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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的主要内容如下:
本篇包括第一章的内容。在介绍国内外创业教育产生缘起的基础上，通过

梳理国内外创业教育研究的文献资料，以及结合创业教育，归纳出创业教育理
论研究的七个热点问题: 一是创业教育到底能不能教? 二是创业教育的内涵辨
析，三是创业教育的目标和教育对象，四是创业教育的课程设置 ( 教什么) ，
五是创业教育课程的教学方法 ( 如何教) ，六是创业教育的师资培养和配置
( 何人教) ，七是创业教育的评估。我们认为，这七个问题共同构成了创业教
育理论研究的主体，同时，对这些问题展开的研究和讨论有利于澄清当前我国
高校在创业教育实践中存在的错误认识，对我国创业教育的持续健康发展具有
非常重大的意义。其中: 前三个问题共同构成了对创业教育的本质思考，中间
三个问题构成了创业教育课程体系的构建问题，最后一个问题是针对创业教育
的宏观管理的。另外，为了便于国际间的合作和交流，我们在随后另外三章中
分别介绍了国外高校的创业教育实践、我国高校的创业教育实践，并对中美高
校的创业教育实践进行了比较研究。



第一章

引 言

一、创业教育产生的缘起

创业对一个国家的政治、社会经济及产业的演化有着重要的作用。虽然早
在 18 世纪 30 年代法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坎蒂隆就提出了 “企业家”这个概
念，并认为企业家的关键作用是提高经济资源的使用效率，然而，在 19 世纪
上半叶之前，人们对创业以及企业家对国家及经济的影响作用研究的很少
( Schoonhoven ＆ Romanelli，2001) 。在古典经济学中，人们只阐述了土地、劳
动和资本三种生产要素的作用。直到 20 世纪初，企业家还是要不被作为一个
微小的经济因素而遭忽视，要不只是简单地作为变革、创造和创新的代理人
( Casson，1982; Baumol，1987) 。从 20 世纪 30 年代开始，一些经济学家重新
审视创业在现代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 ( Schumpeter，1934 ) ，最后重新认识到
企业家对国家竞争优势的贡献 ( Kirchhoff，1994; Porter，1998) ，后来甚至把
企业家作为一种重要而特殊的无形生产要素，俗称第四种生产要素，并投入很
多的资源去研究创业和企业家。目前，在大多数工业化国家，经济增长中的
1 /4 到 1 /3 要归功于企业家建立的新企业 ( Matlay，2005) 。

与对创业的研究相对应，创业教育也是一个较新的话题。人们公认的创业
教育始于 1947 年哈佛大学商学院迈尔斯·梅斯 ( Myles Mace) 教授为 MBA学
员开设的新企业管理课程，然而，在随后的二三十年里，人们对创业重要性的
认识仍然不足，使得创业教育的发展非常缓慢，几乎处于停滞状态。1968 年，
美国百森商学院率先在本科教育中开设创业学专业，学生开始有机会接受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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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创业教育课程。1979 年，麻省理工学院的大卫·伯奇 ( David Birch) 教授
出版了《工作产生过程》的研究报告。报告通过对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
模式转变的研究，以详实的数据推翻了大型企业是经济支柱和创造新就业机会
主体的论断，揭示了创业对创造工作机会、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重新引
起了各国政府和高等教育界对创业重要性的重视。随后，美国高校的创业教育
获得了迅速的发展，一方面是纷纷在商学院内部建立新的创业系科或成立创业
研究中心等，从事创业学专业教育，另一方面是创业教育项目向商学院以外拓
展，使得任何对创业感兴趣的学生都有机会接受创业教育。20 世纪 90 年代以
后，美国高校的创业教育进一步向大众化 ( 普及) 和尖端化 ( 科技创业) 两
个方向发展，并引起了全世界教育界的关注和仿效。

国内创业教育的发展要追溯到 20 世纪 90 年代。1989 年在北京召开的
“面向 21 世纪教育国际研讨会”上，在探讨 “21 世纪教育哲学问题”时，埃
利雅博士介绍了来自柯林·博尔博士的关于 “三本教育护照”的理论，博尔
博士将三本护照解释为学术性护照 ( Academic) 、职业性护照 ( Vocational) 、
证明一个人的事业心和开拓能力的护照 ( entrereneurship education) 。“第三本
护照”的概念一经提出，当即引起了与会学者的深切关注和广泛讨论，在此
基础上，会议提出了“事业心和开拓教育” (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的概
念。后来，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即被译为 “创业教育”。这次会议第一次
把事业心和开拓技能教育提高到与学术性和职业性教育同等重要的地位。从
此，创业教育引起了国内人们的注意。

1998 年，清华大学举办了第一届 “挑战杯”创业计划大赛。这被称为中
国高校创业教育兴起的标志。1999 年，共青团中央、中国科协、全国学联共
同将这种竞赛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沿用原来的“挑战杯”名称，全国共有 162
所高校参加了这届的竞赛，此后每年举办一次，参赛的高校不断增加。2000
年，清华大学成立了中国创业研究中心，旨在进行创业专业的博士生培养。这
标志着我国高校的创业教育进入个别重点院校的探索阶段。

2002年 4月，国家教育部将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等 9所院校确定为开展创业教育的试点院校，将我国高校创业教育与创业人才培
养推进局部试验阶段。2003 年，南开大学、吉林大学等院校相继成立创业研究
中心，创业理论研究和创业人才培养在我国逐步蔓延开来。随着创业教育的开展，
在很多高校中，创业园、创业孵化器、科技园等形式的创业扶助组织也逐渐兴起。

2006 年 3 月，由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国家劳工组织负责实施的、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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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学生为主要对象的大学生创业教育项目 KAB ( Know About Business) 开始
在清华大学、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青年政治学院、黑
龙江大学和天津工业大学等 6 所试点高校开始运作，此后又有一些高校陆续加
入到这个项目中来。①

2010 年 5 月，教育部高等学校创业教育指导委员会在北京举行成立大会，

进一步强调高等学校要更新教育教学观念，将创新创业教育面向全体大学生，

纳入教学主渠道，结合专业教育，贯穿于人才培养全过程; 要将加强创新创业
教育作为教育教学改革的重点内容，深化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改
革; 要加强创新创业教育实践教学，积极开展以创新创业教育为主要内容的第
二课堂活动; 要着力培养、建设一支既有理论知识又有实践经验的专兼职创业
教师队伍，探索建立创业导师制，指导高校学生的创业实践; 同时，鼓励高校
从学校类型、层次、特点和所处区域的实际出发，探索形成多样化的创新创业
教育模式。② 至此，中国的创业教育实践和研究进入了高速发展时期，复旦大
学、上海交大、西安交大、中山大学、厦门大学等一大批院校相继成立了诸如
创业学院、创业中心等机构来从事创业的理论研究和教育实践。

二、国内外创业教育研究的主要问题

随着创业教育实践的兴起，有关创业教育的研究也得到了人们的重视。在

国外，截止到 2011 年 3 月底，在亚马逊网站上有关创业教育的书目有 1078

条; 而据 Katz ( 2003) 的研究，从 1987 年开始，每四个月就会产生一种新的
与创业相关的期刊; 目前，美国至少有 44 种与创业相关的学术期刊，如
《Journal of Small Business and Entrepreneurship》《Journal of Small Business and
Enterprise Development》《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等; 欧洲也有许
多与创业教育直接相关的学术期刊，如 《Journal of European Industrial Train-
ing》等。因此可以说，在世界范围内已经形成了创业教育研究的系统网络。

我们在 Emerald数据库中以 “创业教育”为关键词进行搜索，从 1990 年
至 2011 年 3 月底，得到与创业教育直接相关的论文条目有 3234 个; 从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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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1 年 5 月底，全国已有 900 多所高校加入该项目 (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创业管理培训学
院提供数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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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至 2011 年 3 月底得到 2738 个论文条目; 从 2006 年至 2011 年 3 月底得到
1969 个条目。这说明最近十几年来，国外进行了创业教育的理论大讨论，兴
起了一股研究热潮。

我国创业教育的实践较晚，理论研究相对滞后，但随着就业压力的增大、

高等教育改革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需要，国家及实践界对创业教育越来越重
视。国内许多学者对创业教育研究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就创业教育的各个方
面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出现了大量的文献。在中国期刊网上，以 “创业教
育”为关键词、选择精确匹配方式进行检索，截至 2011 年 4 月 30 日，中国博
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收录了 6 篇论文，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收
录了 45 篇论文，中国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收录了 132 篇论文。在中国期
刊全文数据库中，从 1991 年 1 月 1 日至 2011 年 4 月 30 日，以 “创业教育”

为关键词、以“全部期刊”为限定词、选择精确匹配方式进行检索，共查出
7910 篇论文; 而以“核心期刊”为限定词，共查出 1384 篇论文。各年份发表
的论文数如表 1-1 所示。

表 1-1 1991 年 －2011 年创业教育文献检索数量

年份 1991 － 2000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全部期刊 522 179 208 293 368 315 483 739 966 1554 2080 314

核心期刊 78 45 44 57 90 69 107 159 36 174 442 83

全部 /核心 6. 7 4. 0 4. 7 5. 1 4. 1 4. 6 4. 5 4. 7 26. 8 8. 9 4. 7 3. 8

资料来源: 中国期刊网 ( 截止到 2011 年 4 月 30 日)

从表 1-1 可以看出，创业教育论文数量在 2000 年以前，数量较少; 在
1991 ～2000年的十年时间中，全部期刊中才有 522篇，而核心期刊中只有 78 篇。

全部期刊论文数量的第一次明显增加是从 2003年开始，而 2003 年恰好是我国高
校扩招后本科学生毕业的第一年，大学生就业第一次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这
可能是理论界对大学生就业面临困境，为大学生就业寻求新的出路的反应。全部
期刊论文数量第二次显著增加是在2007年、2008年、2009年和2010年，这些年
份的最低增加比例为 30%，最高的达到 60%。这说明创业教育的话题在这些年
来越来越引起国内作者的关注。核心期刊论文数量的第一次显著增加是 2006 年，

随后虽然在 2008年有所回落，但在 2009 年又突破了新高，且在 2010 年翻了一
番多。这说明国内学者在创业教育领域的研究越来越深入。

我们把从中国期刊网上检索出来的文章做一个比较，计算每年的 “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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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 /核心期刊”之值。我们发现，这个比值最小的年份是在 2011 年，为
4. 0，这说明在 4 篇文章中才有 1 篇文章发表在核心期刊上; 且这个比值在
2008 年前基本上保持稳定，在 4. 6 左右; 在 2008 年，这个比值突然猛增达到
了最高的 26. 8; 在 2010 年后，比值又从 2009 年的 8. 9 回落到 4. 6 左右。这个
比值说明国内学者们在创业教育领域的研究成果基本上是篇幅较小的论文，表
现为零星、非系统、非连续深入的研究; 且数据库收录的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
文、中国重要会议论文、中国博士论文合计只有 183 篇，而这三种论文的数量
通常可以表示一个国家对某个学术领域进行长期深入研究的程度，是一个学术
领域研究成熟与否的重要标志之一，尤其是博士论文的数量。因此总的来说，
国内学者在创业教育领域的研究还处在初期阶段。

在创业教育研究主要包括哪些问题的讨论上，我们发现国外主要有两篇文
献，一篇是 Fayolle ＆ Gailly ( 2008 ) 的，另一篇是 Mwasalwiba ( 2010 ) 的。
Fayolle ＆ Gailly ( 2008) 从哲学本体论层次和教育实践层次阐述了创业教育的
主要研究内容。在本体论层次，Fayolle ＆ Gailly ( 2008) 认为首先应该思考创
业教育的定义问题，即“什么是创业教育? 在创业环境中，教育是什么? 在
创业教育中，教育者和参与者各自但当什么角色?”在创业教育实践层次，
Fayolle ＆ Gailly ( 2008) 认为首先应该根据教育对象确定教育目标，然后根据教
育目标确定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以及教学评估方法，并认为教育对象、教育目
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评估等五个问题是相互影响的，如图 1-1所示。

图 1-1 创业教育的教学模型 ( Fayolle ＆ Gailly，2008)

Mwasalwiba ( 2010) 在思考创业教育研究的主要内容时也是首先探讨创业
教育的定义问题，认为创业教育的定义决定了其目标和本质; 但在创业教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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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中，由于项目类型的不同，各种不同的项目又有各自不同的特殊目标，教育
目标、教育对象及教学内容决定了教学方法，最后根据创业教育的特点决定创
业教育的评估方法，如图 1-2 所示。

图 1-2 创业教育的理念和实践 ( Mwasalwiba，2010)

我们认为 Fayolle ＆ Gailly ( 2008) 和 Mwasalwiba ( 2010) 的讨论具有一定
的代表性，既从哲学角度探讨创业教育的本质，又从实践的角度探讨创业教育
该如何进行，并且对创业教育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及其之间的关系也进行讨论，
具有整体全局的观念。且 Mwasalwiba ( 2010) 认为应针对不同的教育对象采取
不同类型的创业教育项目，其教育目标也应不同，具体可以分为 “为了创业、
了解创业、创业中学、获得社团支持”等四种目标，显得创业教育目标更清
晰些。但现有文献中有关创业到底能不能教、创业教育中的师资、目前创业教
育中存在的困难等问题没有包括在 Fayolle ＆ Gailly ( 2008 ) 和 Mwasalwiba
( 2010) 的讨论内，显得有所欠缺。

经过对国内创业教育相关文献的梳理和研读，我们发现国内学者也从不同
的角度对创业教育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从研究内容来看，国内学者的创业
教育研究专题主要有: 创业教育的意义、创业教育概念的界定、创业教育的目
标、创业教育的主要内容、创业教育的途径及模式、国外创业教育的发展现
状、国内外创业教育比较、国内创业教育存在的问题、创业教育的评价体系
等，且大部分文献局限于讨论创业教育的意义、国外创业教育的发展现状、创
业教育的国内外比较、创业教育的途径及模式、国内创业教育存在的问题等方
面，而对创业教育课程设置、创业教育评估等方面的研究较少，显然，国内有
关创业教育的研究缺乏深度，且研究方法有欠科学。这显然与国内现正处于创
业教育的引进发展阶段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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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章小结

综合国内外的文献，我们发现创业教育的相关文献主要关注创业教育的理

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两大主题，彼此之间的关系如图 1-3 所示。其中，创业教育
的理论研究主要关注七个问题: 一是创业教育到底能不能教? 通过对这一个问
题的研究和争论，学者们引出第二个和第三个问题，即创业教育的定义，以及
创业教育的目标和教育对象。我们认为这三个问题共同构成了学者们对创业教
育的本质思考。在对创业教育本质的思考基础上，学者们又引出了另一大理论
研究问题，即创业教育课程体系①的构建问题。我们认为这个问题其实又包括
“创业教育的课程设置 ( 教什么) ; 该怎样教创业，包括创业教育的组织结构
和教学方法 ( 如何教) ; 创业教育的师资培养和配置 ( 何人教) ”三个问题;

这三个问题共同构成了创业教育课程体系的核心。在对创业教育的本质思考和
课程体系构建的研究基础上，学者们又引出了 “如何评估创业教育的实际效
果”的问题。这七个问题共同构成了创业教育研究的理论主题，如图 1-3

所示。

图 1-3 创业教育的系统思考

9

① “课程”一词作为教育术语，指学习者在一定计划指导下的学习“进程”与“路径”。人们一
般习惯于将被列入教学计划的各门学科，及其在教学计划中的地位和开设顺序总称为课程。这是“课
程”的狭义理解。我们认为，设计创业教育课程体系时应采用广义的“课程”概念，即将教学计划内、
外的为受教育者所设置的一切教学努力，都称之为创业教育课程，包括具体的课程设置、课堂内外的
教学方式和方法、创业实践和为营造校园创业文化氛围的课外讲座等 ( 陈高生，20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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