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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暋要暋阐述了研究型大学及其创新创业教育的内涵与特点,结合研究型大学创新创业教育的级别、特点、目
标、内容、结构等,分析了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设计时主要涉及的影响因素源于政府层面、高校层面、学生层面、社会

层面;构建了研究型大学创新创业教育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改进的BP神经网络评价模型和方法,对研究型

大学创新创业教育质量进行客观全面的的评价分析,并从社会信度与效度2个方面得出了较为良好的评价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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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作为一种教育理念和模式的国际新潮流,创新

创业教育已经引起世界各国的普遍重视,并逐渐成

为现代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重要内容。80年代

初,创新创业教育思潮由西方传入我国,许多地区开

始建立创新创业教育试点学校,但由于长期受到“应
试教育暠的束缚,创新创业理念尚未成形,其推进工

作并没有取得很好的成效[1]。作为高等教育管理重

要环节的教育质量评价与监控此时就显得尤为重

要,传统的教育质量评价体系并不适用于创新创业

教育模式,其指标体系不够科学,评价标准统一呆

板,评价方法相对落后。因此,如何根据创新创业的

培养目标建立科学的指标体系及评价模型方法,对
创新创业教育的教与学双向过程和绩效实行全面监

督,并通过有效的考核、评定和检测来规范和引导师

资队伍的教学行为,激励和组织学生的学习和实践

活动,对有效推进创新创业教育的实施和运作,提升

研究型大学的整体绩效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并成

为一个很值得研究的课题。
我国对创新创业教育质量评价体系的相关研究

则还处于起步阶段,目前的成果主要侧重于从创新

创业教育对经济、社会的直接和间接影响,教育机构

投资者和受教育者的时间成本与机会成本等方面来

阐述质量评价的必要性[2];有关评价体系构建的代

表性观点是认为创新创业教育的影响具有滞后性,
应进行纵向评价;其评价指标体系应能反映行业特

点,体现教师的创新创业教学能力的特长、教学环节

的把握和教学效果的评价需求,个人和环境因素是

考察的主要指标,如提供课程的数量,教师的著作,
对社会的影响,在校学生和毕业生创业及加入创业

公司的数目,创业教育导致的创新等内容[2灢3];此外,
有观点认为,高等教育适应并满足社会需要的程度

是评价高等教育服务质量高低的基本标准,因而,创
新创业教育质量评价体系应逐步由以政府为主体转

向以社会为主体,让社会参与监督和评价教育质量,
同时应从创新创业教育的投入及所产生的影响两个

主要方面来加以评价[4]。在我国现有关于创新创业

教育质量评价的研究中,深入的量化研究较为缺乏,
且对评价理论的“范式暠与评价体系的“规制暠尚不成

熟,需要逐步从渊源探讨、概念解析、重要性阐述等

基础理论研究向评价工作的实践体系构建的原则、
模式、方法和路径探索进行转换。而本文借鉴了国

外创新创业教育质量评价的研究成果,运用改进的

BP神经网络评价模型和方法,对研究型大学及其创

新创业教育的内涵、特点进行探讨,并对评价指标体

系、评价模型和方法展开深入的量化研究,为我国研

究性大学创新创业教育质量评价体系的研究提供科

学的借鉴与参考。

暋暋一、研究型大学及其创新创业教育
的内涵与特点

暋暋从组织目标及其职能出发,我国目前主要将高

校划分为研究型、教学型、研究教学型和教学研究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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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类。其中,研究型大学的概念在国际教育领域

已有100多年历史,并以突出成果占据了世界科学

与高等教育的主导地位。我国也于《国家中长期科

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中明确提

出了建设研究型大学的战略方向[5]。参照国际现有

的内涵界定,并结合我国实际国情,研究型大学应具

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1)资源投入方面,应有充裕的办学经费及资源

配备。拥有相对更为丰富的政府资源、社会资源和校

友资源等,除了政府拨款外,经费来源还有科研资金、
社会捐赠和自身服务所得等其它渠道;具备现代化实

验平台、精良的教学设备、丰富的图书馆藏、发达的计

算机网络和数字化文献资料服务基地等物质技术基

础;拥有达到国际水准的复合型教师人才资源。
(2)办学理念方面,应拥有各具特色的优势学科

及教学方式。坚持求是求真的办学宗旨;保持以教

学和科研为中心并以此服务于社会的多种职能;奉
行以学术自由为核心的大学精神;推行优势学科领

先,基础学科为主,边缘及新兴学科同步发展的学科

结构;实施以研究为基础,产学研一体化办学模式。
(3)科研产出方面,应具有更多前瞻性原创性高

水平科研成果。培养出更多高层次的复合型优秀人

才;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在基础科学研究领域和高

新技术开发应用领域产出重大原创性科研成果;提
供更为良好的社会服务,产生更高的经济效益。

相比传统的教育模式及其他类型大学的创新创

业教育体系,研究型大学的创新创业教育独特之处

主要体现在5个方面[4,6]。栙更注重学生创新创业

意识的培养,引导学生从“被动适应社会暠的求职者

转变为“主动适应甚至挑战社会暠的建设者。栚强调

系列课程体系的开发。针对创新创业内容,开设创

业家养成、创业规划与经营管理、新企业创立和创

新、新事业开发、创新活动管理、新兴企业融资、企业

成长战略等课程。栛注重通过模仿等实战形式使学

生获得更多感性体验。通过开办各种创新创业计划

和竞赛,在实践中让学生全面接触创新全过程和创

业的乐趣与意义。栜以厚实的学术研究为支撑。具

备各类创新研究中心或创业中心等机构,为前沿课

题的学术基础研究提供平台。栞直接诱发师生的创

新创业活动。能够为师生提供创新的方向和途径,
提高新公司的创建率,从而为经济发展做出更大

贡献。

暋暋二、研究型大学创新创业教育质量
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暋暋研究型大学创新创业教育是一项政府、学校和

社会等组织协同运作的复杂教育系统工程,影响因

素众多,单一维度的评价体系难以对其进行全面客

观的概括和测算,需要将诸多评价内容看成系统构

成要素的价值实现形式,且相互间彼此关联,用“要
素+关系暠的形式来进行可行易操的客观表述,同时

应遵循战略目标导向性、系统协调性、全面完备性、
客观科学性、动态灵活性及可比可操性等基本原

则[7]。结合研究型大学创新创业教育的级别、特点、
目标、内容、结构等,同时考虑学生的家庭背景、个性

特征及高校创新创业环境对教育体系的影响,在进

行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设计时主要涉及以下各方面影

响因素[8]。
(1)政府层面。政府在创新创业教育中承担着

引导支持的重要角色,政府层面主要包括增加经费

投入、出台相关优惠鼓励政策来积极引导研究型大

学的创新创业教育工作,成立专门的教育管理组织

机构、制定相应的管理制度和措施来积极引导和管

理学生的创新创业活动。
(2)高校层面。研究型大学是创新创业教育的

实施主体、单位、场所及实现的主要力量。主要包括

学校制定积极的创新创业教育办学理念和教育规

划,成立专门的创新创业教育管理机构,制定有效的

管理制度,培育优秀的创新创业教育师资队伍,设置

合理的课程体系和课程内容,并建立相应配套的教

育设施和实践基地,在全校乃至全社会营造创新创

业教育的良好氛围,具体包括以下3个方面。栙高

校环境。环境体现了研究型大学为创新创业教育提

供的组织支持和资源投入,主要包含硬环境和软环

境两个方面:前者是指学校在创新创业经费、基础设

施等物质方面的各种物质保障措施;后者则指学校

鼓励创新、推崇创业、宽容失败的学术、氛围及文化,
通过相关政策和措施激发学生的创新创业精神和热

情,为创新创业教育提供的内在保证。栚师资队伍。
研究型大学创新创业教育最终是要通过各位教师去

实施,因而师资队伍是教育质量评价的一个重要因

素,主要包含:教师背景,即高校教师进行创新创业

教育所应具备的学历职称、专业知识、素质技能、工
作经历等基本条件,其中以教师的政治素质、业务知

识素质、能力素质等为评价重点;教师创新创业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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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即教师的科研创新意识、能力及相关成果;教师

创新创业教学能力,即对创新创业教育理论及教学

方法等的掌握和实施能力。栛教学环节。教学是创

新创业教育的实施环节,通过在课程内容及形式上

创新,来提升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其主

表1暋研究型大学创新创业教育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评价
体系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研
究
型
大
学
创
新
创
业
教
育
评
价
指
标
体
系A

高校环境

A1

师资队伍

A2

教学环节

A3

学生评价

A4

社会声誉

A5

软环境

A11

硬环境

A12

教师背景

A21

创新创业
能力A22

创新创业
教学能力

A23

课程设计

A31

教学方法

A32暋

学生背景

A41

学生表现

A42

学生满意度

A43

社会影响A51

外部学术
联系A52

毕业生评价

A53

创新创业社团数量A111

专题研讨会举办数量A112

创新创业比赛的开展数量A113

学校与企业合作的项目数A114

学校对创新创业的宣传次数A115

创新创业中心或类似机构数A121

获创新创业活动经费的学生覆盖率A122

参加创业教育课程后的学生创业比率A123

孵化器及配套服务对学生的开放比率A124

创新创业实习基地接待学生的数量A125

创新成果转化率A126

有创新创业经历教师比例A211

有 创 业 及 企 业 管 理 等 培 训 经 历 教 师 比 例

A212

高学历教育人数比例A213

高级职称人数比例A214

论文被引用及相关政府部门采纳次数A221

创新成果转化的比例A222

教师到企业挂职锻炼A223

创新创业相关知识考核A224

发表的创新创业教育理论成果A231

创新创业教育案例挖掘能力A232

教师参与社会行业创新创业实践A233

核心课程开出率A311

实践课程的学时数A312

实践课程的学生参加率A313

跨学科课程的开设率A314

创新创业知识在现有课程的渗透程度A315

企业家访问演讲数A321

商业计划、调研报告、案例教学比例A322

有工作经验学生所占比例A412

家庭经营企业的学生所占比例A413

兼职学生的比例A414

有相关培训经历的学生比例A415

学生创新成果的增加率A421

把创业作为职业选择的学生比例A422

学生创新创业知识考试成绩A423

创新或创业计划书质量A424

创新创业课程的出勤率A431

学生参加科研活动的增加率A432

学生对创新创业课程教学质量评价A433

社会影响、学术影响、学术地位A511

举办创新创业领域的重要学术会议A521

出版创新创业领域相关学术期刊A522

学生创业成功率A531

学生一次就业增加率A532

要评价方面在于:学科建设,即创业意识、知识、策
略、能力、素质等相关理论和实操课程的设计与安

排;教学方法,除了传统的课堂、教师及课本教学外,
还应增加社会调查、案例分析、讲座互动、创业模拟

及商业实战等模式。
(3)学生层面。创新创业教育旨在培育适应知

识经济时代发展的综合素质人才,提高学生的创新

创业能力。作为创新创业教育的对象,学生的表现

是创新创业教育效果的直接表现形式,主要包括学

生的科研能力、创新成果、创业率及参加创新创业教

育实践活动的情况,如科研人数及次数、科研成果发

表、创新作品及竞赛参与获奖表现等;学生素质主要

包含学生的自身背景、表现及其对创新创业教育体

系的满意度。其中,学生背景指其进行创新创业的

家庭背景、学历经历、观念意识、个性品质、能力素质

等信息;学生表现则指其在创新创业学习、实践等方

面的结果成效;学生满意度指学生对创新创业教育

课程及方式的认同感、主动性和参与度。
(4)社会层面。社会是创新创业教育的有力支

撑,主要包括社会声誉和社会氛围,即社会对创新创

业教育的赞同和认可及全社会所形成的创新创业氛

围。主要指研究型大学在创新创业领域的社会影响

及学术地位;社会团体及企业组织是否积极支持研

究型大学的创新创业活动并为其提供服务支持;在
外界创新学术上的一系列联系和成果;毕业生进行

创新创业成效等。
以上述评价内容为主线,参考吕贵兴关于高校

创业教育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9],从结果评价及过

程投入2个角度,采用专家调查法进行筛选后构建

了一套包含5个一级指标、13个二级指标的研究型

大学创新创业教育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暋暋三、研究型大学创新创业教育的BP
神经网络评价模型构建

暋暋常用评价方法存在须预先知道分析对象具体资

料的局限性,建立准确的数学模型有一定难度,而

BP神经网络模型虽然可以克服参数的时变性与复

杂性,提高对主观性较强问题的评价准确性,但稳定

性却较差,且收敛速度缓慢,经常陷入无法实现全局

最优的困境,因而本文采用改进的 BP神经网络来

进行优化,通过对神经系统的模拟,充分利用其在信

息处理方面强大的记忆力、学习力和自适应力及容

错性、非局域性和非线性等特点,以获得较理想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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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输出,得到评价结果[10]。

BP神经网络结构由3个部分组成:输入层、隐
含层以及输出层,其单元数均由实际问题决定。隐

含层的激活函数一般采用sigmoid函数,即f(x)=
(1+e-x)-1,而输出单元的激活函数可以选用下面

3个函数的任意一个:
栙暋f(x)= (1+e-x)-1

栚暋f(x)=
1,x>0
0,x曑{ 0

栛暋f(x)=
1,x>0

-1,x曑{ 0

暋暋符号说明(设学习的样本个数为n):

x(k)为n个样本的第k 个输入,其中k=1,2,

…,n;yk,y
曅

k 分别为第k 个样本的期望输出与实际

输出;oik,wij分别为单元i的输出及单元i到单元j
的权重;netjk =暺

i
wijoik 为单元j 的总输入;Ek =

1
2

(yk-y
曅

k)2为第k个样本的误差函数;E=暺
n

k=1
Ek 为

累计误差。
算法描述:
(1)随机初始化权值wij;
(2)令k=1,同时输入学习样本(x(k),y(k));
(3)计算:netjk=暺

i
wijoik,ojk=f(netjk),

Ek=1
2

(yk-y
曅

k)2;

(4)反向计算:

氁jk=
-(yk-y

曅

k)f曚(netjk),j为输出单元

f曚(netjk)暺
m
氁mkwmj,j为隐含单元{ ;

(5)修正权值:wij(t+1)=wij(t)-毲氁jkoik;
(6)判别:若k+1>n,则转入(7),否则,令k=

k+1,转入(2);
(7)如果Ek<毰,则终止运算,否则返回(2)。
下面对BP神经网络算法进行必要的改进,具

体改进方法如下[11]。
(1)添加扰动量:在此次误差所得的权值修正量

上添加原来权值修正量的一部分,具体调整方式

如下:

殼wij(t+1)=毩[wij(t)-wij(t-1)]+毲
灥Ek

灥wij
=

毩·殼wij(t)+毲氁jkoik

暋暋 式中,毩 为动量系数,一般取 0.9,学习步长

毲>0;
(2)误差函数的改进:要求新的误差函数不但要

保留f曚(netjk)的影响,同时,在 net 发生变化时,仍
要保持氁jk的影响因素,这样可以避免不收敛的发

生,因此,我们采用以下误差函数:氁jk=-(yk-y
曅

k)
[f曚(netjk)+0.1];

(3)激活函数的改进:常用的BP神经网络一般

采用值域为(0,1)的sigmoid函数作为激活函数,这
样可能导致权值的变化幅度减慢,从而导致收敛变

慢。而S型函数的值域范围是(-0.5,0.5),这样收

敛时间可以减少50%。因此我们采用S型函数作

为激活函数:

f(x)= -1
2 + 1

1+e-x

暋暋用改进后BP神经网络进行评价的步骤如图1
所示。

图1暋改进的BP神经网络模型评价流程图

暋暋四、案例分析

以教育部直属的研究型大学 XX学校为例,应
用构建的评价指标体系及改进后的BP神经网络原

理和评价模型及方法,通过专家调查打分、问卷调查

对实际数据进行搜集,运用 MATLAB软件提供的

工具箱对其创新创业教育质量进行评价,具体过程

如下。
(1)节点数的确定。
输入层节点。影响评价结果的因素个数为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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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节点数。根据指标体系分析,XX 大学创新创业

教育体系质量评价三级指标总共有44个,因此输入

层节点数为44个。
隐含层节点。隐含层节点数的合理确定是构造

良好的BP神经网络结构的基础,它不仅与输入和

输出层节点数相关,更与待解决问题及样本数据的

特性等因素有关。最优隐含层节点数将增强网络模

型的容错性和泛化能力,提高预测准确度,其确定一

般采用以下经验公式:

q= n+m +a

暋暋其中n为输入层节点数,m 为输出层节点数,a
为1~10之间的整数。本文先取较小的节点数6作

网络训练并进行检验,随后依次增加来选择最优的

隐含层节点数。经过多次训练检验后,确定 XX大

学创新创业教育体系质量评价的结构模型隐含层节

点数为12时最优。
输出层节点。输出节点数即为评价的结果,本

案例的输出结果是XX大学创新创业教育质量评价

的综合得分值,节点数为1个。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建立 XX大学创新创业教

育质量评价的 44暳12暳1 改进的 BP 神经网络

模型。
(2)模型的训练与检测。
样本数据的选取。本文选取了武汉大学、华中

科技大学、华南理工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

大学、四川大学及天津大学7所研究型大学为样本

进行数据收集和分析,将评价指标体系中的44个三

级指标作为输入层节点,输出层节点则为 XX大学

的创新创业教育质量综合评价值。
前4所大学的数据C1、C2、C3和C4作为训练样

本,后3所大学的数据C5、C6和C7作为检测样本,进
行网络仿真,输出预测值。用前4组数据对构建好

的神经网络进行训练,然后用后3组数据对训练好

的网络进行检验,表2即为训练样本的期望输出值。
表2暋训练样本期望输出值

训练样本 C1 C2 C3 C4

期望输出值 0.61 0.48 0.16 0.88

暋暋改进的 BP神经网络模型训练。用 Matlab软

件对BP神经网络进行编程运算,通过训练后的网

络输入层与隐含层之间的权值矩阵为:

7.1337 3.3399 -20.8042 -8.9315 … -10.2882 -0.0738 8.7458

-4.1993 8.3247 -6.8234 4.4815 … 6.0269 8.4356 -7.2378
1.7369 12.5193 15.1167 -1.0377 … -6.7898 7.0640 13.3712

汅 汅 汅 汅 汅 汅 汅 汅

16.3487 4.7729 11.6321 10.5627 … -7.9842 -6.4517 -8.

æ

è

ç
ç
ç
ç
ç

ö

ø

÷
÷
÷
÷
÷

4540

暋暋运算后所获得的隐含层与输出层之间的权值矩

阵为:
(-0.1142,0.6277,0.5791,0.1269 ,0.3461,

0.6273,0.3429,0.7621,0.2803,0.5407,

0.5876,0.6301)。
对训练的模型进行检验。将检验的数据组输入

训练好的BP神经网络模型,得到输出值,并将其与

期望值进行比较,得到预测误差如表3所示。
表3暋预测误差表

检测样本 C5 C6 C7

期望输出 0.18 0.39 0.84

网络输出值 0.1762 0.4003 0.8389

误差量 0.0038 -0.0103 0.0011

暋暋从表3可以看出,改进的 BP神经网络模型的

误差相对较小,基本满足评价要求。
运用模型进行评价。利用问卷调查所收集到的

XX大学数据,运用上述训练好并通过检测的改进

的BP神经网络模型对其创新创业教育质量进行评

价,网络输出值为0.7262。由此可知,其创新创业

教育质量目前正处于中等水平,还有很大的改进空

间,应进一步加大投入和支持力度,加强各个层面的

合作,以全面提升其创新创业教育质量。
(3)评价结果分析。根据调查结果、现状分析结

论及质量评价模型的计算结果,本文对 XX大学创

新创业教育体系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进一步完善相关政策和制度体系。建议

XX大学在进一步明确学校创新创业教育的指导思

想和目标、实施原则、要求和对策的基础上,发挥学

校政策的导向作用,参照国家有关文件精神,制订出

鼓励和推进大学生创新创业研究和实践的指导性意

见,在校园内形成对创新创业教育的统一认识,同时

提供资金、房租等方面的优惠,对做出成绩的学生给

予相应的奖励。及时成立创新创业教育推广工作领

导小组,形成一个党委统一领导,主要领导挂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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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具体负责,学生工作部门为主,部门分工合作,党
政工团齐抓共管的创新创业教育与推广工作局面。

第二,积极促进对创新创业教育理论研究的开

展。XX大学须加强对创新创业和相关教育的研

究,强化创新研究中心、创业服务中心和创新创业课

堂教学之间的联系,让理论知识传授在实践锻炼中

产生效果。制订全面的、分层次、分类型的创新创业

教学和实践计划,并督促实施,将理论研究落实到创

新创业研究的实践中[12]。
第三,加强创新创业教学过程的系统化和科学

化。在教学过程中,XX 大学所提供的服务保障机

制应主要侧重于学科教育、课程设置,教学模式以及

教学管理模式。创新创业教学过程的系统化和科学

化主要体现在加强创新创业教育的学科研究、教学

研究与教材建设3个方面,将学生创造力发展的目

标真正落到实处,在学科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

方法的教学中启迪学生创造性思维和创造性人格的

发展,使 每 个 学 生 的 创 造 潜 能 都 得 到 充 分 的 发

挥[13]。
第四,提供更完善的信息和中介服务,创造良好

的环境。XX大学要进一步加强创新创业教育相关

的信息系统建设,利用现代技术手段收集、研究、处
理、反馈适应学生需要的短期市场信息;利用校园媒

体发布相关信息与项目,为学生创新和创业提供充

分的信息[14]。除此之外,学校应依托现有的创业计

划大赛等平台,在学校内部营造良好的创新创业氛

围,并加强创新研究中心和创业中介服务机构的建

设,为学生创办企业需要的税务、工商等方面提供咨

询和资金担保服务,以激发学生的创业热情。
第五,加强人力、技术与资金投入力度。建议

XX大学充分发挥其技术、人才和资源优势,为学生

的创新创业活动提供有关信息、资料、设备、技术等

支持,尤其是学校教师的科研成果、发明专利及技术

专利,要优先提供给有创新创业意愿和具备一定创

新创业能力的学生,使其在创新创业的同时促进科

研成果的转化,加速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进程。
面对当前创新创业教育师资力量短缺的现状和师资

教学过程中存在的各类问题,XX 大学应加强其师

资力量的建设,向全社会敞开大门,通过其自身优势

来吸引一些具有扎实理论知识、丰厚创新实践应用

和创业管理经历的高素质人才。同时为了保证师资

队伍的优良供给,应该对从事创新创业教育的教师

采取定期考核、优胜劣汰的聘用制改革[15]。此外,

学校要设立创新创业教育基金,争取有关政府的扶

持资金、专项贷款和风险投资,并吸引更多社会捐赠

或捐助资金,为创业团队提供创业基金,以鼓励和支

持大学生创业[16灢18]。

暋暋五、结暋语

本文以研究型大学的创新创业教育体系为对

象,从投入及效益2个方面构建了科学的综合评价

指标体系,并设计了改进后的 BP神经网络评价模

型和方法,以XX大学为例,对研究型大学创新创业

教育质量进行客观全面的的评价分析。评价结果表

明,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必须从以下5个方面扎实推

进:进一步完善相关政策和制度体系;积极促进对创

新创业教育理论研究的开展;加强创新创业教学过

程的系统化和科学化;提供更完善的信息和中介服

务,创造良好的环境;加强人力、技术与资金投入力

度。只有多方面协同,才能实现创新创业教育体系

的良好运作及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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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lityEvaluationModelandMethodofInnovationand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inResearch灢oriented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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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暋Thispaperdescribestheconnotationandcharacteristicsofresearch灢orienteduniversity
anditsinnovationandentrepreneurshipeducation.Basedonthelevel,characteristics,objectives,con灢
tent,andstructureofinnovationandentrepreneurshipeducationinresearch灢orienteduniversities,thispa灢
peranalyzestheinfluencingfactorsofcomprehensiveevaluationindexdesignwhicharemainlyinvolved
ingovernmentlevel,collegelevel,studentslevelandsociallevel.Thispaperconstructsthequalityevalu灢
ationindexsystemandanalyzesthequalityofinnovationandentrepreneurshipeducationinresearch灢ori灢
enteduniversitieswiththehelpofimprovedBPneuralnetworkmodel.Finally,thispapermakesacom灢
parativelygoodevaluationresultsfromthetowaspectsofsocialreliabilityandvalidity.

Keywords暋research灢orienteduniversities;educationofcreationandinnovation;qualityevaluation;

indexsystem;BPneuralnetwork

(责任编辑:陈万红)

8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