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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大学生是创新创业的生力军，培养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是缓解大学生就业压力，使其适应竞

争激烈、快速发展的社会的重要途径。运用扎根理论对访谈资料进行分析，构建了赛训体系提升大学

生创新创业能力的作用机制模型，揭示了“政、企、校”三方合力形成“赛训支撑要素”，在“赛训

支撑要素”的支撑下，“学生参训”进入“赛训体系”，提升“参赛者效用”的过程。研究发现：学

校支持、政府支持与企业参与是构成赛训支撑要素的三大前置因素；赛训支撑要素既是赛训体系形成

的动力源，也支撑了学生参训和参赛者效用的达成；赛训体系通过学生参训被持续优化完善，不断提

升参赛者效用、增强参赛者的创新创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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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赛训体系是基于国家发展战略需求，以创新

创业竞赛为平台，以解决社会和市场痛点为目

标，开展的以涵盖产品、技术、商业模式等创新

为内容的赛事训练活动[1]。赛训体系在体育界得

到较早的应用，其倡导将理论知识与实践训练相

结合，后逐步扩展到奥林匹克数学竞赛、“挑战

杯”竞赛和其他赛事。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提升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国务院颁布了

《关于进一步支持大学生创新创业的指导意见》

(国办发〔2021〕35 号文件)，提出“提升大学生

创新创业能力”，“加强大学生创新创业服务平台

建设”，“促进大学生创新创业成果转化”，“办好

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等

意见。近年来，在国家各部委的有力推动与社会

各界的大力帮助下，我国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发展

迅速，形成了比较完备的“前端培育、中端实践、

后端孵化”的赛训体系。“前端培育”包括赛事

实施前的创新创业理论培训、兴趣激发、项目培

育、能力锻炼等工作；“中端实践”包括赛事实

施过程中的项目任务实操、团队比拼和人才选拔

等工作；“后端孵化”包括赛事完成后的项目落

地与转化、人才的接续培育与就业推荐等工作。 

赛训体系对提升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具有重要

作用。与传统理论学习不同，赛训体系将理论知

识学习和创新创业实践活动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弥补了学生仅学习理论知识的局限。学生在赛训

体系的作用下，创新创业能力和综合素质可以得

到较大提升，同时，学生对参训的体验反馈又会

促进赛训体系的不断革新与完善。探索赛训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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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持续运行机理，以及学生在赛训体系的作用

下，创新创业能力的提升机制，是本文要着力研

究的内容。 

    与已有研究相比，本文采用扎根理论来研究

赛训体系提升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作用机制，

在研究方法上进行了一定拓展。运用扎根理论，

首先需要进行样本选择以确定调查对象，然后再

通过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和选择性编码进行范

畴提炼与模型建构，最后进行模型阐释。除此之

外，还需要进行理论的饱和度检验。上述尝试丰

富了赛训体系如何影响以及为什么会影响大学

生创新创业能力的研究。同时，本文借助 NVivo

软件进行扎根理论分析，能够在分析中快速回到

原始数据，减少了因剪切粘贴造成的编码遗漏。 

    二、文献综述 

    国外学者主要采用模型建构法研究了赛训

体系对提升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影响。Codrin 

Chiru、Laurentiu Tachiciu 和 Georgiana Ciuchete

对中、高等院校学生获得的商业技能和各种心

理、行为因素(风险接受、成功模式、个人动机、

自信心等)进行了分析，发现被调查学生在拥有一

些工作和商业经验时，学习和工作中会表现出对

任务有更好的理解和更出色的能力，因此，应

特别注意给学生提供更接近真实商业环境的机

会[2]。Abdul Ghafar 采用社会建构主义方法，从

商科专业学生的角度出发，对创业教育在培养学

生创新创业能力中的作用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

让学生通过互动体验接触知识是至关重要的，通

过情感体验发展学生的社会关系、领导力、创造

力和批判性思维，可以进一步培养学生的创业意

愿[3]。Nieves Arranz 等利用 Ajzen 计划行为模型
①

探究了课程活动和课外活动对大学生创业动机

和能力的影响，发现课程活动和课外活动在丰富

大学生创新创业知识、培养大学生创新创业思维

方面起到了较大作用，但在激发大学生创业意愿

和提高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方面的作用较小，因

此，高等教育机构需要提高培训水平，设计行动

导向的教学方法，设置更为灵活的互动式课程[4]。 

    国内学者们围绕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途径、

评价体系以及发展创新创业能力的影响因素展

开了研究。从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途径来看，学

者们大多认为通过学科竞赛体系能够提高大学

生的创新创业能力。学科竞赛是大学生综合运用

所学专业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实现理论向实践转

化的重要平台[5]，是创新型人才培养的一种有效

途径[6]。从创新创业能力的评价体系来看，创新

创业能力评价体系为培养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

提供了着力点。段肖阳通过指标评分、专家研

讨和指标修订，构建了一个包含 7 个二级指标和

21 个三级指标的创新创业能力评价指标体系[7]。

沈铭运用粗糙集理论和可拓理论，构建了包括创

新创业环境、教育、实践、成果 4 个一级指标，

涵盖 12 个二级指标的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评价

体系[8]。从创新创业能力的影响因素来看，创新

创业能力的影响因素很多，学者们运用利益相关

者理论、DEMATEL 法、问卷调查法、空间面板

杜宾模型等方法对创新创业能力的影响因素进

行了研究，发现实践能力和知识能力是提升大学

生创新创业能力的重要着力点[9]，体验式学习和

创业经验对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提升有积极

作用[10]。 

    综上所述，现有文献对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

途径、评价体系以及影响因素进行了比较详细的

研究，初步分析了赛训体系对提升大学生创新创

业能力的积极影响，但对赛训体系为什么能够

提升，以及如何提升大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的

相关研究还比较零散，缺乏系统性研究。既有关

于赛训体系提升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相关研

究多采用文献分析法和实证研究法，少见使用扎

根理论的研究成果。基于此，本文采用既能回答

“是什么”，也能回答“为什么”和“如何”等

问题的扎根理论方法对赛训体系提升大学生创

新创业能力的作用机制进行研究，以期阐释清楚

这些问题，为进一步优化赛训体系提供经验和理

论佐证。 

    三、研究设计 

    (一) 研究方法 

    本文旨在研究创新创业赛训体系提升大学

生创新创业能力的影响机制，鉴于国内外对赛训

体系为什么能提升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和如何

提升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作用机制的研究相

对缺乏，因此，本文采用扎根理论对该问题进行

探索性研究。扎根理论是一种自下而上建立理论

的质性研究方法，其主要宗旨是从经验资料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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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上建立理论。研究者在研究开始之前一般没有

理论假设，直接从实际观察入手，从原始资料中

归纳概括出概念及范畴，然后上升到理论。本研

究严格按照扎根理论操作流程，资料分析过程中

采用持续比较的分析思路，不断提炼和修正理

论，直至达到理论饱和。 

    (二) 数据收集与质量控制 

    本文的研究数据由综合整理二手资料和一

手资料而得。在研究之初，主要通过权威期刊论

文、企业和高校官方网站等收集整理二手资料。

为确保资料的完整性与可靠性，在此基础上，又

通过访谈获取了大量一手资料，以对二手资料进

行补充，进一步验证二手资料的可靠性。 

    本研究为详细、全面获悉受访者对创新创业

赛训体系的认知，设计了访谈提纲，通过访谈提

纲开展访谈，以获取受访者对创新创业赛训体系

认知的一手资料。访谈提纲由受访者基本信息和

访谈题目两部分构成，访谈题目的设计主要参照

国内外研究文献中已经证实的对创新创业赛训

体系产生影响或调节作用的关键因素，如企业参

与和政府支持等。为了消除访谈题目在表达上可

能存在的问题，操作人员首先选择了 6 位受访者

进行了预访谈，在此基础上继续完善访谈题目，

确定正式访谈提纲。 

    本研究采取了两种访谈方式，分别是一对一

现场访谈和电话访谈。一对一现场访谈可以深入

地获取受访者对创新创业赛训体系的情感和态

度。访谈时，允许受访者围绕访谈提纲自由发表

访谈问题以外关于创新创业赛训体系的观点和

看法。研究者根据受访者的信息表达进行不断追

问，以扩展受访者的思维和话题范围，进而全面

地挖掘更多更深层次的信息。研究者在整个深度

访谈的过程中扮演了参与性对话的角色，倾听受

访者的个人观点和想法，对受访者进行引导和追

问，并及时把偏离访谈主题的受访者重新拉回到

访谈话题。 

    (三) 调查对象的选择 

    本研究需要受访者在访谈者的引导和协助

下，对自己在参加创新创业赛训活动过程中的态

度、认知、情感和收获等进行完整表述。本研究

选择具有本科学历且参加过创新创业比赛的大

学生作为受访者，共访谈了某高校 88 位大学生，

受访者基本情况如表 1 所示，得到 5 万余字的访

谈记录。我们随机选择了 1/2 的访谈记录进行编

码分析和模型建构，另外 1/2 的访谈记录则用作

理论饱和度检验。 
 

表 1  受访者基本情况 

变量 变量描述 人数 百分比(%)

性别 
男 43 49 

女 45 51 

年龄 20～22 岁 88 100 

学历 本科 88 100 

职业 在校学生 88 100 

 

    四、结果分析 

    (一) 开放式编码 

    开放式编码是对原始访谈资料中的语句进

行分解、比较、提炼初始概念，发现范畴的过程。

一是原始语句的概念化。开放式编码首先要对原

始资料中反映的现象进行不断比较，挑选出现频

率高、具有代表性的词汇和语句，并对其进行归

纳整理，抽象成初始概念。在这一过程中，主张

使用受访者的原话作为标签并从中提取初始概

念，以避免研究人员的定向思维、主观偏见影响

研究结果。二是相似概念的范畴化。数量庞大的

初始概念中，不可避免地会存在几个或多个相似

度高的概念，因此，需要对这些概念进行重新分

类组合，把初始概念范畴化。在概念化和范畴化

的过程中，剔除了出现频次低于三次和个别在思

维逻辑上前后矛盾的初始概念(部分开放式编码

结果见表 2)。 

    编码过程是一个不断对比、不断循环的过

程，提炼的初始概念较为具体但非常零散，无法

形成理论框架。通过对受访者的访谈资料进行开

放式编码，我们共提炼出了 47 个初始概念和 19

个范畴。 

    (二) 主轴编码 

    主轴编码的任务是发现、建立并联结开放式

编码中提炼出的各个范畴之间的潜在逻辑关系

以形成主范畴。根据范畴的属性、概念层次和逻

辑关系，将 19 个范畴归纳为 7 个主范畴，分别

是企业参与、政府支持、学校支持、赛训支撑要

素、赛训体系、学生参训和参赛者效用(主轴编码

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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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部分开放式编码 

范畴 概念化 原始语句(标签) 

教育 

课程 

A060 设置了专门的辅修课程来让我了解创新创业(辅修课) 

A064 开设创新创业课程(创新创业课程) 

A137 学校会给我们开展一些实训课，就比如我们大一上的沙盘培训(实训课) 

营造创业氛围 

A015 全校范围宣传(宣传) 

A063 开设活动进行宣传，举办座谈会(座谈会) 

A134 通过学分来鼓励学生们参加这种创新专业的活动和比赛(激励机制) 

领导组织架构 

机构设置 

A029 学校设立了学生就业指导中心(就业指导中心) 

A066 成立职业发展规划和就业、创业教研室(创业教研室) 

A086 我们学校团委以及二级学院学生会设置有相应的科技创新部门(科创部) 

人员配备 

A104 配备专门的创新创业老师指导学生(专业教师) 

A150 辅导员也要负责创新创业工作(辅导员) 

A155 外聘创新创业教师(外聘教师) 

保障 

经费 

A041 大学生创业扶持基金(扶持基金) 

A090 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项目基金(项目基金) 

A120 研究生创新人才培育基金(培育基金) 

场地保障 

A012 学校会给优秀项目提供入驻众创空间的机会(众创空间) 

A110 为学生提供一个办公场所(办公室) 

A118 一些学校拥有自己的创业孵化基地(孵化基地) 

…… …… …… 

 
表 3  主轴编码 

主范畴 对应范畴 范畴的内涵 

学校支持 

教育 
学校重视创新创业教育，开设创新创业课程，提高学生创新创业意识，营造良好的

创新创业氛围 

领导组织架构 学校设置创新创业相关部门，各部门相互配合，各司其职，推动创新创业发展 

保障 学校为大学生创新创业提供场地和资金 

政府支持 
供给推动 政府在政策上大力扶持创新创业，实施更多优惠政策，在资金上大力赞助 

环境影响 政府大力建设创新创业基础设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营造良好的创新创业环境 

企业参与 
企业资源 企业提供实践平台、培训指导以及内部数据资料 

资金支持 企业为项目提供启动资金、信贷或为优秀项目提供一定的奖金 

赛训支撑 

要素 

双创教育赛训活动 双创教育讲座、培训及比赛 

双创教育实践平台 加强创新创业实践平台建设，为创业者提供实践机会 

双创教育课程体系 
以创新创业通识课程为基础、创新创业专业课程为主导，构建创新创业教育专门课

程，实现通识教育、专业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的深度融合 

双创教育师资力量 加强创新创业教师队伍专业化建设，引进校外专业教师 

学生参训 
熟悉赛训流程 了解熟悉赛训体系系列流程，包括报名、备赛、路演等 

优化赛训体系 学生的积极参训可以反作用于赛训体系，从而促使赛训体系更加系统和完善 

赛训体系 

前端培育 
聚焦培育大学生的创新创业意识，激发大学生投身创新创业的热情，锻炼大学生的

创新创业能力 

中端实践 瞄准大学生创新创业技能培养，着力提高大学生的实际动手操作能力 

后端孵化 锁定大学生创新项目的商业转化和实际应用，着力提高大学生的实际创业能力 

参赛者效用 

情感 参训者的心理素质和思维品质得到进一步加强 

知识 参训者的各方面知识得到巩固和拓展 

能力 参训者的实践能力、领导能力、人际交往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均能得到有效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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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选择性编码 

    选择性编码是从开放式编码阶段与主轴编

码阶段发掘的所有概念、范畴中发掘出核心范畴

的过程。在扎根理论研究中，要求核心范畴能够

将所有概念、范畴和主范畴概括在内，要求核

心范畴能够充分、系统地解释其他范畴，并将

这些范畴联结起来，以“故事线”的形式描绘出

主范畴之间的关系，从而构建出理论框架。本文

发现“赛训体系提升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作用

机制”这一核心范畴可以囊括其他所有的概念与

范畴。 

    从核心范畴之间的关系来看，政府、企业和

学校三方是形成赛训支撑要素的关键力量，也是

赛训支撑要素的前置影响因素。赛训支撑要素则

如同引擎，既可进一步促使赛训体系的形成，也

可以直接作用于学生，激发学生的参赛热情，还

可以直接提升参赛者效用，从而提升学生的创新

创业能力。同时，学生的每一次参训又会促进赛

训体系不断更新与完善。参赛者在赛训支撑要

素与赛训体系的共同作用下，其创新创业能力

及综合素质都会得到进一步提升。这就形成了

一个从“政、企、校”三方合力到“赛训支撑

要素”，然后在“赛训支撑要素”的支撑下，“学

生参训”进入“赛训体系”，实现“参赛者效用”

的作用过程。以此“故事线”为基础，本研究构

建和发展出了一个新的赛训体系理论构架：赛训

体系提升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作用机制模型

(见图 1)。 

 

 

图 1  赛训体系提升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作用机制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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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模型阐释 

    通过规范的扎根理论方法，本文归纳出 7 个

主范畴：学校支持、政府支持、企业参与、赛训

支撑要素、学生参训、赛训体系、参赛者效用。

从模型中可以发现，学校支持、政府支持与企业

参与是构成赛训支撑要素的三大前置影响因素；

赛训支撑要素既是赛训体系形成过程的动力源

(引擎)，也支撑了学生参训和参赛者效用的达成；

赛训体系通过学生参训不断得到优化完善，从而

实现不断提升参赛者效用的目的；参赛者的创新

创业能力、综合素质在赛训体系的作用下不断提

升。下面将对学校支持、政府支持与企业参与的

作用机制，赛训支撑要素的作用机制，学生参训

的作用机制，赛训体系的作用机制以及参赛者效

用进行阐释。 

    (一) 学校支持、政府支持与企业参与的作用

机制 

    主范畴“企业参与”“政府支持”“学校支持”

为赛训支撑要素的形成提供了来源。 

    首先，从企业参与这一前置影响因素来看，

多数受访者认为企业提供的大量资源与资金，为

双创教育提供了实践平台。这可以从受访者的代

表性观点看出来，如“A053 产教融合为高校和

企业之间搭建了一座资源共享的平台”；“A144

更高的展示舞台，大学生最后终将走出校园参加

工作，在企业搭建的这个舞台上可以让更多企业

全方位了解学生，也可以让学生听取已经工作者

的建议”；“A124 在竞赛活动中进行技术等方面

的培训”等。 

    其次，从政府支持这一前置影响因素来看，

多数受访者都不同程度地认为政府通过供给推

动和环境影响对赛训支撑要素产生了影响，如

“A122 创业担保贷款和贴息，免收有关行政事

业性收费”；“A103 政府可以提供政策法规上的

支持，比如订立鼓励创新创业的法案，可以激发

大学生的积极性，同时也保障大学生相关的权

益，让大学生安心创新创业”；“A016 强化知识

产权执法力度”等。 

    最后，从学校支持这一前置影响因素来看，

多数受访者认为学校在教育、保障和领导组织架

构方面对赛训支撑要素作出了贡献，如“A060

设置了专门的辅修课程来让我了解创新创业”；

“A029 学校设立了学生就业指导中心”；“A104

配备专门的创新创业老师指导学生”等。 

    (二) 赛训支撑要素的作用机制 

    赛训支撑要素的作用机制可以从以下三方

面来了解。 

    (1) 赛训支撑要素是赛训体系的动力源。赛

训支撑要素促进了前端培育、中端实践和后端孵

化的赛训体系形成，为赛训体系各环节提供了源

源不断的动力。这可以从受访者的代表性观点看

出来，如“A044 学校的创新创业课程体系也是

赛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A071 学校组织的

创新创业比赛是赛训体系的核心”；“A072 学校

帮助优秀项目成功孵化，这是赛训体系的后端孵

化环节”等。 

    (2) 赛训支撑要素可直接作用于学生参训，

对学生的参训过程具有积极正向作用。这可以从

受访者的代表性观点看出来，如“A011 创新创业

课程使我们参加创新创业比赛的积极性得到提

高”；“A084 老师的引导让我们对创新创业比赛

有了更多的了解，提高了我们参赛的兴趣”；

“A094 参加创新创业比赛可以加学分”等。 

    (3) 赛训支撑要素有助于提升参赛者效用。

这可以从受访者的代表性观点看出来，如“A039

创新创业课程体系可以帮助学生建立系统的创

新创业知识架构”；“A050 创新创业比赛可以锻

炼学生的创新思维和综合素养”；“A057 学校众

创空间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实践平台，让我们的实

践能力得到锻炼”等。 

    (三) 学生参训的作用机制 

    学生参训主要涵盖熟悉赛训流程和优化赛

训体系。熟悉赛训流程包括报名、备赛、路演等，

学生的积极参训可以反作用于赛训体系，从而促

使赛训体系更加系统和完善。这可以从受访者的

代表性观点看出来，如“A018 我认为在参加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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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创业竞赛的报名阶段应当先确定好项目方向、

找准社会痛点以及创新创业点，然后进行报名”；

“A005 学生参训使赛训体系各个流程更加井井

有条”；“A037 随着参赛学生的不断增多，赛训

体系内容变得更加丰富”等。 

    (四) 赛训体系的作用机制 

    通过参加创新创业比赛，参训者的情感、知

识、能力都能得到较大幅度的提升。情感方面，

参训者的心理素质因得到锻炼而变得更加健康，

意志更加坚定，思维更加活跃，这可以从受访者

的代表性观点看出来，如“A030 对于自己怯场

的缺点也有所改善”；“A017 我觉得首先是提升

了自信心”；“A117 创新创业的思维能力得到了提

升”等。知识方面，参训者的知识得到巩固与拓

展，这可以从受访者的代表性观点看出来，如

“A056 让自身的专业知识更加扎实”；“A140 了

解到了更多的专业知识”；“A023 学习到了本专

业以外的知识，例如图像设计。对这些的了解及

学习，拓宽了自己的学习方向”等。能力方面，

参训者的综合能力得到提高，这可以从受访者的

代表性观点看出来，如“A146 社会实践能力得

到了很好的提升”；“A014 提高了自己的外交能

力”；“A092 提高了自己协调各项事务工作的能

力”等。 

    六、结论与展望 

    (一) 总结结论 

    本文通过运用扎根理论对赛训体系提升大

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作用机制进行了研究，得到

以下结论：①由政府、企业和学校三方合力构成

的赛训支撑要素(引擎)为赛训体系的长期高效运

转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②赛训支撑要素包括

双创教育赛训活动、双创教育课程体系、双创教

育实践平台以及双创教育师资力量；③赛训支撑

要素有助于提升学生参训的积极性和培养参训

学生的情感、知识与能力，同时，学生参训进一

步优化了赛训体系，而赛训体系的优化完善又有

助于持续提升参赛者效用。 

    赛训体系的构建是对传统素质教育的继承

和发展。将传统教育与创新创业竞赛相结合，通

过赛训体系的前端培育、中端实践和后端孵化提

升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打破了单个组织的边

界，意味着创新创业教育不仅是一方或者两方的

事情，而是需要政府、企业、高校等多方协同努

力的事情。 

    对政府来说，一是要优化大学生创新创业环

境，降低大学生创新创业门槛，强化大学生创新

创业帮扶机制，为大学生创新创业提供有力保

障；二是要优化并落实好大学生创新创业的金融

支持政策，简化大学生创业贷款流程，提高高

校毕业生个人最高贷款额度，引导社会资本支

持大学生创新创业；三是要促进落实大学生创

新创业成果的转化，完善大学生创新创业成果

转化机制，加大对大学生创新创业成果转化的支

持力度。 

    对企业来说，一是要大力发挥龙头企业的带

动作用，为大学生创新创业提供可靠的实践平台

和数据资源；二是要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机

制，落实好大学生创新创业培训工作，联合各

高校大力举办创新创业比赛，实现以赛促学；

三是要为大学生创新创业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

对优秀大学生给予一定的奖金，激励大学生创新

创业。 

    对高校来说，一是要营造良好的创新创业氛

围，激发大学生的创新创业热情；二是要深化创

新创业课程体系改革，建立健全创新创业师资队

伍，实现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的有机结合；

三是要完善领导组织架构，设立创新创业相关组

织机构，协同推进各部门的相关工作，为大学生

创新创业保驾护航；四是要加强优秀项目后期孵

化工作，充分发挥学校众创空间的优势，实现优

秀项目的落地转化。 

    (二) 理论贡献 

    本文的理论贡献主要有以下四点：①遵循

“支撑来源→支撑要素→学生参训→赛训体 

系→参赛者效用”这一故事线，构建了赛训体

系提升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作用机制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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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廓清了赛训支撑要素和赛训体系对提升大

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影响方式和作用机制。②探

索发现了“政、企、校”三方合力是赛训支撑

要素得以建构的前提和基础，政府为赛训支撑

要素提供了宏观政策支持，企业为赛训支撑要

素提供了产业平台资源支持，而学校则为赛训

支撑要素提供了教育培养支持。③明确了赛训

支撑要素的三方作用机制，赛训支撑要素不仅

可以直接作用于赛训体系，为赛训体系的持续

高效运转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还可以直接提

高学生参训的积极性，并有助于提升参赛者情

感、知识、能力等多种效用。④学生参训除了

对参训者自身有积极正向作用外，还能促进赛

训体系的不断更新完善，学生每参加一次赛训

活动，赛训体系就会完成一次自我更新，赛训

体系每一次更新的效用最终都将在参训者身上

体现。 

    (三) 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初步揭示了赛训体系提升大学生创

新创业能力的作用机制，但也存在一些不足，有

待进一步探讨。具体表现在：①本文的访谈对象

多聚焦于某高校商科类大学生，与非商科类大学

生相比，他们对创新创业赛训活动更为熟悉，对

赛训体系具有更高的认知能力。如果将访谈样本

扩展到不同高校、涵盖商科和非商科类多专业的

大学生，可能会得到更加完善的研究结论。②本

研究运用质性研究方法对赛训体系提升大学生

创新创业能力的作用机制进行了分析。由于质性

研究方法是一种从经验性资料中建构理论的方

法，并不等同于假设检验。因此，后续研究还需

要通过大样本问卷调研进行实证研究，将质性

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从而更为科学地阐释

和验证赛训体系提升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作

用机制。 

 

注释： 

 

①  由 Ajzen 和 Fishbein 于 1980 年提出，是用来解释态度

和行为关系的理论模型，根据理性行为理论，行为源

自行为意向，而行为意向则受行为态度和主观规范的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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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on mechanism of competition training system to improve col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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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llege students are the new force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Cultivating college 

students' ability for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is an important way to ease the employment pressure of 

college students and make them adapt to the fierce competition and rapid development of modern societ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terview data with the Grounded Theory, constructs the mechanism model of the 

competition and training system to improve the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ability of college students, 

and reveals the process of “competition and training supporting elements” formed by the joint efforts of 

“government, enterprise and school”. Under the support of “competition and training supporting elements”, 

“students’ participation in training” enters the “competition and training system” and improves the 

“participant effectiveness”.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school support, government support and enterprise 

participation are the three pre-factors that constitute the supporting elements of competition and training; The 

supporting elements of competition and training are not only the power source for the formation of the 

competition and training system, but also support the achievement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students’ 

participation in training and competitors; The competition and training system is continuously optimized and 

improved through students’ participation in training, constantly improv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participants 

and enhancing their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ability. 

Key Words: competition training system; college student;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ability; action 

mechanism; Grounded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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