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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思想政治信念、身体心理素质、商业道德品质、社会责任能力、公司治理水平和开拓创新精神等

6 个方面对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健康成长的构成要素进行系统分析，采用头脑风暴法遴选了 42 个评价指

标构成了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健康成长的理论评价指标。在此基础上，采用李克特七点量表法对理论评

价指标进行测评分析，通过隶属度分析、相关分析和鉴别力分析等方法对理论评价指标进行实证筛选，构

建了具有较高信度和效度的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健康成长评价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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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

发展的重要力量，在支持经济增长、推动创业

创新、增加就业岗位等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

积极影响。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健康成长是

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的动力，是其发挥引领、

示范作用的前提。对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健

康成长的评价指标进行研究，能够为非公有制

经济代表人士综合评价工作提供参考，有利于

正确掌握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的成长情况，

从而提高培训、选拔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的针

对性和有效性，推进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队

伍建设。 

对于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的内涵，

已有研究从政治认同、政治参与，企业经营能

力、企业经营行为、履行社会责任等不同角度

进行了解读。[1-4] 在把握内涵的基础上，学者们

主要围绕如何实现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

长展开研究，提出了发挥代表人士的积极作

用，[3，5] 加强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思想政治工作，

激发企业家创新精神以及增强企业发展能力

建设等实现路径。[5-7] 当前理论界尚没有形成非

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健康成长评价指标体系，

与之相关的是对于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党外代

表人士的评价研究，以及对于企业发展评价、

企业家成长评价的探讨。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

评价内容主要包括个人素质、企业经营管理和

履行社会责任三方面，[2，8-9] 党外代表人士的评

价则是基于政治坚定、专业突出、群众认同的

基本标准展开。[10-11] 企业发展评价对于非公有

制经济代表人士企业经营管理方面的成长评

价具有借鉴意义，多数学者将财务指标作为衡

量企业发展的关键指标，[12-14] 但不同企业发展

过程存在较大差异，[15] 财务指标不能充分反映

企业发展过程，因而有的学者将企业内部人力

资源情况、企业客户关系等非财务指标纳入企

业发展评价中。[16-17] 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作

为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管理者，其评价可以参

考企业家成长评价。许多学者聚焦于企业家个

人素质，[18] 尤其是企业家能力素质的成长，[19-21] 

而有的学者则将制度、政府和环境等外在因素

纳入企业家成长评价体系，[22-23] 还有学者从绩

效角度衡量企业家成长。[24-25] 以往研究为建立

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健康成长评价指标体

系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但更多研究侧重运用定

性分析的研究方法，指标遴选的主观性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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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在对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健康成长

构成要素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通过理论遴选和

实证筛选相结合，从而构建非公有制经济代表

人士健康成长的评价指标体系。 

二、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健康成长评价

指标的理论遴选 

（一）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健康成长的

构成要素 

对评价内容的构成要素进行分析，是评价

指标设计的基础。评价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

的健康成长，既要参考个人健康的共性指标，

又要充分体现出其特殊性。非公有制经济代表

人士作为企业发展的核心人物，其成长评价在

参照党外代表人士基本标准的基础上，[11] 还应

侧重于企业家角度。[2] 本研究认为，非公有制

经济代表人士健康成长的构成要素主要包括 6

个方面：思想政治信念、身体心理素质、商业

道德品质、社会责任能力、公司治理水平，以

及开拓创新精神（图 1）。 

图 1  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健康成长的构成要素 

1. 思想政治信念 

思想政治信念作为与党合作共事的政治

基础，是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健康成长的重

要评判准则。[2] 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应该具

备较强的政治认同和理性的政治预期，[1] 坚决

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导企

业文化建设，自觉加强思想政治学习，积极参

政议政，做合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 

2. 身体心理素质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对健康的定义，非公有

制经济代表人士的健康成长包括身体和精神

的良好状态。身体素质，包括人的体力、精力、

耐力、毅力等生命指标。[26] 身体素质的健康是

人体各器官系统的良好状态，典型的判断标准

如精力充沛、食欲旺盛、对流行病有足够的免

疫力等。心理素质是一系列稳定心理特点的综

合。[27] 良好心理素质的典型判断标准包括智力

正常、情绪稳定、人格健全、具有适应能力等。 

3. 商业道德品质 

商业道德是人们判断商业活动是否符合

道德规范的行为准则，其主要内容包括遵纪守

法，买卖公平，文明经商等，而商业道德品质

是个人在商业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比较稳定

的特点和倾向。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作为企

业的管理者，其商业道德品质影响着企业的道

德氛围，[28] 对企业的经营和发展具有深刻影

响。[29] 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要健康成长，必

须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树立正确

的商业道德价值观念，在企业经营管理活动中

践行商业道德准则，制定和执行符合商业道德

的决策，维护良好的企业信誉。 

4. 社会责任能力 

非公有制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得到党和政

府以及社会各方面的支持和帮助，因此非公有

制经济代表人士要致富思源、富而思进，以积

极的行动服务和回报社会。非公有制经济代表

人士的健康成长，要求他们具有强大的社会责

任感，积极参与扶贫开发、光彩事业、公益慈

善事业等活动。作为企业的管理者，非公有制

经济代表人士还要积极推动企业履行社会责

任，引导企业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承担起

保护劳工权利、保护环境、发展慈善事业、捐

赠公益事业等方面的责任。 

5. 公司治理水平 

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作为企业经营发

展的核心人物，其自身就是一种重要的企业投

入要素，对企业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因而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的健康成长情况，

可以通过公司治理水平衡量，包括企业发展战

略、人员配置、组织结构、激励机制等方面的

情况。[24] 为了引导非公有制企业适应经济发展

新常态，突破家族式企业管理的局限性，非公

有制经济代表人士需要学习现代企业管理理

思想政治信念 

开拓创新精神 

社会责任能力 

商业道德品质 

身体心理素质 

公司治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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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完善企业的经营管理制度，才能进一步释

放企业活力、培养企业竞争力，非公有制经济

才能取得更好的发展。 

6. 开拓创新精神 

创新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动力和源泉，是

企业家精神的重要内容。激发企业家精神，有

利于带动创新创业，推动我国经济增长。[7] 为

了适应激烈的市场竞争和不断变化的经营环

境，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一方面需要不断地

加强创新创业学习，掌握前沿动态，把握创新

趋势；另一方面，还需要积极培养创新精神，

不断地提高企业管理水平，积极推动企业通过

开发新产品、应用新技术等方法和手段，从而

满足市场需求，加强企业竞争力。 

（二）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健康成长评

价指标的理论构建 

构建指标体系是一个从抽象的概念到维

度的分解再到具体指标设计的过程。在此过程

中，需要遵循系统性、科学性、可操作性、可

比性和导向性等原则。概念构成要素的分析，

奠定了在理论层面遴选指标的基础。为了提高

评价指标的理论遴选质量，本研究采用头脑风

暴法，邀请了 15 位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

领域的专家和研究生，参加头脑风暴会议。与

会者参照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健康成长的

构成要素，提出评价指标。在对与会者提出的

评价指标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得到了非公

有制经济代表人士健康成长的理论评价指标

体系，即第一轮评价指标体系 V（1），包括了思

想政治信念、身体心理素质、商业道德品质、

社会责任能力、公司治理水平、开拓创新精神

等 6 个维度共 42 个评价指标（表 1）。 

三、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健康成长评价

指标的实证筛选 

理论评价指标体系 V（1）是理论构思的成果，

主观性较强。通过运用隶属度分析、相关分析、

辨别力分析等方法进行实证筛选，有助于增强

评价指标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完善评价指标体系。 

表 1  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健康成长第一轮评价指标体系 V（1）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 
非
公
有
制
经
济
代
表
人
士
健
康
成
长 

思想政治信念 重视思想政治学习培训 非
公
有
制
经
济
代
表
人
士
健
康
成
长 

社会责任能力 助人为乐与人为善 

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节约资源保护环境 

维护习总书记核心地位 保证产品质量安全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保障员工合法权益 

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积极参加公益活动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遵纪守法照章纳税 

积极参政议政建言献策 着力提升股东利益 

身体心理素质 经常参加体育锻炼 公司治理水平 股权结构较为合理 

定期参加身体检查 风险管控能力增强 

食欲良好睡眠充足 决策科学化规范化 

精神饱满精力旺盛 激励约束机制强化 

情绪稳定乐观向上 监督机制持续优化 

思路清晰思维敏捷 信息披露公开透明 

能够适应复杂环境 财务制度不断完善 

商业道德品质 敬畏法律守住底线 开拓创新精神 强化研究开发投入 

买卖公平诚实无欺 提升团队学习能力 

文明经商礼貌待客 加强党团组织建设 

洁身自好永不行贿 学习先进管理经验 

平等相待坦诚合作 增强研究开发能力 

诚信经营货真价实 拓宽市场销售渠道 

公平竞争质量取胜 创造新的市场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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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隶属度分析 

本研究将评价指标体系 V（1）设计成调查问

卷，选取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师、行政管

理专业博士生、MPA 学员作为问卷调查对象，

要求调查对象从 42 个评价指标中选出 15 个最

能反映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健康成长的指

标。我们发放了 100 份调查问卷，回收 79 份，

其中有效问卷 55 份。调查对象的意见具有主

观色彩，但通过隶属度分析可以集成多数意见，

在一定程度上化主观为客观。隶属度是属于模

糊数学的概念。模糊数学认为，人们日常生活

中存在大量外延不分明的模糊现象和模糊概

念。隶属度描述的是某个元素（评价指标）属

于某个集合（评价指标体系）的程度。设评价

指标X୧被选中的次数为Mi，则Xi的隶属度Ri=Mi

∕55。隶属度的大小表示Xi在评价指标体系中

的相对重要程度，若隶属度很大，X୧在评价指

标体系中很重要，应该保留；若隶属度小于某

个临界值，则可以删除，从而提高评价指标体

系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本研究以 0.4 为隶属度

的临界值，删除了隶属度低于 0.4 的 12 个评价

指标（表 2），剩余的 30 个评价指标构成了第

二轮评价指标体系 V（2）。 

（二）相关分析 

评价指标之间的相关性会影响评价结果

的可信度，可以采用相关分析，淘汰一些与其

他指标高度相关而隶属度相对较低的指标。本

研究将第二轮评价指标体系 V（2）的评价指标编

制成 30 项陈述的李克特量表（Likert Scale），

通过浙江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宁波大学非公有

制经济人士统战工作理论浙江研究基地举办

的相关活动进行调查。我们发放了 300 份问卷，

回收 281 份，其中有效问卷 245 份。运用 SPSS 

20.0 进行 Pearson 简单相关分析，在α=0.05的

显著性水平下，共有 4 对评价指标存在着显著

的相关性，淘汰其中隶属度相对较低的 4 个评

价指标（表 3），保留的 26 个评价指标构成了

第三轮评价指标体系 V（3）。 

表 2  第一轮评价指标体系 V（1）中被删除的隶属度低

于 0.4 的 12 个评价指标 

准则层 指标层 隶属度

思想政治信念 维护习总书记核心地位 0.32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0.364 

身体心理素质 定期参加身体检查 0.182 

思路清晰思维敏捷 0.309 

商业道德品质 文明经商礼貌待客 0.127 

公平竞争质量取胜 0.345 

社会责任能力 助人为乐与人为善 0.182 

着力提升股东利益 0.364 

公司治理水平 监督机制持续优化 0.309 

财务制度不断完善 0.273 

开拓创新精神 提升团队学习能力 0.218 

学习先进管理经验 0.236 

（三）辨别力分析 

辨别力描述的是评价指标区分不同对象

差异的能力，评价指标的辨别力可以用变差系

数V୧来描述，即Vi=Si/Xഥ，其中Xഥ=( Xi)/nn

i=1
为

平均值，
 

Si=((Σ(Xi-Xഥ)ଶ)/(n-1))ଵ/ଶ为标准差。

变差系数越大，指标的辨别力越强；反之，辨

别力则越差，变差系数较小的评价指标可以考

虑删除。[30] 运用 SPSS 20.0 进行计算，淘汰了

变差系数小于 0.1 的“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这个指标，剩余的 25 个指标构成了第四

轮评价指标体系 V（4）（表 4）。 

四、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健康成长评价

指标体系的信度和效度检验 

评价指标体系的可信性和有效性需要通

过信度检验和效度检验来衡量。 

表 3  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健康成长第二轮评价指标体系 V（2）的相关分析 

评价准则 保留的评价指标 删除的评价指标 相关系数 显著性水平 

思想政治信念 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0.924  0.000  

身体心理素质 精神饱满精力旺盛 情绪稳定乐观向上 0.874  0.000  

商业道德品质 买卖公平诚实无欺 平等相待坦诚合作 0.749  0.008  

开拓创新精神 增强研究开发能力 强化研究开发投入 0.885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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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信度检验 

信度（reliability）是衡量评价结果稳定性

或一致性程度的参数。本研究运用克劳伯克

（Cronbach）α系数进行所构建的评价指标体

系 V（4）的内部一致性信度检验。运用 SPSS20.0

进行检验，结果显示量表总体的克劳伯克α系

数高于 0.8，表明该评价指标体系具有较高的

内部一致性信度。 

（二）效度检验 

效度（validity）是评价指标体系能够测出

研究想要测量的事物的程度。本研究采用内容

效度方法（content validity）进行所构建的评价

指标体系 V（4）的效度检验，计算公式为CVR= 

(ne-n/2)/(n/2)，其中n为参与评判的人数，ne为

判断评价指标很好地反映了评价对象的人数。

本研究邀请了 30 位熟悉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

士相关研究的专家学者、博士研究生参与内容

效度评定，其中 26 位参评人员认为这些指标

很好地反映了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健康成

长的内容，即量表总体的内容效度CVR为 0.73，

这说明所构建的评价指标体系 V（4）具有较高的

内容效度。 

五、结语 

本研究在对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健康

成长的构成要素进行系统分析的基础上，采用

头脑风暴法，遴选了 42 个评价指标。在此基

础上，采用隶属度分析、相关分析和辨别力分

析等方法，对评价指标进行实证筛选，建立了

具有较高信度和效度的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

士健康成长的评价指标体系。本研究专家选择

范围较窄，研究样本也偏小，在后续研究中，

课题组将进一步对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健

康成长的理论内涵和构成要素进行深入研究，

并拓宽专家的选择范围和扩大研究样本，提高

专家的代表性和权威性，构建既具有信度和效

度又具有前瞻性和可操作性的非公有制经济

代表人士健康成长的评价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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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valuation Indicators of Healthy Growth of Representatives for Non-Public Economy 

FAN Bo-nai1, 2, HUANG Yan-wei2 

（1. Zhejiang Research Base for China’s Non Public Economy, Ningbo 315211, China; 2. School of Public Affair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constituent elements of the healthy growth of representatives for non-public 

economy from six aspect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beliefs,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qualities, commercial moral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pioneering and innovative spirit. Using brainstorming method, the paper selects 42 

evaluation indicators to form the theoretical evaluation indicators for the healthy growth of representatives for non-public 

economy. On this basis, Likert’s seven-point scale method is used to measure and analyze the theoretical evaluation indicators, 

and the theoretical evaluation indicators are empirically screened by means of membership degree analysis, 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discriminant analysis.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the healthy growth of representatives for non-public economy with 

high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is constructed. 

Keywords: representatives for non-public economy; healthy growth; evaluation indic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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