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研究性文章
�������

财经与管理·第 04 卷·第 04期·2020 年 04 月

�YDOXDWLRQ�DQG��HVHDUFK�RQ� WKH�&XOWLYDWLRQ�RI�,QQRYDWLRQ�
DQG��QWUHSUHQHXUVKLS��ELOLW��RI� ,QWHUQDWLRQDO��WXGHQWV�LQ�
&KLQD�XQGHU�WKH���HOW�DQG��RDG��,QLWLDWLYH�

�LUXL��LX �KHQJWDR�+H�

&KRQJTLQJ�8QLYHUVLW��RI�3RVWV�DQG�7HOHFRPPXQLFDWLRQV��&KRQJTLQJ����������&KLQD�

�EVWUDFW
7KH�HGXFDWLRQ�RI� IRUHLJQ� VWXGHQWV�LQ�&KLQD��HVSHFLDOO��LQQRYDWLRQ�DQG�HQWUHSUHQHXUVKLS�HGXFDWLRQ��KDV�EHFRPH�DQ� LPSRUWDQW�VWDUWLQJ�
SRLQW�IRU�QDWLRQDO�DQG�ORFDO�HFRQRPLF�FRQVWUXFWLRQ�DORQJ�WKH���HOW�DQG�5RDG���7KH�OHYHO�RI�LQQRYDWLRQ�DQG�HQWUHSUHQHXUVKLS�RI�LQWHUQD�
WLRQDO�VWXGHQWV�LV�DOVR�RQH�RI�WKH�NH��LQGLFDWRUV�WR�PHDVXUH�WKH�TXDOLW��RI�HGXFDWLRQ�IRU�IRUHLJQ�VWXGHQWV��&RPELQLQJ�ZLWK�WKH�SDUWLFX�
ODULW��RI�RYHUVHDV�VWXGHQWV��HGXFDWLRQ��WKLV�SDSHU�HVWDEOLVKHV�DQ�HYDOXDWLRQ�LQGH��V�VWHP�IRU�WKH�FXOWLYDWLRQ�RI�LQQRYDWLRQ�DQG�HQWUHSUH�
QHXUVKLS�DELOLW���DQG�XVHV���3�DQG�H�SHUW�VFRULQJ�PHWKRG�WR�GHWHUPLQH�WKH�ZHLJKW��7KH�DQDO�VLV�UHVXOWV�VKRZ�WKDW�WKH�FXUUHQW�LQQRYDWLRQ�
DQG�HQWUHSUHQHXUVKLS�HGXFDWLRQ�IRU�RYHUVHDV�VWXGHQWV�VKRXOG�IRFXV�RQ�WKH�FXOWLYDWLRQ�RI�OHDUQLQJ�DELOLW��DQG�LQQRYDWLRQ�VSLULW��DQG�SXWV�
IRUZDUG�FRUUHVSRQGLQJ�VXJJHVWLRQV��

�H�ZRUGV
LQWHUQDWLRQDO�VWXGHQWV��LQQRYDWLRQ�DQG�HQWUHSUHQHXUVKLS��HYDOXDWLRQ�

�XQG�3URMHFW
,QWHUQDWLRQDO�(GXFDWLRQ�5HVHDUFK�3URMHFW�RI�&KRQJTLQJ�8QLYHUVLW��RI�3RVWV�DQG�7HOHFRPPXQLFDWLRQV��5HVHDUFK�RQ�WKH�7HDFKLQJ�
4XDOLW��(YDOXDWLRQ�6�VWHP�RI�*UDGXDWH�(GXFDWLRQ�IRU�0DQDJHPHQW��3URMHFW�1R���*--�����������,QWHUQDWLRQDO�(GXFDWLRQ�5HVHDUFK�3URM�
HFW�RI�&KRQJTLQJ�8QLYHUVLW��RI�3RVWV�DQG�7HOHFRPPXQLFDWLRQV��(�SORUDWLRQ�DQG�3UDFWLFH�RI�WKH�7UDLQLQJ�0RGHO�IRU�WKH�,PSURYHPHQW�
RI�WKH��ELOLW��RI�,QQRYDWLRQ�DQG�(QWUHSUHQHXUVKLS�RI�,QWHUQDWLRQDO�6WXGHQWV��3URMHFW�1R���*--�����������

“一带一路”倡议下对来华留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的评
价探究�
刘子睿�何郑涛�

重庆邮电大学，中国·重庆��������

摘�要

来华留学生教育特别是创新创业教育成为服务于国家战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方经济建设的重要抓手，留学生的创
新创业能力高低也是衡量来华留学生教育质量的关键指标之一。论文结合留学生教育的特殊性，建立了创新创业能力培养的
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层次分析法及专家评分法确定权重，分析结果得知当前提升留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双创教育应侧重于
学习能力和创新精神的培养，并提出相应的建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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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国力的增强，并在“一带一路”

倡议下，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留学生来华交流与学习。据教育

部统计，����年共有来自 ���个国家和地区的 ��.�万名国际

留学生在中国 ��个省 ����所高校交流，生源分布于亚洲、

非洲、欧洲、美洲和大洋洲。学生主要来自韩国、泰国、巴

基斯坦、印度、美国、俄罗斯、印度尼西亚、老挝、越南、

哈萨克斯坦、孟加拉等国家和地区。优秀留学生在中外经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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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创业中起着“火石”的作用 [�]。留学生教育特别是创新

创业能力的培养成为服务国家战略，促进沿线国家和地区建

设的重要环节。����年国务院发布国发〔����〕��号文，《推

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鼓励和激发亿

万群众智慧和创造力，促进社会纵向流动、公平正义。各地

高校纷纷开展创新创业教育，以校企合作、创业大赛、孵化

对接等途径培养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留学生来自不同的国

家和地区，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知识结构，教育管理上具

有一定的特殊性，而留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却有着不可

忽视的战略意义。论文以探究留学生创新创业能力评价为目

的，建立创新创业能力评价指标体系，采取层次分析法和专

家打分法进行权重确定，进而提出相应的教改建议。

2�留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创新是事物发展的动力源泉，创新能力与创业能力的概

念研究业内也有诸多观点，基于相关文献及留学生教育特点，

论文将创新能力界定为留学生创业者在中国或者国际经营活

动中能够敏锐分析，并洞察现有市场状况和经济社会发展的

不足，及时捕捉新事物的萌芽，创新性地从不同角度提出有

效的解决方案 [�]。创新可以包括开发新市场、提供新服务、

提出新经营模式、改进原有设备与生产方法、生产新产品等。

创业能力是适应国际各种环境的综合素养的体现，是将内在

潜能外在转化的过程。

不少学者对创新创业能力评价指标体系进行探究，提出

不同看法。季永波、门瑞雪、高来鑫等人提出将大学生创新

创业能力评价指标分为创新创业知识、实践、品质和构想和

平台 [�~�]。高明、李琳等从投入能力、实施能力、实现能力及

管理能力等四方面进行分析 [�]。兰国辉、陈亚树（����）等

则侧重思维优化能力、学习消化能力、知识储备能力和科研

创造能力等方面进行评价 [�]。现有研究主要针对中国大学生

的创新创业能力培养的思考，而对留学生创新创业能力评价

的文献则寥寥无几。基于诸多学者的观点，依据系统性、专

业性、可操作性和定性定量原则，并结合来华留学生客观情

况及现实因素，论文从学习能力、创新能力、创业能力和个

人品质四个方面进行评价分析，建立留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综

合评价指标体系，具体可见图 �。

图 ��留学生创新创业能力评价指标体系

学习能力由两个方面体现，知识吸收能力和自我学习能

力。知识包括专业基础知识和综合管理知识。由于文化差异

和教育资源的不同，来自各国的留学生知识基础良莠不齐，

加上语言的门槛，使得其很难较快融入中国高校教育课程体

系。对知识能否深刻理解和较快领悟是留学生知识结构能否

迅速完善的重要一步。除了需要学习专业技能及管理基础知

识，还需要能够结合中国或者来源国的实情，达到触类旁通，

灵活应用，在已学知识基础上进行自我累积、自我学习、自

我提升。创新能力中分析能力指能从本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

发现新问题，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思考和分析。能及时捕捉新

事物的萌芽轨迹，抓住机遇并能从各种挑战中，提出有创意

新颖的方案与设计。环境适应能力对于留学生而言很重要，

特别是在不同文化背景和语言环境中进行创新创业活动，拥

有较强的环境适应能力的留学生往往可以很快融入当地生产

环境中，并用不同的思维方式综合分析各种条件进行分析与

决策。具有较强的执行力的创业者，能将团队科学化决策应

用到实践，并保质保量完成每一项任务，是实现创业目标重

要手段。创业过程中对国际多种环境条件进行分析，针对将

各类风险进行有效应对和管理是其创业能力提升的又一反映。

个人品质也是创新创业能力不可或缺的内容，优秀的留学生

不仅具备应有的专业技能，还应敢于挑战，迎接新事物，具

有持之以恒的创新精神，这是很多学者都强调的关键点。高

校双创教育的核心也强调对学生创新精神的培养，要求学生

发展创新思维、面临挑战与机遇拥有锲而不舍的精神，且诚

实守信、勤奋刻苦、耐劳上进等品质（陈强，����）.

3�指标权重的确定

指标权重确定的方法有很多种，如层次分析、经验主观

判断、变异系数、数理统计、调查统计、�HSKL等。论文采用

层次分析法，将情况比较复杂的决策问题用多项指标来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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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目标层、准则层及指标层组成，体现问题解决的层次性和

系统性。将这些指标按支配或者隶属关系分组，形成阶梯形

的层次结构，通过收集整理并利用数量信息，将决策过程量

化（高明，����）。为避免研究者主观影响过大，论文采用

专家打分法和层次分析法相结合的方式确定指标权重。

依据图 �建立层次结构模型，将本层所有元素对上一层

的因素重要性进行两两比较，构建判断矩阵。权重赋值人员

分别来源于各高校留学生管理人员、创新创业教学和科研人

员等。判断矩阵可由如下模型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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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判断矩阵元素，�表示元素个数。判断矩阵由

7./.6DDW�层次分析法的 �—�标度评判法得出。通过对每一

行元素的 �方根、乘积和归一化处理等，计算判断矩阵最大

特征根。再用其余特征根的负平均值，对判断矩阵进行一致

性检验，以度量矩阵偏离一致性的程度，可用一致性 ��来衡

量。当 ��=�时，判断矩阵具有完全一致性。不同阶数的判断

矩阵，��值就越大，如果仅用 ��值来判断，则结果不具有

统一性，由此引入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 ��来度量不同阶的判

断矩阵，是否具有满意的一致性。矩阵元素不同，平均随机

一致性指标值也不同。当 �分别取 �到 �时，��分别取值为

�,�,�.��,�.�,�.��，�.��,�.��,�.��,�.��。然后通过 ��=��/�� 值

判断矩阵一致性。当 ��<�.�时，该判断矩阵一致性可以被

接受。

为了合理确定权重，将高校留学生教学教务管理工作人

员、专业教师、留学生辅导教学人员、高校留学生创新创业

赛事组织的相关人员作为调研对象。采用九级量表形式，通

过电话、面谈、会议交流等方式收集问卷信息，共发放 ��份

问卷，实际收回 ��份，整理成有效问卷有 ��份。将专家意

见进行归一化处理，采用 �DDKS9��.�软件进行判断矩阵的构

建，并检验矩阵的一致性，结果显示见表 �。

一致性率等于 �.����小于 �.�，通过一致性检验。从权

重表中可得，学习能力权重为 �.����，创新能力为 �.����，

创业能力为 �.����，个体品质 �.����。在对留学生进行创新

创业能力培养中侧重于学习能力的提升和创新精神的培养，

尤其是创新精神的培养，这是双创教育的精髓。

4�提升留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建议

4.1�创新留学生教育管理体系

采用多种方式与留学生进行沟通，可采用精耕细作式管

理，对不同国别学生进行小组团队管理，实施老生带新生，

鼓励中国学生与留学生组队参加各类创业赛事，以增进中外

学生文化交流，创造良好的学习氛围。传输科学的价值观与

人生观，注重留学生的思想素质教育与诚信教育。

4.2�创新课程体系

开设语言辅导班，举办语言沙龙等活动，提高留学生的

语言水平，且正确理解中国文化。根据语种与留学生客观情

况开设专业课小班，课程内容反映最新的国内和国际动态，

同时也适应留学生来源国的经济文化背景。创新授课方式，

采用多种形式进行知识的传输。

4.3�鼓励留学生积极参加创业赛事

将学分与参加赛事结合，利用商业策划赛事等促进留学

生创新创业能力的提升，通过赛前组队、培训、策划等环节

的锻炼，提高创新意识、学习能力、创意设计能力及创业积

极性。

4.4�鼓励学生参加校企合作项目

鼓励学生参加校企合作项目，进入实践平台，实行校企

双导师制，对学生进行建议性指导，以项目的形式鼓励学生

创新思维，积极动手实践。建立实践结果的自我评价机制，

让其学会学习并形成可持续的学习能力。

表 ��指标权重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集成权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KWWSV���GRL�RUJ����������FM�JO�Y�L������



�

研究性文章
�������

财经与管理·第 04卷·第 04 期·2020 年 04月

参考文献

[�]� 李林莎 , 孟令春 . 发挥高校留学生在青年创新创业中的“火石”

效用 [-]. 新疆社科论坛 ,����(�):��-��.�

� �WWSV://ZZZ.FVFVH.HGX.FQ/SXEOLVK/SRUWDO�/WDE��/LQIUR�����.KWP.

[�]� 郑海燕 , 张莹 , 赵玉娟 . 留学生创新创业素质培养研究-基于诚

信德育角度 [-]. 现代商贸工业 ,����(��),��-��.

[�]� 季永波 , 许兵 , 刘海飞 , 等 . 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评价体系构建研

究 [-]. 现代商业 ,����(�):���-���.

[�]� 邓霜娇 .“一带一路”背景下来华留学生教育研究 [-]. 淮南职业技

术学院学报 ,����(��):���-���.

[�]� 门瑞雪 . 构建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评价及评估模型的研究 [-]. 吉

林省教育学院学报 .����(��):��-��.

[�]� 高来鑫,樊富友 ,等 .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组合评价模型的研究[-].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

[�]� 高明 , 李琳 . 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评价体系及促进因素研究 [-]. 赤

峰学院学报 (自然科学版 ),����(��):���-���.

[�]� 兰国辉 , 陈亚树 .“互联网+”背景下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评价研

究 [-]. 安徽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KWWSV���GRL�RUJ����������FM�JO�Y�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