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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经过几年的探索，我国创业教育已经成为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亮点，在“创业教育研究、

创业教育（培训）、创业教育支持环境”方面取得了突出的阶段性成绩。但是，与成熟的国际创业教育

相比，我们仍面临“创业教育研究、创业教育教学（培训）、以及创业教育环境”方面的战略挑战。 

【关键词】中国创业教育；兴起与发展；挑战 

 

近年来，创业教育作为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新领域，呈现出比较强劲的发展态势。然而，要保证

中国创业教育持续有效发展，很有必要考察创业教育兴起的背景、总结创业教育发展的成就，反思创业

教育面临的挑战。 

加强创业教育，鼓励自主创业，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教育领域的共识。就我国来说，开展创业教育，

既是顺应新经济时代的必然选择，更是缓减就业压力的现实问题。 

．新经济时代需要创业教育 

20 世纪90 年代后以信息社会和知识经济为代表的新经济时代的到来，对企业家精神教育的繁荣产

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首先，它在改变产业结构的同时，也改变了企业的生存法则，企业竞争优势的核

心资源由有形向无形转变，竞争优势的生成重点由效率、质量和价格向变革与创新转变；其次，动态复

杂环境、竞争加剧要求创业型的管理者。创业型管理者区别于传统管理者的重要特征是，他们用创新性

眼光审视环境、用创造性方式解决企业的生存问题，强调如何在动态复杂环境中识别机会、把握机会的

能力，强调理性的冒险而不是如何规避风险（张玉利，杨俊．国外企业家精神教育及其对我们的启示

[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4>）。 

．严峻的就业形势需要创业教育 

我国是青年人口大国。青年就业日益成为重大的经济和政治问题。社会需要更多的创业人才去创造

就业岗位，这就要求高等教育要把“培养创业精神和创业能力”的创业教育纳入教育计划。 

中国创业教育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创业教育研究的发展、创业教育（培训）的发展以及

创业教育支持环境的改善。 

．创业教育研究的发展 

国内对创业教育的研究逐渐活跃，研究队伍正在扩大，研究范围比较广泛，研究内容不断丰富，研

究成果数量逐年增长，质量不断提高，创业教育专业学术会议逐步展开。这些均表现出我国创业教育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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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已经有了良好的发展，并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发展态势（刘沁玲．中国创业教育发

展研究．科技进步与对策，2006<5月号>）。 

（1）创业教育论文（期刊杂志）数量：从无到有，从有到多。笔者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以

“创业教育”作为篇名，对1989-2007年发表在“核心期刊”的论文进行了检索，共检索出311篇文章。

创业教育论文每年发表数量见表1。 

表1：1989-2007年核心期刊发表创业教育论文数量 

数据来源：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 

 

1992年以前，核心期刊没有发表过“创业教育”方面的论文，创业教育研究处于空白阶段。1992年-

1999年，核心期刊发表24篇“创业教育”论文，年均3篇，创业教育研究处于萌芽起步阶段。2000-2007

年，核心期刊共发表287篇“创业教育”论文，年均40篇，基本呈逐年递增势头，创业教育研究处于快速

成长阶段。 

就刊载的核心期刊而言，1999年以前零落发表在19种教育类核心期刊上。2000年以来，创业教育论

文除密集发表在占主导地位的教育类核心期刊外，还散见于一些经济类核心期刊和其他综合类核心期刊

上。 

（2）创业教育研究内容：向广度和深度发展。“创业教育”研究面广点多，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涉及

创业教育体系、创业教育的国际经验、以及创业教育面临的挑战。完善的创业教育体系，应当包含：创

业教育的内涵；创业教育的目标定位；创业教育的教学内容；创业教育的教学方法；创业教育的质量控

制；创业教育的实习实践。 

①创业教育的内涵。对创业教育内涵的认识，随着我国创业教育活动的发展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化的

过程。尽管各人研究的角度和观点并不完全相同，但大多数学者从“创业”的语义入手，从广义和狭义

两个视角来理解创业教育，认为广义的创业教育是“培养具有开创性的个人，通过相关的课程体系，提

高学生的整体素质和创业能力，使其具有首创精神、冒险精神、创业能力、独立工作能力以及技术、社

交和管理技能。”狭义的创业教育则指“为创办企业所接受的职业教育”（李红梅．关于创业教育的探

讨[J]．广西粮食经济．2000<4>）（彭钢．创业教育学[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刘沁玲．

知识创业论[M]．西安：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 

②创业教育的目标。创业教育的目标是创业教育所要达到的目的和标准，既是创业教育课程设置的

依据，又是教育效果评价的导向。关于创业教育目标的研究，基于创业教育功能的不同定位，大致包括

以下几种观点。 

年份 篇数 年份 篇数 年份 篇数 

1989 0 1996 2 2003 25

1990 0 1997 1 2004 59

1991 0 1998 4 2005 46

1992 5 1999 8 2006 73

1993 1 2000 17 2007（非全年） 25

1994 1 2001 24    

1995 2 2002 19    



可见，创业教育目标的界定不完全一致，但不外乎是培养符合时代要求的“创新者”（杨宁．创业

教育：高校培养创新人才的有效途径[J]．高教探索，1999<4>）、“创业者”（蔡克勇．教育发展的新

趋势：加强创业教育[J]．求是，2001<18>）（刘沁玲．知识创业论[M]．西安：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4）（蒋璟萍．创业教育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J]．中国高教研究，2004<3>）、以及“创新创业者”

（吴金秋．创业教育的目标与功能[J]．黑龙江高教研究，2004<11>）（梁保国．论创业教育[J]．高等

教育研究，1999<6>）。 

③创业教育的教学内容。基于创业教育目标认识的大同小异，创业教育的教学内容设计也基本一

致，只是提法有所区别。创业教育的教学内容是围绕“培养成功的创业者或创新者”这个目标而设计，

包括“创业者特质教育”、“创业知识教育”、以及“创业技能教育”三个维度的内容；通过“课堂教

学、课外实践、企业实习”方式来完成这些内容的学习（向春东．大学创业教育课程设置研究．优秀硕

士论文，2003）（马维娜．创业教育课程内容介绍[J]．上海教育科研，1993<1>）（徐萍平，杨海锋，

邬家瑛．创业教育课程体系建设的构想与实践[J]．科研管理，2005<10月增刊>）（孙泽平，滕发祥．高

等学校创业教育内容与过程设计[J]．现代教育科学，2004<4>）（谢树平．关于创业教育课程设计与实

施的思考[J]．职业技术教育，2002<7>）。 

④创业教育的教学方法。基于成人学习原理，学者们普遍认为，创业教育教学方法除传统的讲授

外，更应鼓励采用头脑风暴、讨论、练习、角色扮演、商业游戏、案例分析、企业家座谈等参与式方法

（张玉利，聂伟，杨俊，薛红志．中国创业研究与教育的新进展—创业研究与教育国际研讨会综述[J]．

南开管理评论，2006<3>）。 

⑤创业教育的质量控制。李国平等人基于模糊综合评判方法，建立了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的质量评

价指标体系，包括“教师能力、教学环节和教学效果”三大指标（李国平，于广青，徐薇．大学生创新

创业教育质量的评判方法研究[J]．商场现代化，2004<10>）。借鉴国际劳工组织KAB创业教育项目质量

控制体系，刘帆等人开发了本土化的KAB创业教育项目质量控制体系，包括开课前的《学生创业知识测

试》、开课中的《课后意见反馈表》、课程结束时的《课程培训绩效评价表》。 

⑥创业教育的实习实践。薛友辉提出了实践性创业模式，认为这种模式不是仅仅要求学生写商业计

划报告，相反，要求学生在一个有所控制的环境中将他们学习到的创业理念与技巧应用到实践中（李国

平，于广青，徐薇．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质量的评判方法研究[J]．商场现代化，2004<10>）。黄亲国探

讨了利用大学科技园，实现对学生进行学术性科技创新项目开发研究、创业计划大赛、创业实践训练

（黄亲国．论大学科技园对大学创业教育的作用[J]．江西教育科研，2006<6>）。 

（3）创业教育专业学术会议。南开大学举办“首届创业学与企业家精神教育研讨会”（2003），浙

江大学举办“人力资源与创业管理研讨会”（2004、2005）、“创业与家族企业研讨会”（2005），清

华大学举办“亚洲创业教育会议”（2005），吉林大学举办“创新与创业国际研讨会”（2005），以及

共青团中央与国际劳工组织举办了首届“联合国青年就业网络中国项目合作办公室年度总结会暨青年创

业教育国际研讨会”（2006）。 

．创业教育教学（培训）的发展 

近几年，创业教育（含培训）已经引起教育部、全国青联、劳动社会保障部等部门的高度重视和积

极参与。 

（1）教育部创业教育试点。2002年教育部确定了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黑

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京经济学院、武汉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8所高校率先进行创业教育的试点



工作，这些高校有步骤有层次地进行创业教育的探索，形成了几种比较典型的创业教育模式（蔡慧．高

校创业教育三种模式[N]．文汇报，2003-09-02）。 

第一种课堂式创业教育。以中国人民大学为代表，强调创业教育“重在培养学生创业意识，构建创

业所需知识结构，完善学生综合素质”，将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相结合来开展创业教育。鼓励学生创造

性地投身于各种社会实践活动和社会公益活动中，通过开展创业教育讲座，以及各种竞赛、活动等方

式，形成了以专业为依托，以项目和社团为组织形式的“创业教育”实践群体。 

第二种实践式创业教育。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为代表，以提高学生的创业知识、创业技能为侧重

点。其特点是商业化运作，建立大学生创业园，教授学生如何创业，并为学生创业提供资金资助以及咨

询服务。学校成立了“创业管理培训学院”，专门负责与学生创业有关的事务，学校还设立300万元的创

业基金，对学生的创业计划书经评估后进行种子期的融资。 

第三种综合式创业教育。以上海交通大学为代表，一方面将创新教育作为创业教育的基础，在专业

知识的传授过程中注重学生基本素质的培养；另一方面，为学生提供创业所需资金和必要的技术咨询。

学校投入8000多万元建立了若干个实验中心和创新基地，全天候向全校各专业学生开放，以培养学生的

动手能力。由该校研究生成立的学子创业有限公司，已经入驻上海“慧谷”科技创业基地。 

（2）KAB创业教育中国项目（http：//www.kab.org.cn）。KAB（know about Business）创业教育

项目是国际劳工组织为培养大中学生的创业意识和创业能力而专门开发的课程体系，与已经在各国广泛

实施的“创办和改善你的企业”项目（SIYB项目）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创业培训体系，目前已在全球三

十多个国家开展。该项目通过教授有关企业和创业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帮助学生对创业树立全面认识，

切实提高其创业意识和创业能力，培养有创业和创新精神的青年人才。 

KAB创业教育中国项目是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与国际劳工组织合作的国际项目。截至2007年春

季， KAB创业教育（中国）项目已培训讲师100余名，预备培训师20名，高级培训师3名，并在清华大

学、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浙江大学等50所高校开设了《大学生KAB创业基础》课程。

据院校反馈，课程内容和授课方法受到师生热烈欢迎，选课学生人数大大超过课程容量。 

（3）SIYB（SIYB，Start and Improve Your Business）项目培训（http：//www.siyb.com.cn）。

创办和改善你的企业中国项目由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和国际劳工组织共同实施，由英国国际发展部提

供资金支持。 

SIYB项目的总体目标是为消除社会贫困和创造就业机会做出贡献。项目的直接目标是通过培训和技

术支持提高失业人员，尤其是下岗工人的能力和技能，使他们能够创办和发展自己的微型和小型企业，

并在此过程中为社会上的其他人提供体面的就业机会。 

SIYB项目实施3年多来，取得了积极的成果，培训对象范围不断扩大，地域不断拓展，促进就业效果

凸显。从对象上看，已从下岗失业人员逐步扩展到青年学生、农村转移劳动力以及残疾人、刑满释放人

员等特殊群体；从地域范围看，不仅项目地区，在全国其他地区SIYB培训也在广泛地开展，目前包括西

藏在内的各个省都不同程度地引进了SIYB培训技术，据统计，2004-2005年，全国共组织43万人参加SIYB

培训，其中，项目省市共组织9.5万人参加培训，培训后成功创业率达到60%，并实现了平均1人创业带动

至少3人就业的倍增效应。 

（4）中国青年创业国际计划（Youth Business China）（http：//www.ybc.org.cn）。中国青年创

业国际计划是共青团中央、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共同倡导发起的青年创业教育



项目。该项目参考总部在英国的青年创业国际计划（Youth Business International）扶助青年创业的

模式，动员社会各界特别是工商界的力量为青年创业提供咨询以及资金、技术、网络支持，以帮助青年

成功创业。 

YBC自2003年11月启动以来，经过三年的实践，已经将这项源起英国、并在全球39个国家运行的扶持青年

创业的项目在中国培育存活，并在探索适合中国本土化特色方面进行了创新。截至2006年底，YBC已在北

京、上海、山东、陕西、福建和北京设立了5个地方办公室，共扶持青年创业项目104个，带动就业人数

超过1000人，创业项目涉及多个领域，包括中式餐饮、DV拍摄、手工设计制作、小百货连锁、家政服务

等18个行业，女性创业项目包括农村女青年、下岗女工等比例占48%。 

．创业教育支持环境的改善 

创业教育支持环境是创业教育成功开展的重要制约因素。目前，我国开展的创业教育有比较开放的

外部支持环境和逐步改善的内部支持环境。外部支持环境为我国创业教育提供了借鉴，主要体现为“国

外创业教育的先进理念、成熟的创业教育国别模式”；内部支持环境主要体现为“政策支持、创业支持

政策以及创业文化支持氛围”。 

（1）国际创业教育的先进理念。1989年11月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北京召开了“面向21世纪教育国

际研讨会”，会上正式提出了“创业教育”这一概念。1995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的《关于高等教

育的变革与发展的政策性文件》中全面阐述了完整的“创业教育”概念，指出“高等教育的毕业生不仅

是求职者，而且也是成功的企业家和工作岗位的创造者”。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召开首次世

界高等教育会议，在发表的《21世纪的高等教育：展望与行动世界宣言》中又进一步指出：“为方便毕

业生就业，高等教育应主要培养创业技能与主动精神：毕业生将愈来愈不再仅仅是求职者，而首先将成

为工作岗位的创造者”。这些会议的理念为我国启动和推进创业教育奠定了思想基础。 

（2）成熟的创业教育国别模式。美国、德国、澳大利亚等国成熟的创业教育模式对我国创业教育产

生了积极影响。我国一些高校引进美国高校创业教育模式，建立创业教育中心、科技园、孵化器等，为

实施创业教育、科技成果商品化、创办学生公司创造了良好的环境。例如，2004年12月9日-12月22日，

教育部高教司邀请国内积极探索创业教育的试点院校，组成创业教育考察团前往美国访问了7所大学：加

州大学洛杉矶（UCLA）分校、加州大学圣伯蒂诺（San Bernardino）分校、哈佛商学院（Harvard）、百

森（Babson）学院、仁斯里尔（Rensselaer）理工大学、斯坦福（Stanford）大学，访问期间创业教育

考察团同美国著名的大学中创业教育的同行就创业教育开展过程中涉及的教学大纲、课程设置、创业辅

导、创业先导资金筹集等方面进行了广泛交流（张竹筠．美国大学的创业教育对中国的启示[J]．科研管

理，2005，10<增刊>）。 

（3）创业教育国内政策支持。伴随创业教育的世界性潮流，我国高等教育对创业教育理念也积极做

出回应，1998年公布的《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指出，“高等教育要重视培养

大学生的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创业精神。”1999年公布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比较完整

地提出创业教育概念，提出“加强对教师和学生的创业教育，鼓励他们自主创办高新技术企业”。2001

年2月，教育部印发的《关于中等职业学校德育课课程设置与教学安排的意见》提出开展创业教育。 

（4）逐步改善的国内创业支持政策。逐步优化的创业支持政策包括建立专项基金，提供小额贷款等

降低青年创业门槛的系列配套政策措施。例如，国家工商总局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2003年普通

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的有关规定，出台了对2003年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从事个体经营有关

收费的优惠政策。国家工商总局要求各级工商机关不折不扣地落实高校毕业生从事个体经营有关收费优



惠政策，大力支持、促进高校毕业生自谋职业、自主创业。 

（5）国内支持创业文化氛围。通过打造创业文化品牌、传唱青年创业歌曲、统一青年创业标识、举

办青年创业论坛、树立青年创业典型、举办创业事迹报告会等途径，创造一种崭新的创业文化，提高社

会对企业家价值的认识，激发青年的创业热情，增强青年自主创业的信心和决心，营造鼓励青年创业的

文化氛围，使创业成为青年可以接受的职业选择。例如，以创业计划大赛为例。1997 年，清华大学的几

个青年学生从美国把创业计划竞赛引入中国，并于1998 年在清华大学举办了竞赛活动。1999 年，团中

央、中国科协、教育部、全国学联与清华大学联合发起“‘挑战杯’全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又叫

“小挑”），将该项竞赛从一个大学推向全国，使之与“‘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科技作品竞赛”

（又叫“大挑”）一起成为中国大学校园文化的龙头活动，并催生了一批大学生创办的公司。该项赛事

是大学与社会、大学生与企业之间的互动与沟通，吸引了众多媒体、专家、企业家和风险投资家，成为

中国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之一（丁三青．中国需要真正的创业教育——基于“挑战杯”全国大学生创业

计划竞赛的分析[J]．高等教育研究，2007<3>）。 

创业教育在我国还是一个新生事物，经过几年的探索，已经成为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亮点。但是，

与国际比较成熟的创业教育实践相比，我国的创业教育还处在初级阶段，需要解决在“创业教育研究、

创业教育教学（培训）、以及创业教育环境”方面面临的战略型挑战。 

．创业教育研究整体还很落后 

创业教育研究取得了一些初步的成绩，但研究整体上还很落后。这主要体现为：（1）理论研究缺乏

专业深度。从深度上讲，国内创业教育研究大多是对创业教育涉及问题的表层论述，缺乏“创业教育体

系”中涉及要点“目标定位”、“创业教育内容体系”、“创业教育方法体系”、“创业教育质量控制

体系”以及“创业教育实习实践体系”的专业深度分析。（2）教学教改研究大多缺乏可执行性。关于创

业教育的教学教改研究日益增多，可以讲这些研究并没有从国家层面上形成“创业教育的国家标准体

系”；对高等学校而言，大多也是借鉴参考，没能研究出本土化较强的教学教改模式。（3）研究方法单

一。国内创业教育理论研究大多是文献归纳式的定性研究，极少用到定量方法，缺乏实证研究。（4）缺

乏稳定成熟的专业队伍。从事创业教育研究的大多数学者都是“兼职”学者，专业对口不高，且研究缺

乏稳定性。 

．创业教育还没有融入正规教育体系 

由于没有融合于学校整体育人的体系之中，创业教育与学科专业教育并未形成有机联系，基本游离

于“正规教育”之外，大多是利用课余时间进行的“业余教育”。这种舍本逐末、注重形式的做法使创

业教育失去了学科专业这一最有力的依靠，致使创业学子们激情有余而内功不足（范志毅．高校创业教

育现状及发展思路[J]．商业时代，2006<35>）。这主要是因为决策者对创业教育重要性的认识不够。决

策者还没有认识到在知识经济和全球化时代，创业教育所培养的“企业家精神”通过“岗位创造”、

“生产力增长”、以及“创新”等方式，可以培育国家的竞争优势；相对“劳动力”、“资本”生产要

素，“企业家精神”在创业型经济中更是稀缺的关键要素（Council on Competitiveness，“Where 

American stands：entrepreneurship”，http：//www.compete.org.2007<2>）。 

．创业教育支持环境需要大力改善 

创业教育的成功开展，需要良好的创业教育支持环境。这涉及法律环境、政策环境、社会环境等诸

方面。因为思想认识存在偏差，我国创业教育的支持环境需要大力改善。就政策环境方面看，政府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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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教育部门在推行创业教育宏观决策方面缺乏足够明确的、强有力的政策和规定；出台的一些鼓励政

策，也难以真正贯彻执行。就社会环境方面看，不少教育部门和学校领导对创业教育心有顾虑而抱观望

态度，迟迟不能有效开展工作；多数家庭仍希望学生毕业后找个稳定的工作，对自我雇用、自主创业认

识不足；崇尚创业的社会主体价值观念尚未形成，甚至公众对小企业经营者或创业失败者还存在一定的

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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