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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大学生是创新创业的主力军，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增值评价成为新时代创新创业教育评价改

革的热点，开发与设计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增值评价体系迫在眉睫。首先，在研究述评基础上，基于

阿斯汀 IEO 理论模型，从“输入—环境—输出”框架出发，开发包括学生个体因素(I)、学校环境因素

(E)和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O)在内的增值评价体系；其次，通过因子分析，确认了大学生创新创业能

力影响因素包括学生个体因素和学校环境因素 2 个一级指标和 14 个二级指标，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

包括创业管理能力、创新创意能力、创业能力和创业危机应对能力 4 个一级指标和 30 个二级指标；

最后，在相关分析基础上，设计出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增值评价体系。该研究为各高校开展大学生创

新创业能力增值评价，深化新时代创新创业教育评价改革提供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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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深化高等学校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明确了高校创新

创业教育改革总目标为“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明

显增强”。2020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深

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提出了“强化

过程评价，探索增值评价”。增值评价缘何而来？

20 世纪 70 年代，为了科学、全面地评价学校教

育效能，在美国“科尔曼报告”影响下，增值评

价研究逐渐兴起。80 年代，Sanders 等将增值评

价理念运用于学生学业评价之中。高等教育的

“增值”是指大学教育对学生学业成就及毕业后

工作、生活所带来的影响[1]。增值评价则是通过

监测大学生学习成果及增值幅度，将大学对学生

发展的影响从诸多因素中分离出来，评价大学

对学生的影响力，估测不同区域、时段、课程

的学校教育效能及差异[2]，是一种绿色的发展性

评价[3]，是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的重要方向[4]。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

第一动力，要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大学生是新时代极其重要的创新创业人

才，科学评价大学生在校期间的创新创业能力发

展变化水平至关重要，而开发和设计增值评价体

系则是开展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增值评价的基

础和前提。 

    一、文献研究述评 

    开发与设计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增值评价

体系，需要明确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内涵与结

构，掌握其测量方法，挖掘其影响因素，如学生

因素、学校因素等，进而在此基础上进行增值评

价体系开发与设计。①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内

涵、结构与测量。创新创业能力是一种兼具创新、

实践和创业潜能的综合能力[5]，包括基本创业能

力、核心创业能力和社会应对能力[6]。国外学者

从创业者技能要素和创业自我效能结构方面[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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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学者从创新能力、创业意识、创业能力和创

业管理能力[8]，创业精神、创新意愿、创业技能

和创新技能[9]，创新创业环境、创新创业意识、

创新创业知识及实践[10]等方面对大学生创新创

业能力构成进行了研究。②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

影响因素。一是学生因素，包括人口学变量[11]，

成就需要、冒险倾向和自主性[12]，创业经验[13]

及家庭社会经济状况[14]；二是学校因素，如创新

创业课程、活动、比赛与社团等[15]，学校层次与

类型[16]；三是社会因素，如数智技术对大学生创

新创业能力的影响[17]。目前，国内外尚未对大学

生创新创业能力增值评价体系进行开发和设计，

上述研究为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增值评价体系

的开发与设计打下了良好基础。  

    二、基于 IEO 模型的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增

值评价体系开发 

    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增值评价体系开发需

要一定的理论与实践基础。阿斯汀(Astin)在对资

源理论和个性化理论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

以促进高校大学生发展为核心目的的“输入—环

境—输出”模型(Input-Environment-Output model，

IEO)，其中，“输入”是指影响学业成就的学生

个体特征、学前经历和家庭背景等[18]，“环境”

指学校组织特征、培养计划、政策制度和文化氛

围等，“输出”指接受学校教育后学生的知识、

能力、行为与人格等，学生的“输入”和学校的

“环境”共同影响学生学业成就的“输出”[19]。

IEO 模型是较早且具有较强影响力的增值评价基

础模型，认为高等教育“输出”是“输入”与“环

境”相互作用的结果[20]。在 IEO 理论模型影响下，

20 世纪 80 年代，欧洲部分国家学者开始研究学

生学业成就测量方法，将学校因素与其他不可控

因素区分开，研究学校对学生的“净”影响，如

基于学校层面和学生层面因素，开展学生学业成

就增值评价研究[21]。我国部分学者也基于 IEO 理

论模型开展了学生学业成就的增值评价研究。赵

仲博指出，增值评价体系就是构建教育环境下投

入和产出的基本结构，并将学生、学校层面影响

因素与学生发展结合起来，设计学生的课程效能

增值评价体系[22]；马晓强等通过建立包含学校和

学生层次指标的两水平分析模型，研究学校对学

生学业成就增值的影响[23]；张青根和沈红基于

IEO 模型，从学校层级、学科类别和学生特点、

背景出发，对大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增值效应进

行评价[24]；马富萍等基于 IEO 模型开展了大学生

创新能力影响因素组态研究[25]。关于 IEO 模型的

理论与实践研究为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增值评

价体系的开发提供了重要支撑。 

    基于 IEO 模型，结合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及

影响因素研究成果，从“输入−环境−输出”框架

出发，本研究开发了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增值评

价体系(见图 1)。首先，“输入”(Input)即“学生

投入”，指学生层面影响创新创业能力的因素，

包括新生入学或接受教育前已具备的知识技能、

创业经验、社团工作、实习经历和家庭背景；其

次，“环境”(Environment)即“大学创新创业教育

情境”，指学校层面影响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

因素，包括大学生创新创业课程、创新创业活动、

创新创业比赛和创新创业社团；最后，“输出”

(Output)即“学生产出”，指接受学校创新创业教

育后的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包括创业能力、创

新创意能力、创业管理能力和创业危机应对能

力。基于 IEO 模型的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增值评

价体系体现了“输出”是“输入”与“环境”相

互作用的结果，为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增值评价

打下了坚实基础。 
 

 
图 1  基于 IEO 模型的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增值评价体系开发  



理论研究                            房宏君，张爽：基于 IEO 模型的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增值评价体系开发与设计 

 

29

 

    三、基于 IEO 模型的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增

值评价体系设计 

    基于 IEO模型的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增值评

价体系设计主要通过“评价体系构建”“评价体

系检验”和“相关性检验”3 个阶段进行，即在

国内外相关研究基础上，建立大学生创新创业能

力及其影响因素评价体系，开发相应量表，利用

SPSS21.0 软件对调研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开展评

价体系检验，并结合相关分析结果设计大学生创

新创业能力增值评价体系。本次调研面向国内普

通高校，调研地区涉及北京、上海 2 个直辖市和

浙江、河南、黑龙江 3 个省，共发放调研问卷 120

份，回收有效问卷 111 份，有效问卷回收率达

92.5%。在调研样本中，男生占 70.8%，女生占

29.2%；在年级构成方面，2019 级学生占 2.6%，

2020 级学生占 1.9%，2021 级学生占 61.1%，2022

级学生占 34.4%；在学科结构方面，文科类学生

占 89.6%，工科类学生占 8.4%，理科类学生占

2.0%。调研问卷题项采用李克特五点量表法进行

赋分，每个问题的选项 1、2、3、4、5 分别代表

“完全不符合”“不太符合”“基本符合”“比较

符合”和“完全符合”。 

    (一) 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影响因素评价体

系构建与检验 

    1. 评价体系构建 

    基于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影响因素研究成

果，初步建立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影响因素评价

体系：①体现学生初始投入(Input)的学生层因素，

一级指标包括知识技能、创业经验、社团工作、

实习经历和家庭背景 5 个，二级指标包括 7 个，

见表 1 ； ②体现 学 校创新 创 业教育 环 境

(Environment)的学校层因素，一级指标包括创新

创业课程、创新创业活动、创新创业比赛和创新

创业社团 4 个，二级指标包括 7 个，见表 1。 

    2. 评价体系检验 

    依据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影响因素评价体

系，开发出相应的测量量表。在信度分析方面，

Cronbach’s α系数为 0.906，表明量表内部一致性

较好；在效度分析方面，KMO值为 0.887，Bartlett

球形检验近似卡方值为 1 150.716，p值为 0.000，

达到显著性水平，适合开展主成分因子分析。得

到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影响因素旋转后因子载

荷(见表 1)，共计获取 2 个因子，累积解释总方差

65.64%。 

    在表 1 中，第一个公共因子包括学生的创

新创业经验、创新创业技能、创新创业知识和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家庭成员支持创业、参加

创新创业学生社团、实习或兼职经历 7 项指标，

为学生个体层面因素，命名为学生影响因素；

第二个公共因子包括学校组织学生参加创新创

业大赛、支持学生开展创新创业实践或活动、

开设创新创业课程、开展创新创业讲座或论坛、 
 

表 1  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影响因素旋转因子载荷表 

题项 
成分 

1 2 

学生投入 

(Input) 

您拥有一定的创新创业经验 0.789  

您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高 0.751  

您参加了创新创业学生社团 0.745  

您具备一定的创新创业技能 0.737  

您的家庭成员支持您创业 0.659  

您拥有一定的创新创业知识 0.612  

您具有一定的实习或兼职经历 0.512  

学校环境 

(Environment) 

学校组织大学生参加创新创业大赛  0.905 

学校拥有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师资力量  0.897 

学校支持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或积极开展创新创业活动  0.882 

学校开设了大学生创新创业课程  0.881 

学校举办大学生创新创业讲座或论坛  0.844 

学校拥有良好的大学生创新创业氛围  0.800 

学校组建了大学生创新创业社团  0.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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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创新创业教育师资力量、组建创新创业社

团、拥有创新创业氛围 7 项指标，为学校层面

因素，命名为学校影响因素。 

    (二) 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评价体系构建与

检验 

    1. 评价体系构建 

    基于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和增值评价相关

研究成果，初步建立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output)

评价体系：一级评价指标 4 个，包括创业能力、

创新创意能力、创业管理能力和创业危机应对能

力；二级评价指标 30 个，包括创新创意能力 8

个指标、创业能力 7 个指标、创业管理能力 11

个指标和创业危机应对能力 4 个指标。 

    2. 评价体系检验 

    在信度分析方面，Cronbach’s α系数为 0.973，

表明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量表内部一致性较好；

在效度分析方面，KMO值为 0.922，Bartlett 球形

检验近似卡方值为 3 195.399，p 值为 0.000，达

到了显著性水平，适合开展主成分因子分析。

得到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旋转后的因子载荷(见

表 2)，共计获取 4 个因子，累积解释总方差为

71.68%。 
 

表 2  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旋转因子载荷表 

题项 
成分 

1 2 3 4 

学生产出 

(Output) 

具有团队管理能力 0.740    

具有一定的决策能力 0.719    

具有一定的领导能力 0.715    

具有一定的监督、控制能力 0.660    

具有较强的沟通能力 0.642    

具有一定的技术管理能力 0.629    

具有一定的资源评估与整合能力 0.626    

具有人力资源管理能力 0.608    

具有自我管理能力 0.602    

具有开拓精神 0.589    

具有一定的资金筹措与管理能力 0.560    

具有创意激发能力  0.836   

具有创意实践能力  0.795   

拥有创意自我激励与突破能力  0.708   

具有一定的市场创新能力  0.669   

能够发现新的创业机会  0.642   

拥有创新实践能力  0.630   

拥有良好的创业心理  0.629   

能够创造性地组织创业资源  0.617   

具有商业计划能力   0.675  

具有商机把握能力   0.661  

取得过创新活动成果   0.656  

掌握了一定的创业知识   0.656  

具有一定的创业定位与评估能力   0.571  

具有创业实践能力   0.551  

具有创业风险意识   0.503  

具有抗挫折力    0.806 

能够应对复杂的环境变化    0.715 

能够应对突发的问题或事件    0.668 

拥有一定的辨析能力    0.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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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表 2 中，第一个公共因子包括团队管理能

力、决策能力、领导能力、监控能力、沟通能力、

技术管理能力、资源评估与整合能力、人力资源

管理能力、自我管理能力、开拓精神、资金筹措

与管理能力 11 项指标，是创业管理的体现，命

名为创业管理能力；第二个公共因子包括创意激

发能力、创意实践能力、创意自我激励与突破能

力、市场创新能力、发现新的创业机会能力、创

新实践能力、良好的创业心理、创造性地组织创

业资源能力 8 项指标，是创新、创意能力的综合

体现，命名为创新创意能力，这与百森商学院的

创新创意能力指标相一致；第三个公共因子包括

商业计划能力、商机把握能力、取得过创新活动

成果、创业知识、创业定位与评估能力、创业实

践能力、创业风险意识 7 项指标，是创业能力的

体现，命名为创业能力；第四个公共因子包括抗

挫折力、应对复杂环境变化能力、应对突发事件

能力、辨析能力 4 项指标，是不确定情境下危机

应对能力的体现，命名为创业危机应对能力，展

示了大学生创新创业的情境特征及应对素养。 

    (三) 基于 IEO 模型的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

增值评价体系设计 

    1. 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与影响因素相关性

检验 

    为检验学校、学生影响因素与大学生创新创

业能力之间是否相关及其相关程度如何，开展了

主变量之间的相关分析，结果见表 3。 
 
表 3  学校、学生影响因素与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相关分析 

 
学校影响 

因素 

学生影响 

因素 

大学生创新

创业能力

学校影响因素 1   

学生影响因素 0.492** 1  

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 0.434** 0.738** 1 

注：**表示在 0.01 的水平上显著相关。 

 

    表 3 显示，学校与学生影响因素之间的相关

系数为 0.492，学校影响因素、学生影响因素和

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之间的相关系数分别为

0.434 和 0.738，均在 0.01 水平上显著相关。相关

性检验为明确主变量之间的关联程度，为科学设

计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增值体系打下良好基础。 

    2. 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增值评价体系设计 

    在验证学校、学生影响因素与大学生创新创

业能力相关性的基础上，基于 IEO 理论模型，设

计出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增值评价体系，见表 4。 

    表 4 显示，基于 IEO 模型的大学生创新创业

能力增值评价体系由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及其

影响因素构成，前者由创业管理能力、创新创意

能力、创业能力和创业危机应对能力 4 个一级指

标及 30 个二级指标构成；后者由学校影响因素和 
 

表 4  基于 IEO 模型的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增值评价体系设计 

IEO 框架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大学生初始输入 

(Input) 
学生影响因素 

创新创业经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参加创新创业社团、创新创业

技能、家庭成员支持创业、创新创业知识、实习或兼职经历 

大学创新创业教育环境

(Environment) 
学校影响因素 

组织创新创业大赛、创新创业教育师资力量、创新创业实践或活动、

创新创业课程、创新创业讲座或论坛、创新创业氛围、组建创新创

业社团 

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输出 

(Output) 

创业管理能力 

团队管理能力、决策能力、领导能力、监督与控制能力、信息沟通

能力、技术管理能力、资源评估与整合能力、人力资源管理能力、

自我管理能力、开拓精神、资金筹措与管理能力 

创新创意能力 

创意激发能力、创意实践能力、创意自我激励与突破能力、市场创

新能力、发现新的创业机会、创新实践能力、创业心理、创造性地

组织创业资源能力 

创业能力 
商业计划能力、商机把握能力、取得过创新活动成果、掌握创业知

识、开展创业定位与评估、创业实践能力、创业风险意识 

创业危机应对能力 
抗挫折力、应对复杂环境变化的能力、应对突发问题或事件的能力、

辨析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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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影响因素 2 个一级指标及 14 个二级指标构

成。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增值体系为开展大学生

创新创业能力增值评价打下了良好基础，有利

于推动新时代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增值评价改革

进程。 

    四、结论与展望 

    (1) 研究结论。在文献研究述评基础上，基

于 IEO 理论模型，从“输入−环境−输出”框架出

发开发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增值评价体系；通过

因子分析和相关性分析，立足学生影响因素(I)、

学校影响因素(E)和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O)，设

计出具有普适性的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增值评

价基本体系，为高校建立适合自身的增值评价

体系，开展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增值评价提供

参考。 

    (2) 研究展望。本文基于 IEO 模型，从宏观

层面设计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增值评价基本体

系。在微观实践中，不同类型、不同规模、不同

性质高校的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水平及其影响

因素存在差异，增值体系的最终构建还需要基于

实际调研数据，检验、确认学生影响因素、学校

影响因素中有显著水平的增值评价指标，删除不

显著指标，通过对增值评价体系的不断修正，最

终形成适合高校自身的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增

值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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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ent and design of value-added evaluation system for college 
students’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ability based on IEO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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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llege students are the main force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The value-added 

evalu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ability has become a hot spot in the 

evaluation reform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It is urgent to develop and 

design the value-added evaluation system of college students’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ability. Firstly, 

based on the research review and the Astin IEO theoretical model, a value-added evaluation system is 

developed from the “input—environment—output” framework, which includes individual student factors (I), 

school environmental factors (E), and university students’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ability (O); 

Secondly, through factor analysis, it was confirmed that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ollege students’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ability include two primary indicators, namely individual student factors 

and school environmental factors, and 14 secondary indicators. College students’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ability includes four primary indicators, namely entrepreneurial management ability, 

innovative creativity ability, entrepreneurial ability, and entrepreneurial crisis response ability, and 30 

secondary indicators; Finally, based on relevant analysis, a basic system for evaluating the value-added of 

college students’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abilities is designed. This study provides a useful reference 

fo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carry out value-added evalu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ability and deepen the evaluation reform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IEO model; college students;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ability; value-added evalu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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