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去除传统的九标度法，引入“0、1、2”三标度法 （表
2） 对同一层元素进行两两比较，然后建立一个比较矩
阵并计算出各元素重要性的排序指数。

注：标度 Δij，表示 Ci 对 Cj 的相对重要性；Ci （i =
1，2，3，4），依次分别表示领导作用、师资队伍、课
程建设和社会评价。

（三） 指标值的综合合成
在多指标综合评价中，合成是指通过一定的算式

将多个指标对事物不同方面的评价值综合在一起，以
得到一个整体性的评价 （邱东，1991）。指标值的综合
合成方法比较多，常用的有加权线性和法 （加法合
成）、乘法合成、加乘混合法和代换法等。鉴于类内指
标间相关关系通常较紧密，而类间指标间相关关系不
太紧密，以及加乘混合法兼有加法合成和乘法合成两
个方法的性质，一般建议选择加乘混合法，以 Y 表示
培育工作的开展程度，计算公式为：

式中，Xj、Wj 分别为第 j 项标准化后的无量纲指
标评价值和权重，n 为指标个数，m 为同类指标个数，
其原理就是按照同类指标相乘、异类指标相加的方法
对综合评价值进行合成。

参考文献：
[ 1] 李莉丽，龙希利 .我国大学生创业教育运行机制研

究 [M] .山东大学学报，2009， （7）：133-134.
[ 2] 沈超红，陈彪，陈洪帅 .创业教育“时滞效应”与

创业教育效果评价分析 [ J ] .创新与创业教育杂志， 2010，
（4）：3-6.

[3] 刘振华，于晓方 .科技人才绩效评估方法研究 [ J ] .
科研管理，2007， （3）：90-94.

[ 4] 谌婷，刘晓正 .改进的层次分析法在创业机会评估
中的应用 [J ] .技术与创新管理，2011， （1）：32-35.

[5] 邱东 .多指标综合评价中合成方法的系统分析 [ J ] .
财经问题研究，1991， （6）：39-42.

[责任编辑：雷艳萍 ]

标度 Δij 含义
2 Ci 比 Cj 重要
1 Ci 与 Cj 同等重要
0 Cj 比 Ci 重要

表 2 判断矩阵标度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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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对职业经理人创新能力的培养研究*

现代企业制度强调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它们
之间是一种委托代理的关系，这种关系呼唤着大量职
业经理人作为代理人来管理企业。博泓 （BHC） 管理
咨询有限公司从产权理论的角度定义了职业经理人，
认为职业经理人是指在一个所有权、法人财产权和经
营权分离的企业中承担法人财产的保值增值责任，全
面负责企业经营管理，对法人财产拥有经营权和管理
权，由企业在职业经理人市场 （包括社会职业经理人
市场和企业内部职业经理人市场） 中聘任，而其自身

以年薪、股票期权等为获得报酬主要方式的职业化企
业经营管理专家。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创新是企业发展的不竭动
力，企业管理活动离不开创新。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的
企业正呼唤着越来越多的职业经理人从事企业管理活
动，经理人的职业化在中国正如火如荼地进行，他们
是肩负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机制创新的主体。在一
个企业中，创新主要取决于职业经理人的创新能力，
职业经理人的创新能力是企业创新的源泉。通过职业

彭 耿 刘 芳

*本文系 2010 年度湖南省普通高校教学改革研究项目“民族地区商科高等教育中职业经理人综合素质养成教
育的研究与实践”资助及吉首大学教学改革研究一般项目“地方性高校经济学专业课程体系优化与学生实践能力
培养模式研究”的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 ] 彭耿，吉首大学商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技术经济 （湖南 吉首 416000）；刘芳，吉
首大学商学院讲师 （湖南 吉首 416000）

[摘 要 ] 文章深入分析了影响职业经理人创新能力的主要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高等教育培养职
业经理人创新能力可以考虑从创新意识、创新知识、人格魅力三个方面来进行，并分别针对这三个方面探
讨了培养职业经理人创新能力的具体措施，以期为高等教育培养职业经理人创新能力提供借鉴。

[关键词 ] 高等教育；职业经理人；创新能力；培养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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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理人的创新可以推动企业组织创新，形成企业组织
的创新功能系统，提升企业竞争能力，确保企业可持
续发展。

一、职业经理人创新意识的培养
创新意识的培养和开发是培养职业经理人创新能

力的起点。创新意识是指人们根据社会和个体的需求，
引起创造前所未有的事物或观念的动机，并在创新活
动中表现出的意向、愿望和设想。它是人类意识活动
中的一种积极的、富有成果性的表现形式，是职业经
理人进行创造活动的出发点和内在动力，也是创造性
思维和创造力的前提。创新意识也是一种敢为人先、
不断进取、敢于冒险的精神和理念，职业经理人这种
心理个性特质与潜质是企业创新的动力。创新意识主
要包括创新的态度、创新的社会角色、创新的自我形
象、创新气质、创新意志、创新情感、创新人格、创
新的意识愿望与社会动机等。创新意识能够促使职业
经理人个体素质结构的变化，提升人的本质力量。企
业创新需要充满生机和活力、有开拓精神、有新思想
道德素质的职业经理人。

高等教育对创新意识的培养，首先要培育有利于
激发创新意识的校园文化。校园文化可以体现一所大
学的学术传统和办学理念，开放、自由、进取的校园
文化可以对学生产生熏陶和潜移默化的作用，可以使学
生的思路开阔、思维敏捷，这是培养创新意识的外部环
境。开展学科竞赛可以有效地营造校园创新文化氛围。
学科竞赛一方面对学校的教学具有检验、反馈作用，另
一方面促进了教师水平的提高，使教师认识到在教学中
贯穿培养学生综合考虑来解决问题的能力的重要性。学
科竞赛对学生创新意识的培养不言而喻，也有利于学生
的团队协作精神和拼搏精神等素质的提高。

其次，要培养学生广泛的爱好。创新意识的培养
与其形式一样，是非常规的，很难找到明显的规律可
循。但可以肯定的是，文化、艺术的熏陶对联想、想
象力的培养乃至对创新意识的形成是有益的，而直觉、
顿悟、灵感等方面的能力与个人的知识、经验、意志、
情感、性格等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创新意识的产
生通常都是以丰富的生活体验为基础的，生活体验越
丰富，想象的空间也就越大，越容易产生创新的火花。
因此，培养学生广泛的兴趣、爱好，陶冶情操，增强
审美情趣，增加社会生活体验等，都是培养创新意识
的手段和途径。

最后，要营造职业经理人的培养环境。良好的培
养环境是确保职业经理人辈出的重要保障。学校要多
开展高水平学术讲座，提倡师生之间的学术座谈和交
流，积极营造浓厚的学术交流氛围，激发学生的求知
欲和创新愿望。要突出个性化培养，积极开展教学理
念、模式、内容和方法的改革，让学生有自由探索的
时间和空间，鼓励学生自主学习，努力培养学生的创
新意识和创新精神。高校一方面要给予学生更大的、
自由的学习和生活空间，另一方面广大教育工作者要

对超常规的思维有正确的认识和态度，并具有能鼓励、
引导学生形成创新意识，通过倡导启发式、探究式、
讨论式、参与式教学，帮助学生学会学习，激发学生
的好奇心，培养学生的兴趣爱好，营造独立思考、自
由探索的良好环境。

二、职业经理人创新知识的培养
构建合理的知识结构是培养职业经理人创新能力

的基础和保障。要在某一领域产生新思想就必须具有
相关领域的知识，要产生较高层次的新思想就必须具
有较高层次的知识。创新活动不能采用盲目的试错法，
必须在科学的方法指导下进行。另外，职业经理人在
创新活动过程中的注意力、观察力、思维能力、想象
力、记忆力、逻辑、推理、分析、判断、概括与表达
及创新程序过程中的构思结构对创新也有着重要的影
响。所有这些知识和能力取决于职业经理人所拥有的
科学文化知识的积累量。

高等教育对创新知识的培养，首先要构建多元化
的课程体系。科学技术发展的趋势是相互渗透，创新
成果通常产生在多学科的交叉点上。有调查显示，现
在的职业经理人中 65％以上的人曾经从事过营销工作，
58％的人所学的专业为工科或理科，从事技术出身。
因此在职业经理人教育的课程设置上，应增设跨学科
课程，实现文理渗透、理工结合、基础与应用相结合。
允许学生根据自身的爱好和需求，自主跨系、跨学科
选修课程，课程选择面要宽，开设交叉学科课程，适
应市场变化，更新课程知识结构。如学理工医农的可
选学人文、艺术、音乐、体育课程，学电子专业的可
与计算机专业结合，化学类可以与新材料相结合，主
动实践，学会动手操作技能。同时应多设通识选修课，
让学生可以根据自身的知识结构、兴趣爱好、时间精
力来选择课程，通过自主的选课机制获得富有创新个
性的知识结构和人文素养。设置“少而精”的专业必
修课，优化课程结构，确保学生具有深厚扎实的基础
知识，适时开展创新教育，系统讲解创新思维、创新
工程、创新教育和创新能力开发。

其次，要构建多层次创新性实验项目体系。构建
多层次创新性实验项目体系可以培养学生自主创新能
力。国家级、省级和校级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
作为面向本科生设立的科学研究计划，为学生创造了
参与科学研究的平台，让他们能够通过科研实践，将
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提高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接受科学研究的训练，能有效地达到培养创新能
力的目的，是高校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有效载体。在创
新性实验项目推行过程中，鼓励项目组成员学科交叉和
年级交叉，项目选择要求思路新颖、目标明确，具有一
定的创新性和探索性。学生在兴趣驱动下，在指导教师
指导下自主设计实验、自主完成实验、自主管理实验项
目。本着注重过程的原则，强调项目实施过程中加强动
手能力、创新思维和团队合作方面的训练。

最后，要加强校企合作。高校应该和企业、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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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机构、行业协会合作来共同培养职业经理人的创
新能力，这是培养职业经理人的有效模式。目前，很
多高校也非常注重产学研合作对人才培养的重要性，
但大多侧重于学生的主动实践，缺少从企业、行业协
会或者外部培训机构合作来共同培训学生的创新能力。
通常而言，学生的主动实践学习效率比经验丰富的言
传身教的效率要低。因此，实训比实习更重要，高校
在强调产学研合作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重要性的同时，
应进一步强调与企业、行业协会或者外部培训机构合
作来共同培养职业经理人的重要性。

三、职业经理人人格魅力的培养
良好的人格魅力是职业经理人创新能力的升华。

人格魅力是针对一个企业中领导者的专有评价，是指
一个人在与他人交往中，令他人内心感到信服、愉快、
安全等感受的综合概念。创新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主
题，是企业持久竞争优势的源泉。企业只有在不同时
期，面对不同的外界挑战和内部问题，从不同角度、
不同层面不断地进行创新，才能获得和保持竞争优势，
由此可见创新是一项系统工程。创新通常是以自上而
下的方式展开，职业经理人须从战略和顾客需求出发
经常评估企业的改进机会，同时激励员工识别生产运
营中存在的问题，并针对改进机会和问题系统地组织
跨职能项目团队来解决问题。因此，创新活动要在企
业全面展开，仅靠职业经理人的个人努力是远远不够
的，必须有专门的创新推进机构、激励机制、项目管
理制度和流程等，这些都是实施创新活动的基础和前
提。职业经理人作为企业的领头羊，他对“人”的管
理活动，能激励劳动者的工作动机，增强他们的积极
性和创造性，提高劳动效率，生产更多产品。职业经
理人必须鼓励员工挑战现状和经验，用创新的思想分
析现状并提出改进建议，容忍创新过程中出现的失败
和问题，这些都需要职业经理人具有良好的人格魅力。
高等教育对人格魅力的培养，首先要培养学生的道德
素质。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要注意
德、才兼备，特别要培育的是职业道德与诚信素养。
德是培养职业经理人人格魅力的关键，包括个体品德
和群体道德。个体品德是指职业经理人的道德意识、
道德活动以及道德规范现象的总和，群体道德是指职
业经理人在从事各种领导、管理、协调、服务等事务
中所遵循的公共管理道德。只有将个体品德与群体道
德有机结合，才能在实践中提升自己的人格魅力。

其次，要培养学生的人际交往能力。这种能力的
培养可以依靠社团的作用。高校学生社团是学生基于
一定的兴趣、爱好、特长而自发建立的群众性组织，
它可以吸引不同层次、不同专业、不同年级的学生走
到一起，以其自主性、开放性、灵活性、实践性等特
点发挥学校教学与管理所不能替代的作用。高校学生
社团已经成为综合素质人才成长的一个重要团体环境。
应鼓励和引导学生组建或加入社团，通过参加社团活
动来锻炼与他人的沟通能力、协作能力，建立开放进

取的人生观、价值观。
最后，要培养学生的创新个性。创新个性是创新

人才所具有的人格特征。研究表明，大多数成功的创
造者的智商与同龄人相比并没有显著的差别，但具有
共同的品质：选准目标、坚定不移、勇往直前、不顾
一切、思路开阔、目光敏锐、勤于实践、勇于探索、
富有幻想、大胆思考、兴趣浓厚、好奇心强等等。广
博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固然有用，但对一个人的成功
起决定作用的却更多的是依赖于他的奋斗精神和高尚
的人格。因此，培养、塑造创造性人格即创新个性是
培养人格魅力的重要内容，是创新教育的重要目标。培
养创新个性，就是要培养坚强的意志品质，创新需要坚
强的意志，创新决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在常人看来似
乎是在瞬间发生的创造和发明的背后，往往需要付出常
人难以想象的艰苦努力，坚强的意志品质是获得成功
的至关重要的条件。尽量宽松的、非标准化的学习、
生活环境，是恢复学生创新天性的有利场所。

知识经济时代最主要的特征是创新，驱动企业创
新的核心是职业经理人的创新能力，高等教育应该且
能够为职业经理人创新能力的培养做出应有的贡献。
本文在已有对职业经理创新能力研究的基础上，浓缩
了培养职业经理人创新能力的三个方面，即创新意识、
创新知识、人格魅力的培养。对职业经理人创新能力
的培养是一项系统工程，对于创新意识的培养，可以
从校园文化的培育、培养学生广泛的爱好、营造良好
的培养环境三个方面进行；对于创新知识的培养，可
以从课程体系的构建、创新性实验项目体系的构建、
加强校企合作三个方面进行；对于人格魅力的培养，
可以从学生的道德素质的培养、人际交往能力的培养、
创新个性的培养三个方面进行。本文的研究为高等教
育培养职业经理人的创新能力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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