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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类专业学生创新能力影响因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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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以某省份管理类专业高年级本科生、学术研究生及ＭＢＡ学生为研究对象，以学生
的学习力和观察联想力为创新能力的两个主要衡量指标，从创新认知、创新环境和创新实践等

解析影响管理类专业学生创新能力的关键因素。对收集到的５４３份有效问卷进行信度分析和效度
分析，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揭示了各影响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对创新能力

的影响路径。研究结果表明，创新认知对创新能力有显著的正影响；课堂氛围和校园文化影响

学生的观察联想力；创新实践对学生的学习能力有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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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在技术飞速发展的知识经济时代，创新能力

对于一个国家获取全球竞争优势起着日益重要的

作用［１］。近年来，国内外众多学者一直在探索创

新能力的本质特征，从国家创新、区域创新和企

业创新等不同角度探讨创新能力的影响因素，寻

找提高组织整体创新能力的培养方式和方法。组

织的创新水平取决于组织内个体的创新能力，而

高校是培养个体创新能力的主力军。我国高校的

商学院或管理学院每年为各类组织提供了大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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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型管理人才，包括本科生、学术研究生和工

商管理硕士 ＭＢＡ等。然而，这些管理类专业的
学生创新能力如何？学校是否提供了良好的创新

环境与创新实践平台以充分提升学生的创新潜

力？学生创新能力的发挥受到哪些因素的

影响？　
一些学者开始对高校进行调查研究，运用统

计分析的方法研究当前学生创新能力培养过程中

的主要问题及关键影响因素。如陈朝晖等提出课

堂教学和实践教学并行发展、确立学生主体地位

等可以增强大学生创新能力［２］。唐九阳等指出应

依托创新实践基地和人文实践基地，从实验教学

改革方面培养创新型人才［３］。张胤等调查了南京

四所不同类型高校的创新能力培养状况，对高校

课堂教学及高校所营造的创新环境进行调研，发

现课堂教学是培养大学生创新能力的最主要环

节，而校园文化对于创新的作用也是潜移默化、

不可忽视的［４］。马晓旭对经济类专业大学生的创

新认知、创新潜力、创新环境及制约因素开展调

研，认为创新氛围、研究性教学、教师队伍和创

新环境等对提升大学生创新能力至关重要［５］。有

学者对香港 １０所学校的调研发现，个体特征和
外部环境是影响创新能力提高的主要因素［６］。

创新能力培养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识别该培

养过程中的影响因素，从而改善过程培养质量，

是提高学生创新能力的关键。近年来逐渐有国内

外学者开始探究在校学生的创新能力影响因素及

影响机理［７－９］，从不同方面识别出影响大学生创新

能力的关键因素。然而，对于不同文化背景和不

同专业知识的学生，因其创新能力的表现不同，

受周围经济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影响程度也会有不

同。本文拟在现有理论研究基础上，以国内管理

类专业的本科生、研究生和ＭＢＡ学生为研究对象，

从学生的个体特征、所处环境及参与实践活动等

方面开展实证研究，识别其创新能力培养过程中

的影响因素，并探讨各因素对创新能力的影响路

径，为提高学生创新能力、制定创新型管理人才

的培养方案提供理论依据。

二、研究模型

创新能力，也叫创造力 （ｃｒｅａｔｉｖｉｔｙ），是指创
造出新的有用的产品或产生新的想法，它是人类

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１０］３。由于创新能力是一个

非常复杂的概念，专家和学者们对于它的涵义及

重要性有不同的理解，因此对创新能力的研究在

不同的研究领域和研究目的下，所开发的量表和

研究对象都不一样。在国际通行的威廉斯创造力

量表中，创新能力为人类性格上的好奇心、想象

力、挑战性和冒险性等。该量表认为，趋于冒

险、好奇心强、想象力丰富、勇于挑战未知的人

就是创新能力强的人。安江云等认为创新能力表

现为两个相互关联的部分，一部分是对已有知识

的获取、改组和运用；另一部分是对新思想、新

技术、新产品的研究与发明［１１］。由于管理类专业

的学生的创新能力与他们在解决问题时的管理决

策行为息息相关［１２］，应能够具备管理者的素质，

因此，对于管理类专业学生，本文将从学习能力

和观察联想力两个维度来测量学生的创新能力，

同时从学生的个体特征、所处环境及参与实践活

动等方面研究创新能力的影响因素，具体包括：

（１）创新认知方面的因素，如对创新的理解、
对创新重要性的认知和对创新必备素质的认知等；

（２）创新环境方面的因素，如课堂氛围和校园文
化； （３）创新实践方面的因素。研究模型如图１
所示。

图１　影响在校学生创新能力的概念模型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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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影响因素与假设

（一）创新认知方面的因素

创新认知反映了人的个体特征，它包括对创

新的接受程度、理解和自信心等多个方面［１３］。创

新认知和创新能力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是大

学生的智力因素 （如技能和能力）和非智力因素

（如动机、情感、意志）的综合［１４］。大学生对创

新的认识如何以及是否具有强烈的创新素质认知，

是他们创新能力培养的前提条件。因此，根据认

知行为理论，我们可以从创新理解、创新重要性

认知和创新素质认知等方面来测量创新认知。

创新理解，即学生对创新及创新能力的看法

和客观认识。对学生来说，自身掌握的知识决定

着其对创新的认识水平和理解能力，而这正是他

们进行创新活动的起点和内在动力，是产生创造

性思维和创新能力的前提［１０］８。创新重要性认知，

即学生能够认识到创新能力的培养对自己未来发

展和就业的重要性。马晓旭的调查结果发现大多

数学生都认为创新很重要，认为创新能力是大学

生应该具备的重要能力。创新素质认知，即人们

推崇创新、追求创新和以创新为荣的观念和意

识［１５］。这种意识是人类活动中的一种积极的、富

有成果性的表现形式。因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Ｈ１：创新理解对创新能力有正向影响。对创
新的概念及内涵有深刻理解的学生，其创新能力

也较强。

Ｈ２：创新重要性认知对创新能力有正向影响。
能够认识到创新能力培养对于自己的未来发展和

就业很重要的学生，其创新能力也较强。

Ｈ３：创新素质认知对创新能力有正向影响。
能够认识到创新所必备的素质，了解如何提高创

新能力的学生，其创新能力也较强。

同时，针对创新理解、创新重要性认知和创

新素质认知之间的相互关系，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Ｈ４：创新重要性认知对创新理解有正向影响。
即对创新重要性的认识能够提升对创新的理解。

Ｈ５：创新重要性认知对创新素质认知有正向
影响。即认识到创新重要性的学生，其创新素质

认知也较强。

（二）创新环境方面的因素

教育心理学及教学实践表明，外部环境对人

的成长非常重要。创新能力培养离不开创新环境

的熏陶。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如果采用创新型教学

方法，与学生积极互动，有意识地启发学生的创

新素质认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为学生创造

民主宽松的课堂气氛，能够显著提高学生的创新

能力［１６］。有学者研究了某商学院本科生对课堂环

境的感知程度，发现课堂是一个培养创造力的适

宜场所，采用一定的教学技巧和方法激发学生的

想象力，不仅能够使年轻人有机会表达他们的创

造力，而且可以更为系统地提高其创新能力［１７］。

校园文化对创新的作用既不像课堂教学那样

直接，也不像制度那样明显和刚性，但是文化对

于创新的作用是潜移默化的。积极的文化可以提

高学生的创新素质认知，从而成为创新的动力，

而消极的文化则成为压制创新的阻力［１８－１９］。因此，

我们设计课堂氛围和校园文化两个变量来考察创

新环境方面的因素对创新能力的影响，并提出如

下假设：

Ｈ６：课堂氛围对大学生的创新能力有正向影
响。教师营造民主宽松的课堂氛围可以激发学生

的创新潜力，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从而提高

其创新能力。

Ｈ７：校园文化对大学生的创新能力有正向影
响。处在一个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校园文化氛

围中，创新成为师生的一种自觉选择，学生的创

新能力在潜移默化中得到提高。

Ｈ８：创新重要性认知对课堂氛围有正向影响。
即对创新重要性的认识越深刻的学生，其在课堂

上的表现越积极，越能够配合教师营造活跃的课

堂氛围。

（三）创新实践方面的因素

要学生发挥创造性思考的能力，充分发挥学

生的主动性，只有经常把学生置于实践环境之中，

使他们回答和解决他们不熟悉或不明白的问题，

强迫其不断向智力和能力的极限挑战，从而促使

其增强洞察力、想象力、预见力和创造力。李培

根曾提出主动实践的理念，让学生尽可能真正作

为主体参与实践活动的各个环节，包括对象的确

定、方法的制定、程序 （路线）的设计、问题质

疑、分析总结等基本过程，能够加强对学生主动

发现问题、自主设计方案并独立解决的创新能力

的培养［２０］。当前我国高校中普遍存在创新实践活

动开展太少的现象，由于科研经费的限制，大学

生能够使用的实验设备有限，组织和开展社会实

践受到经费、时间以及管理等因素的制约，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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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程度上阻碍了创新性人才的成长。因此，我们

提出如下假设：

Ｈ９：创新实践对大学生的创新能力有正向影
响。经常主动参加创新实践的学生其创新能力也

较强。

此外，针对创新能力的两个维度，学习能力

强的学生往往具有较好的观察力和联想力，因此，

我们给出如下假设：

Ｈ１０：学习能力对观察联想力有正向影响。学
习能力强的学生往往具有较好的观察力和联想力。

四、问卷与数据

本研究的调查问卷分为学生基本资料、创新

能力影响因素和创新能力测量三部分。量表采用

Ｌｉｋｅｒｔ５点尺度衡量，从 １（完全不符合）到 ５
（完全符合）。为了检验问卷的质量，确定原始量

表中各题目的有效性，我们首先选取本校管理学

院大四学生１００人进行预调查，回收９６份，有效
问卷９２份。利用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对数据进行信度分
析和结构效度分析，根据分析结果和相关反馈意

见删除了一些题项。然后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

将题项聚类，删除因子载荷小于０５的题项，并对
语义表达不清楚的问题进行了修改，最终形成正

式问卷，包含了创新认知、创新环境、创新实践

和创新能力等四个构面，共３２个题项。
受访者主要是管理类专业学生，由于低年级

本科生主要学习基础理论知识，接触管理类专业

课程较少，其创新能力难以体现本专业的特点，

因此，我们选取管理类专业的三、四年级本科生、

学位研究生和ＭＢＡ学生作为样本，对安徽省三所
一本院校管理类专业学生开展调研，共发放问卷

６００份，回收后剔除无效问卷，最终得到有效问卷
５４３份，有效回收率为９０５％。

调查对象中，男生占比 ５３４％，女生占比
４６６％，男女比例较均匀；在受教育程度方面，本
科生中大三、大四生占 ７９３％，学术研究生占
１１２％，ＭＢＡ学生占９５％，可见调查对象以本科
生为主；在专业方面，工商管理类专业占６２８％，
公共管理类专业５３％，管理科学类专业３１９％。
因此本文的结论主要适用于工商管理学科高年级

本科生。

（一）信度分析

为了检验问卷的稳定性和可靠性，我们采用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提出的 Ａｌｐｈａ系数法对量表进行信度检
验。在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中进行信度分析。根据判断
量表可靠性的标准，本问卷的信度系数均大于０６
并接近０７，属于可接受范围，创新能力构面的信
度系数超过０７，属于可靠性较高范围。

（二）效度分析

效度分析主要包括内容效度和结构效度两部分，

在内容效度方面，本文设计的量表参考了很多已有

相关研究，并经过调研和预测试，所以能够保证较

好的内容效度；在结构效度方面，我们在预测试阶

段就采用因子分析方法对题项进行了聚类和修改，

现在对正式问卷数据再一次进行因子分析。

首先对要进行因子分析的变量进行 ＫＭＯ适当
性检验和Ｂａｒｔｌｅｔｔ球形检验，一般认为，当ＫＭＯ大
于０５，Ｓｉｇ小于００１时，即可进行因子分析。在
ＳＰＳＳ软件中的计算结果显示，ＫＭＯ值为 ０８４８，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球体检验统计值的显著性概率为００００，因
此可以对问卷设计的量表进行因子分析，从而检

验其结构效度。

在因子分析中，采用最大方差旋转法得到因

子载荷矩阵表，提取的公因子为８个，分别为创新
理解、创新重要性认知、创新素质认知、课堂氛

围、校园文化、创新实践、学习力和观察联系力

等。提取的公因子解释总体方差变异值为

５４０３％，且各因子的载荷均大于 ０５，属于可接
受范围，因此本问卷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

（三）模型检验

为了对影响创新能力的概念模型及假设进行

验证分析，我们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在 ＡＭＯＳ软
件中进行模型检验和分析。分析后得到各项模型

拟合度指标，其中卡方自由度比 ＣＭＩＮ／ＤＦ（模型
卡方值与样本自由度之比）为２６２１，在接受值１
－３之间，绝对拟合指数近似误差均方根 ＲＭＳＥＡ
为００５４，在接受值 ００５－００８之间，比较拟合
指数ＣＦＩ为０８０７，大于０８，因此拟合度指标均
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说明本研究建立的结构方

程模型拟合度较好。

采用最大似然估计对模型进行参数估计，

得到模型检验的结果如表 １所示 （ 表示
ｐ＜０００１显著支持，表示 ｐ＜００１部分支持，
表示 ｐ＜００５部分支持）。实证结果支持假设
Ｈ３ａ，Ｈ３ｂ，Ｈ４，Ｈ５，Ｈ９ｂ，Ｈ１０，部分支持假设
Ｈ１ａ，Ｈ１ｂ，Ｈ６ｂ，Ｈ７ｂ，Ｈ８，Ｈ９ａ，而假设 Ｈ２ａ，
Ｈ２ｂ，Ｈ６ａ，Ｈ７ａ没有获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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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模型检验结果及路径系数

假设 路径方向 路径系数 标准误差 临界比 显著性水平 结果

Ｈ２ａ →创新重要性 学习能力 ０．１７５ ０．０７６ ２．３１９ ０．０２ 部分支持

Ｈ２ｂ →创新重要性 观察联想力 ０．１５９ ０．０７６ ２．０８７ ０．０３７ 部分支持

Ｈ１ａ →创新理解 学习能力 －０．０３４ ０．０６６ －０．５２ ０．６０３ 不支持

Ｈ１ｂ →创新理解 观察联想力 －０．０４１ ０．０６７ －０．６０８ ０．５４３ 不支持

Ｈ３ａ →创新意识 学习能力 ０．２６１ ０．０７５ ３．４８４  支持

Ｈ３ｂ →创新意识 观察联想力 ０．３８１ ０．０８ ４．７９７  支持

Ｈ４ →创新重要性 创新理解 ０．４２５ ０．１１９ ３．５６７  支持

Ｈ５ →创新重要性 创新意识 ０．３６９ ０．０６６ ５．５６４  支持

Ｈ６ａ →课堂氛围 学习能力 ０．０３９ ０．０５３ ０．７５ ０．４５３ 不支持

Ｈ６ｂ →课堂氛围 观察联想力 ０．１６８ ０．０５６ ２．９９６ ０．００３ 部分支持

Ｈ７ａ →校园文化 学习能力 －０．０２８ ０．０３８ －０．７４１ ０．４５９ 不支持

Ｈ７ｂ →校园文化 观察联想力 ０．１０７ ０．０３９ ２．７１２ ０．００７ 部分支持

Ｈ８ →创新重要性 课堂氛围 ０．１３１ ０．０６３ ２．０７７ ０．０３８ 部分支持

Ｈ９ａ →创新实践 学习能力 ０．１１４ ０．０３６ ３．１８４ ０．００１ 部分支持

Ｈ９ｂ →创新实践 观察联想力 ０．１３２ ０．０３７ ３．６２ 　 支持

Ｈ１０ →学习能力 观察联想力 ０．３７２ ０．０７７ ４．８２３  支持

　　注：显著性水平在文中用Ｐ表示。

五、结果分析与建议

（一）创新认知方面的因素

在假设Ｈ１－Ｈ５中，创新重要性认知对创新能
力的影响路径获得部分支持，说明对创新重要性

的认识能够促进学生创新能力的提高，但影响不

明显；创新重要性对创新素质认知产生显著的正

影响，而创新素质认知对创新能力有显著的正影

响，表明创新重要性能够通过提高创新素质认知

对创新能力产生间接效应，这和文献［１５］和［３］调
查研究结果是一致的，创新重要性认知和创新素

质认知是创新能力培养的前提条件。创新理解对

创新能力的影响不显著，未获得支持，表明提高

学生对创新的理解并不能显著提高他们的创新

能力。

（二）创新环境方面的因素

课堂氛围和校园文化对学习能力的影响路径

均未获得支持，表明学习能力受外部环境影响较

弱，多是与自身的智力相关；但课堂氛围和校园

文化对观察联想力均产生积极的影响，说明宽松

民主的课堂及创新氛围较浓的校园文化对创新能

力的提高有正向影响。这和文献［４］和［７］的研究
结果是一致的，在生动活泼的课堂氛围中，学生

更愿意积极思维和表达自己的新观点。创新重要

性对课堂氛围有着显著影响，也验证了文献［５］的
结果，表明学生对创新重要性的认识能够促进其

在课堂上的积极性，从而激发其创新潜力。

（三）创新实践方面的因素

创新实践对学习能力和观察联想力的提高均

有显著影响。尤其是对于观察联想力的影响在

ｐ＜０００１的水平上达到显著。因此，无论是社会实
践和科技实践都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建议，以更好

地促进学生创新能力的提高。

１积极营造良好的校园创新文化，开拓学生
创新思维。创新环境对人才培养起着至关重要的

作用。在一个重视创新、支持创新、尊重创新成

果和宽容创新失败的环境中，才能提高学生的创

新认知，保护学生的观察联想力，激发他们的创

新动力。因此，高等学校应注重培养创新文化，

改革教学管理制度，提供优越的创新环境。

２重视课堂教学，改进教学模式，营造宽松
的课堂氛围。在教学过程中，注重案例式教学和

情景式教学，引导学生思考、讨论，变被动式学

习为主动式学习，由单向灌输转为双向交流，激

发学生的求知欲和主动探索的精神，从而培养学

生的创新能力。

３增加实践环节，奖励创新成果。创新性实
践环节可以激发学生的兴趣，引导学生理论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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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相结合，自主探究问题的答案，从而培养学生

的创新认知和实际操作能力，因此，学校应多增

加实践环节，丰富实践内容。其次，创新实践的

成果要给予及时的精神鼓励或物质奖励，让学生

体验创造性成功，从而增强其创新素质认知，更

进一步提高创新能力。

六、结论与建议

为了探讨影响管理类专业学生创新能力的因素，

从而为高校制定培养方案提供指导，本文从创新认

知 （包括创新重要性、创新理解、创新素质认知）、

创新环境 （包括课堂氛围、校园文化）和创新实践

等方面着手，构建了一个影响学生创新能力的概念

模型。通过实证研究，揭示了各影响因素之间的相

互关系以及对创新能力的影响程度。

研究结果表明，创新素质认知会正向影响学

生创新能力，创新重要性认知通过创新素质认知

间接地影响创新能力。创新环境对创新能力中的

观察联想力影响显著，表明良好的课堂氛围和校

园文化对学生的创新能力提高有积极作用。创新

实践对创新能力的影响全部获得支持，证实了实

践教学环节在创新能力培养中的重要性。

本文以在校管理类专业学生为主体开展调研，

本科生比例较大，所以研究结果更适合于本科生的

培养过程，后续研究可以在样本构成方面进行改进。

其次，对创新能力影响因素的研究可以扩展到学生

的性格特点、家庭背景和智力因素等多方面内容，

这些都有可能影响学生的创新能力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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