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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管理类大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越来越受到管理教育界的重视 ,并已成为社会各界讨论的焦点。本

文在梳理管理类大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现存观点、普遍性认识和学生意见的基础上 ,从教学方法、教学内

容、社会实践、课外科技活动、硬件条件和毕业论文等方面分析了其对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影响 ,并提出了

若干假设。针对假设 ,本文进行了问卷设计和调研 ,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假设进行了验证 ,为保证实证检

验的信度和效度 ,采取了多种方法的一致性检验 ,通过实证探索了影响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路径和关键因

素 ,以期为管理类大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教育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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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2003 年 ,在一次中美两国经济管理类教育现状

的调研中发现 ,美国学生的创新性指标明显高于中

国学生 ,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中美两国高等

教育对培养学生创造性以及学生自身对创新能力的

重视程度不同。2004 年 ,在对我国高校大学生创新

能力培养现状调研中 ,发现高校学生普遍存在以下

特征 : ①具有创新意识 ,但不善于充分利用和积极创

造条件 ; ②思维敏捷 ,但缺少创新性思维方式。由于

大学生知识面窄 ,学科之间缺乏合理的整合 ,因此他

们思考问题时 ,其思维方式往往是单一的和直线式

的 ,缺乏灵活性和全面性 ; ③有灵感 ,但缺少创新技

能 ; ④有创新的热情 ,但缺乏广泛的沟通和对社会的

全面了解 ,致使他们的创新目标不够明确。这些看

似只与学生的自身因素有关 ,但其背后却隐藏着中

国高等教育在创新能力培养方面的诸多弊端。在我

国传统的管理教育培养模式下 ,管理类大学生创新

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培养被忽视 ,整个培养过程仍以

应试教育为主体 ,表现为 :课程内容设置单一 ,教学

重理论轻实践 ;对于学生学习成绩的评价标准 ,通常

是以基础知识为中心 ,不重视创新能力的塑造。大

多数高校仍采用统一的教学计划、统一学制、统一管

理的人才培养模式 ,在这种操作模式中 ,个体之间的

差异容易被忽视 ,个体的创造热情也极易被磨灭。

大学对于教师的管理客观上是一种让其“不求有功

但求无过”的模式 ,再加上当前教育劳动仍是一种谋

生手段 ,因此高校教师也很难有动力和热情进行教

学的革新。

人的创造能力及其素质在很大程度上与其创造

性思维的智力结构有关 ,而人的智力结构除了和其

生理、心理因素有关以外 ,更同其知识结构有关。因

此 ,高校教育应当注重对受教育者进行创造性教育 ,

使之形成开放、合理的知识结构[1 ] 。对于高校管理

类大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诸多问题 ,社会各界都在

进行反思 ,如何培养管理类大学生的创新能力正受

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成为当前高校讨论的热点问题。

国内教育专家、管理类教师等都从不同的角度提出

了解决的办法 ,例如改进教育模式、校园文化、教学

方法和方式等 ,这些意见和建议为管理类人才创新

能力的培养提出了可以选择的方向。但我们也必须

认识到管理学是实践性很强的学科 ,实证研究是当

前世界管理学科的主流研究范式 ,管理教育也是一

样 ,管理类大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教学效果和影响

因素需要进行实证检验。现实教育中 ,由于研究问

题的角度不同 ,各方专家学者多从规范研究的角度

提出了诸多“应该是什么”的问题 ,但缺乏实证研究 ,

因此很难争论出结果。本文在梳理管理类大学生创

新能力培养的现存观点、普遍性认识和学生意见的

基础上 ,分析了影响管理类大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

关键因素 ,提出了假设 ;进行了规范的调研 ,采用结

构方程模型对假设进行验证。本文与以往研究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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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在于 :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影响管理类大学生创

新能力培养的可能因素及假设 ,通过多次调研以及

结构方程模型对这些假设进行验证 ,在实证研究的

基础上得出结论 ,为管理类大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

教育提供了决策借鉴。

2 　文献回顾与假设提出

211 　课堂教学方法和内容

传统的教学模式目前受到越来越多的指责 ,岳

晓东认为传统以“教师、教材、教堂为中心”的局面 ,

“教师讲、学生听、满堂灌、照单收”的教学方法无法

调动学生的主动性 ,也压抑了学生的个性发展和创

新能力的发挥 ,由此创新课应力求把教师变成推动

学生独立思考的助手 ,把教材变成学生焕发兴趣的

工具 ,把课堂变成学生开发自我创新潜能的天地 ,在

这当中 ,教师应尽量遵循开放性、挑战性、体验性的

三原则[2 ] 。而美国高校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兴

起了一种新型的课堂教学模式 ,主要由“范例教学”、

“交互式教学”和“合作学习”三种模型构成 ,通过学

生与教师、学习伙伴以及学习资源之间的互动 ,帮助

学生构建知识、发展能力 ,以此提高学生的创新素

质[3 ] 。由于美国在创新能力培养上的巨大成就 ,因

此这种课堂教学模式也越来越受到推崇。教学方法

能够提高创新能力 ,教学内容也决定了创新人才的

培养 ,这些观点已经受到专家学者及社会各界的认

可 ,眭依凡在《中国教育报》发文认为 ,美国大学在课

程设置方面值得我们学习 :其一 ,十分重视通识课程

的作用 ;其二 ,重视创业课程的作用[4 ] 。以上观点都

承认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重要性 ,但其重要程度

和组成部分需要探索 ,另外 ,到底是教学内容重要还

是教学方法重要目前还存在争论 ,按照一般性常识 ,

内容是根本 ,方法是技巧 ,因此常理推断应该是内容

决定形式 ,教学内容对创新人才的培养要高于教学

方法 ,基于上面的分析 ,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

H1 :教学方法能够培养管理类大学生的创新能

力 ;

H2a :创新课程教学内容能够培养管理类大学

生的创新能力。

H2b :教学内容相对于教学方法对管理类大学

生创新能力培养的作用更为有效。

212 　理论结合实践

在现有管理类专业的教学中 ,理论课程明显重

于实践课程 ,在课程设置上 ,很多高校专业理论课的

开设越来越多 ,而传授应用性知识、培养学生实际工

作能力的实践教学环节受到轻视和排挤。同时 ,我

国管理类专业的教师一般具有较高学历和深厚的理

论功底、擅长理论教学 ,绝大多数没有从事过工商管

理实践工作 ,缺乏管理实践经验 ,缺乏进行管理实务

教学的基础。因此 ,在管理类专业的教学中 ,往往是

以课堂为中心 ,与现实管理实践联系较松 ,封闭程度

较高 ;以书本为中心 ,实践程度较弱。从各学科的发

展历史看 ,实践对创新至关重要 ,无论是自然科学界

的爱迪生 ,还是作为现代管理学的奠基人泰勒 ,实践

都是促使其创新能力提高的直接动力。李玉新认

为 ,对于我国工商管理类大学生来说 ,实习环节是培

养他们创新能力的关键 ,必须予以重视 ,要有组织有

计划地利用好实习这一培养环节 ,让学生在实习岗

位上发挥聪明才智 ,提高创新能力[ 5 ] 。但著名学者

Converse 在 1955 年通过营销学历史的分析发现了

另一种现象 :在学科发展的初始阶段 ,实践工作者的

作用往往比较大 ,而在学科逐步成熟和完善阶段 ,理

论工作者的作用大 ,实践工作者对学科的创新作用

甚微[6 ] 。这种现象同样会发生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社

会科学的各个领域 ,目前各学科的创新工作往往是

由理论工作者完成 ,管理一线的实践工作者确实对

于管理创新的作用已经退居次要位置。基于上面的

分析 ,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

H3 :实践对于管理类大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起

到间接作用。

213 　课外科技竞赛

目前 ,国内“挑战杯”创业计划竞赛与课外学术

科技作品竞赛作为高校的重要赛事 ,受到了国家领

导人、教育部门、高校以及学生的广泛关注 ,经过数

年市场竞争的洗礼 ,已经成为学生素质教育的新载

体 ,并分为高校、省 (市)以及国家级等不同层次。这

两种形式的竞赛 ,管理类学生的作用都非常重要 ,课

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管理类学生可以单独参与 ,而

创业计划大赛所需的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理、财务

管理等专业知识也必须由管理类学生提供。目前 ,

讨论课外科技竞赛是否能够提高大学生的创新能力

已经没有意义 ,关键是看课外科技竞赛的重要程度 ,

以及哪些竞赛相对重要 ,为此 ,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

H4 :课外科技活动相对于其他因素更能培养管

理类大学生的创新能力。

214 　本科毕业论文

按照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

学工作的若干意见》(2004)的有关要求 ,本科毕业论

文是“高等学校本科教育教学中的最后一个环节 ,是

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解决实

际问题的一种教学形式 ,同时也是总结学生在校期

间的学习成果 ,衡量教学质量的重要指标。”绝大多

数高校在评价毕业论文时 ,都将创新性作为其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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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重要指标 ,因此毕业论文应该是一种培养学生

创新能力的重要形式。而实际上目前很多高校本科

毕业论文已经是一种形式 ,为此很多人建议将其取

消 ,其基于两点理由 :一 ,高等教育是分阶段的 ,本科

教育是高等教育的基础部分 ,本科阶段的研究水平

并不高 ,在众多可借鉴的资料面前 ,学生往往选择借

鉴而非创新 ,大部分本科论文的学术价值有限。二 ,

我国的大学一直秉承“严进宽出”的传统 ,极少有学

生由于论文质量拿不到学位 ,本科毕业论文应有的

考核功能并不能得到真正的发挥 ,已经丧失了对大

部分学生的约束力 ,正逐步被边缘化。也有人认为

目前的高等教育在学生的研究、创新能力培养上做

得还不够 ,毕业论文的创作可以说是最后一次“充

电”的机会 ,学生和高校都不该轻言放弃[ 7 ] 。毕竟本

科毕业论文是学生在校期间的最后一次学习机会 ,

而且作为一种独立完成的任务 ,时间周期相对较长 ,

相较平时的课程 ,论文要求相对较高 ,并且当前学术

创新的主流形式也是论文 ,因此毕业论文应该是学

生创新能力培养的一种有效方式 ,基于此 ,本文提出

以下假设 :

H5 :毕业论文对管理类大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

具有积极正面的影响。

215 　学校硬件条件

1931 年 10 月 ,梅贻琦的“所谓大学者 ,非谓有

大楼之谓也 ,有大师之谓也”成为所有讨论大学办学

之道的人和文章必引的至理名言。但也有人认为从

时代背景来看 ,他运用这一语言表达方式来说明他

的旨意时 ,深深地包含有一种他内心无法说出的酸

楚 ,即在当时的社会情形下 ,因国力所限 ,中国大学

的建设与发展 ,“造大楼比造大师更难”,且“要大师”

比“要大楼”更为急迫 ,并非大楼并不重要[8 ] 。大楼

与大师折射着高等教育的办学理念 ,也是硬件和软

件谁优先考虑的问题。一般认为理工科由于需要大

量的实验设备 ,因此其对硬件条件的要求高 ,而人文

社会科学是较为纯粹的智力活动 ,对硬件的要求相

对较低 ,教师决定了一切 ,硬件条件对学生知识的培

养影响相对较低。这种思维模式致使我国高校办学

中出现一些情况 ,管理类学科的硬件投入相对不足 ,

并且很多高校认为管理类学科办学成本低 ,扩招在

管理类学科方面表现尤为突出 ,造成硬件条件越加

紧张的局面 ,目前很多高校管理类教师没有办公场

所 ,与学生交流沟通的机会极为匮乏 ,学生创新能力

培养的硬件条件受到制约。如果硬件条件的瓶颈得

以突破 ,硬件条件对创新能力的培养作用应该相对

有限 ,但当硬件条件相对不足时 ,其对创新能力的培

养就相对重要 ,基于此 ,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6 :当前情况下 ,管理类教学硬件条件是一项

制约因素 ,学校硬件条件对管理类大学生创新能力

的培养非常重要。

3 　研究设计

311 　问卷编制

从第二部分的理论回顾可以看出 ,对于创新能

力培养的因素及其重要程度 ,目前还存在不同的观

点 ,仅凭规范研究无法得出结论 ,需要通过实证进行

验证 ,本文结合第二部分研究内容 ,以教学方法、教

学内容、学生实践、课外科技活动、毕业论文、学校硬

件条件等 6 项内容作为自变量 ,学生创新能力的培

养水平作为因变量 ,对管理类大学生创新能力的培

养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由于学生是创新能力培养的

最关键性主体 ,其实证研究需要围绕管理类大学生

进行 ,需要听取学生的声音 ,因此需要在管理类大学

生中调研 ,调研的第一步需要设计合理的问卷 ,获取

学生的信息。

为使问卷设计合理 ,真正反映学生的诉求 ,问卷

必须来之于学生 ,并受到学生认可。在设计问卷过

程中 ,课题组首先选择一组学生 (10 人) ,通过访谈

的形式 ,让其自由发挥意见 ,列出自认为能够测量上

述 7 个变量的指标或者问题。由于访谈群体反映他

们没有正式进入毕业论文的写作 ,对毕业论文的写

作要求和收获无法体会 ,因此 ,在量表设计上先不考

虑毕业论文这一项。综合被访学生的建议 ,并且考

虑参考文献变量的内容 ,此项程序共选取了 30 个测

量变量的量表。初始量表设计之后 ,在华侨大学市

场营销和人力资源管理专业进行意见征询 ,有些学

生对于一些量变的内容不甚明白 ,并且学生反映有

些量表重复 ,而有些内容没有包括 ,所以对初始量表

进行了删减和修改 ,此次共获得 26 个量表。利用第

二次产生的 26 个量表 ,进行了预调研 ,通过预调研

数据进行分析 ,发现之前的量表有些问题 ,例如课外

科技活动 ,其量表的评分根据学生进入的层次划分 ,

如进入省级比赛并获奖 ,得 5 分①,进入复赛得 3

分 ,预调研的结果是大部分同学只得 1 分 ,利用验证

因子分析无法通过检验 ,为此对量表的得分依据进

行了修改。另外 ,我们还对量表进行了相关性分析 ,

将相关系数大于 019 以上的删去 (保证量表的独立

性) ,最后 19 项量表通过检验。正式调研后 ,将数据

代入模型检验时 ,“同学交流合作的场地”删除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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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提高模型的质量 ,通过再次访谈确认学生之间

交流场地并非主要因素 ,所以将此项量表删除 ,最后

留下 18 个量表 (见附录 ,不包括毕业论文的 3 个量

表 ,他们进行另外的调研分析) 。为了研究毕业论文

对创新能力培养的影响 ,我们在刚毕业的学生中间

进行了单独调研 ,反映毕业论文自变量水平的量表

见附录最后一部分。

312 　实证方法和工具的选择

在一般方法上 ,本文遵守李怀祖总结的研究程

序 ,具体实证方法本文选取了结构方程模型 ,并通过

探索性因子分析 ,对量表进行选择和归并。由于本

文中的变量无法直接测量 ,而结构方程模型可以将

一些无法直接观测而又预研究探讨的问题作为潜变

量 ,通过一些可以直接观测的变量 (指标、量表)反映

这些潜变量 ,从而建立潜变量之间的关系[ 9 ] ,因此 ,

本文选择结构方程模型作为具体的方法。本文选取

AMOS1710 (正式版) 作为结构方程模型的工具 ,并

且通过 SPSS1310 作为统计信度的检测和探索性因

子分析的工具 ,两种工具的结合可以有效提高实证

研究的效果。

313 　数据的获取及信度、效度的检验

为使研究具有代表性 ,调研对象选取了市场营

销、人力资源管理、财务管理、工商管理、旅游管理、

物流管理、电子商务等 7 个专业 ,研究主要针对工商

管理大类 ,对公共管理等其他管理类专业没有进行

调研。本次调研共发放问卷 270 份 ,回收 263 份 ,其

中有 11 份废卷 ,最后获得有效问卷 252 份。

为了提高实证研究的信度 ,本文除了利用统计

方法进行信度检验 ,排除不可信的测量量表外 ,问卷

发放由各班班长负责 ,并且在项目课题负责人及专

职学生工作者的授权下 ,告知学生这是重要的正式

调研 ,以促使学生认真填写问卷 ,回收问卷留有学生

的姓名和联系方法 ,调研之后课题组又进行了抽样

检查 ,以保证数据的可信程度。效度检验除了结构

方程模型的关系检验外 ,我们还编制了一套比较量

表 ,采用两两比较打分的方式 ,确定创新能力培养因

素的重要程度 ,最后将这种方法的结果与结构方程

模型进行比较 ,只有通过方法一致性检验才给予认

可。

4 　实证结果与分析

结构方程在进行效度检验时 ,全模型通过检验

的可能性较大 ,但全模型关系复杂 ,而关系越复杂越

不利于主次关系的分辨 ,因此 ,我们希望潜变量之间

的关系越简单越好。为此 ,本文进行关系研究的过

程中遵循由简单到复杂的路径 ,只要简单关系模型

通过检验 ,并且路径关系具有理论和实现意义 ,我们

就不再进行复杂性检验。最后得到如图 1 所示的结

构方程模型和路径系数 (箭头表示影响关系 ,数字表

示影响程度) 。

图 1 　结构方程模型及其运算结果图
注 :除了社会实践与创新能力的路径系数显著性检验 P = 01 021 < 0105 (已经符合显著性

检验)外 ,其他路径系数显著性检验皆小于 01 01 ,并且大部分小于 01001 ,因此系数显著性

检验非常好。

　　结构方程模型的拟合指数如表 1 所示。

由模型的显著性、拟合指数的检验可以看出 ,模

型能够通过检验 ,具有较高的效度 ,此模型能够较好

用来验证假设。本文前面已经提到 ,由于结构方程

模型所用数据的调研对象不是毕业生 ,无法充分获

取关于毕业论文的数据 ,因此该模型没有验证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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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和创新能力培养的关系 ,为弥补这方面的不足 ,

我们专门调查了 30 位刚写过毕业论文的毕业生 ,在

量表 (选题新、没有抄袭、论证严密 ,并仍采用 5 点量

表)上得分都非常低 ,平均分为 2123 ,并且通过简单

的相关系数分析 ,发现毕业论文和创新能力的培养

相关性并不高 ,但当我们直接问毕业生认真完成毕

业论文对创新能力的培养是否有用时 ,此项量表得

分又比较高 ,平均分为 318。这说明毕业论文在当

前的教育中已经形式化 ,失去了应有的作用 ,因此对

创新能力的培养作用不明显 ,但若毕业论文被认真

对待 ,其对创新能力的培养影响不可小视。综合结

构方程模型结果和毕业论文的研究 ,假设的验证结

果如表 2 所示。
表 1 　模型拟合指数

指数名称 结果 评价

绝对拟合指数 RMSEA 01042 非常好

相对拟合指数

NFI 01914 较好

TL I 01881 尚可

CFI 01911 较好

信息指数 AIC 728 三个可比较模型中最小

表 2 　假设检验结果

研究假设 检验结果

H1 教学方法能够能够培养管理类大学生的创新能力。 支持

H2a 创新课程教学内容能够培养管理类大学生的创新能力。 支持

H2b 教学内容相对于教学方法对管理类大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作用更为有效。 不支持

H3 实践对于管理类大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起到间接作用。 不支持

H4 课外科技活动相对于其他因素更能培养管理类大学生的创新能力。 支持

H5 毕业论文对管理类大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具有积极正面的影响。 部分支持

H6 当前情况下 ,管理类教学硬件条件是一项制约因素 ,学校硬件条件对管理类大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非常重要 部分支持

　　为了提高结论的有效性 ,本文通过方法的一致

性进行检验 ,即将结构方程模型得出的每项和总体

结论直接制成量表 (仍采用 5 点量表) ,在学生和教

师中进行再次调研 ,结果是单项得分都在 3 以上 ,总

体最后得分 319 ,接近于同意我们的研究结论 ,再次

说明本次研究具有有效性 ;另外 ,本文也将自变量制

成了两两比较量表 ,通过最终的比较得分确定自变

量的重要程度 ,这种方法获得的结论总体上也接近

于由路径系数确定的重要程度。

5 　研究结论与讨论

1)教学方法比教学内容更为重要。

从本次研究看 ,“教师讲、学生听、满堂灌、照单

收”的教学方法虽然能够充分地利用课堂时间 ,传授

更多的知识 ,但无法让学生参与教学互动 ,不利于创

新能力的培养。互动式教学更能提高学生自我思维

和动手的能力 ,培养学生的创新素质。从图 1 我们

可以看出 ,创新教学内容对创新能力培养直接起到

促进作用 ,但相比于教学方法其促进作用要小一些 ,

如果考虑教学方法通过社会实践对创新能力培养的

间接作用 ,教学方法比教学内容对创新能力培养的

作用要大得多。虽然我们在假设中提出应该是内容

决定形式 ,但因为当前管理类大学生对教学方法创

新的要求更为急迫 ,所以教学方法的作用显得尤为

突出。学生接触太多的说教式教育 ,对这种方法有

些反感 ,因此 ,即使很好的教学内容 ,也需要教学方

法的配合。

2)社会实践对创新能力的培养具有直接作用 ,

并且学生主动性实践的效果更好。

在研究过程中 ,本文先根据假设 ,验证社会实践

对创新能力培养的间接性 ,但都没有通过假设检验 ,

而社会实践对创新能力培养的直接作用明显。管理

作为一门实用性科学 ,学生通过社会实践能够提高

自己的思维和创新能力 ,确实是很正常的事情 ,从图

1 我们还可以看到另外一种现象 ,学生利用课余实

践进行的兼职对于创新能力培养的影响 (系数

0180)远大于学校组织的社会实践的影响能力 (系数

0147) ,就此本文访谈了一些学生 ,问其中的原因 ,他

们认为当前学校组织的社会实践更多的是一种形

式 ,并且一次活动很多人参加 ,个人无法完全利用这

种形式去思考问题 ,多数学生只是“应付”,而个人的

社会实践 ,学生具有很高的主动性 ,在实践过程中更

能发挥自己的思维和意识 ,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

当然这个结论并非说明学校组织的社会实践不重

要 ,只是在创新能力培养方面作用不是非常突出 ,并

且除了创新能力培养 ,学校组织的社会实践可以培

养团队精神 ,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 ,其对创新能力培

养的作用低于学生自己主动的社会实践 ,可能是因

为当前存在的一些问题 ,例如学生将学校组织的社

会实践当作任务等原因限制了学生个人创新能力的

培养。

3)课外科技作品竞赛效果很好 ,但不能一味以

获奖为目的。

本文此项最终采用的 5 点量表的评分标准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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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参加过、最低程度参与 (仅简单协助) 、中等程度参

与 (参与项目的运作) 、较大程度参与 (主要参与者) 、

最大程度参与 (项目的总负责人) ,课外科技作品竞

赛对创新能力培养的影响最大 (0143) ,但我们将课

外科技作品竞赛量表的 5 点评分标准改变成 :没参

加过、进初赛、进复赛、进决赛、进省级 (或学院的比

赛获得前三名) ,课外科技作品竞赛对创新能力培养

影响系数会降低到 0116 ,并且关系不显著 ,这说明

获奖虽然与创新能力培养有关 ,但没有获奖的学生 ,

只要对课外科技作品重视 ,认真参加同样能够提高

创新能力 ,毕竟获奖只是少部分学生可以得到 ,并且

还具有一定的偶然性。

4)“大楼”对管理类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间接作

用绝不能忽视。

本次研究 ,硬件条件中的三个量表 E1、E2、E3

分别得分为 2163、3108、3102 ,这说明学生对培养创

新的硬件条件总体评价在差和一般之间 ,特别是与

老师交流沟通的场地方面得分比较低 ,这说明硬件

条件当前确实是一个制约因素。在实证研究过程 ,

本文首先将学校的硬件条件和创新能力培养采用直

接相关假设进行验证 ,两者的关系非常不显著 ,而硬

件条件对创新方法、创新内容、课外科技作品竞赛的

影响显著。从调研数据和访谈我们可以看出 ,很多

学生认为管理类大学生相对较多 ,硬件条件相对不

足 ,很多老师和学生都反映与老师的接触不够 ,在硬

件条件不能很好满足当前办学需要的情况下 ,硬件

条件自然会对其他因素产生影响。提高办学设施也

是当前需要解决的问题。

6 　总结与展望

本文选取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社会实践、课外

科技活动、毕业论文和硬件条件作为自变量 ,创新能

力培养作为因变量 ,研究管理类大学生创新能力培

养的关键因素 ,为了更具有说服力 ,本文采用了严密

的实证研究方法 ,以求结论具有真实代表性 ,而非凭

空臆断。通过实证发现 : ①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都

能够培养管理类大学生的创新能力 ,并且教学方法

比较而言作用更为有效。②社会实践并不是通过间

接作用提高管理类大学生的创新能力 ,也没有通过

其他传导路径对创新能力产生影响 ,而是完全起到

直接的作用 ,并且学生利用课余时间进行的兼职实

践活动比学校组织的实践活动 ,更能提高其创新能

力。③课外科技活动对创新能力的培养作用最大 ,

但并非是以获奖为评价的标准 ,课外科技活动的获

奖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关系非常弱 ,另外 ,由于功利性

相对较低 ,二级学院组织的课外科技活动对创新能

力的培养也非常关键。④毕业论文当前已经失去了

应有的功能 ,其对创新能力培养的影响已经非常弱 ,

但认真对待毕业论文 ,其效果显著。⑤高校的硬件

条件相对不足 ,是管理类大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限

制因素 ,对创新能力的培养起到间接作用 ,但并非对

所有因素都会产生影响 ,例如社会实践在当前情况

下受到硬件条件的制约就非常小。本文的创新一是

利用实证方法研究问题 ,具有说服力和可信度 ;二是

整个实证过程以学生为中心 ,调研量表和问题不但

综合了当前的现有理论和认识 ,更表达了学生的“声

音”;三是本文的结论与现存的观点有诸多不同的地

方 ,特别是 6 个自变量的组成因素与创新能力培养

的关系结论更具有启迪意义。当然本文的研究也存

在一些不足 ,需要进一步研究 ,首先 ,本文抽样对象

是工商管理类学生 ,是否能够代表管理类学生还值

得进一步研究。其次 ,影响创新能力培养的因素非

常多 ,并且指标也非常繁杂 ,本文提取的因变量和指

标能否完全代表影响创新能力培养的因素还有待更

加深入的研究。最后 ,各类学校情况不同 ,如何让样

本具有最大程度的代表性也需要认真研究。以上不

足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加以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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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irical Study on Financial Performance of Chinese

Listed Companies in Cross2border M &A

Li Mei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Abstract : Taking 36 cross2border acquisitions undertaken by Chinese listed companies during 2000 - 2007 as t he examples ,t his paper examines

t he financial performance wit h t he single index met hod and t he comprehensive index model1 The result based on t he single index met hod shows

t hat t he profit2making capability of Chinese listed companies have slided down1 The result based on t he comprehensive index model reveals t hat ,

t he financial performance of Chinese listed companies has been improved insignificantly in t he second and t hird year after t he acquisition t hough

it has not been improved in a short time1 It also finds t hat t he financial performance of listed companies in mechanical indust ry after t he cross2
border M &A is better t han t hat of listed companies in information indust ry and household elect rical appliances indust ry1

Key words : listed company ;cross2border M &A ;financial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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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tors Analysis and Empirical Study on Nurturing Creative Management Talents

Sun Rui ,Wan Wenhai
(College of Business Administ ration , Huaqiao University ,Quanzhou Fujian 362021 ,China)

Abstract : Through carding existing opinions ,universal perceptions and suggestions about nurturing t he creative abilities of management type

college student s ,t his paper analyzes t he impact s of teaching met hods ,teaching content s ,social practices ,ext racurricular activities ,hardware re2
quirement s and graduation t hesis on t he creative abilities of college student s ,and put s forward some hypot hesis1 Through designing questionnaire

and investigating ,it validates t hese hypot heses by SEM1 In order to guarantee t he reliability and t he validity ,it takes a variety of ways to check

t he consistency ,and studies empirically t he pat h and t he key factors influencing t he nurture of creative abilities of college student s ,which aims to

give references for t he education of creative abilities of management type college st udent s.

Key words : management type college student ;nurture of creative ability ;empirical study ;S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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