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performance of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and promote rural 

revitalization. Based on the actual project cases of college students’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constructs an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college students’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competence, 

and carries out investigation on this basis. The survey results are analyzed quantitatively, and the fuzzy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method is used to quantitatively evaluate the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competency 

level of college students at this stage. On this basi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argeted strategic suggestions to 

more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competency level of college students and promote th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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