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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创业教育的问题与改革探索

何 星 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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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创业教育不仅仅是指影响人的创业行为的教育，更是一种大学文化素质教育，有着深刻

的文化逻辑。我国高校在开展创业教育的过程中存在缺乏顶层设计、创业教育课程体系缺乏

逻辑等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高校创业教育需致力于自我实现的改革探索: 确立知识资本化

的创业教育理念、加强创业教育的顶层设计、构建富有高校特色的创业教育课程体系、创新符

合高校发展实际的创业教育模式、强化具有实践性特征的创业教育平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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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家 中 长 期 教 育 改 革 和 发 展 规 划 纲 要

( 2010-2020 年) 》提出: “加强就业创业教育和就

业指导服务”。这表明高校创业教育不仅是高等

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重要的教育政策。
我国自 1998 年清华大学引入 MIT 模式，开启“创

业启蒙运动”以来，高校创业教育取得了显著成

就，形成了良好的发展态势。但从总体上看，我国

高校创业教育仍面临着一些突出问题，需要做进

一步改革探索。

一、高校创业教育的问题分析

( 一) 创业教育缺乏顶层设计

创业教育发端于 20 世纪 50 年代美国高校的

商学院，后逐渐影响到世界其他国家。我国教育

部于 1997 年开始指导部分高校开展创业教育探

索，2002 年在清华大学等 9 所高校开展创业教育

的“试点”，2008 年在全国设立了 30 个创业教育

人才培养模式创新试验区。我国高校开展创业教

育虽已近 20 年，但仍缺乏科学合理的顶层设计。
从政府层面来看，尽管政府先后制定出台了若干

促进高校开展创业教育的文件，如《教育部关于

大力推进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和大学生自主创

业工作的意见》( 2010) 、《教育部关于普通本科学

校创业教育教学基本要求( 试行) 》( 2012 ) 等，但

这些文件只是提出了一些“指导意见”、“工作要

求”，缺乏实质性的保障( 如法律保障) 措施。因

此政府的这些意见和要求很难落地，导致高校开

展创业教育并不是很成功。从高校层面来看，大

多数高校并未从创业教育的核心———知识资本化

的视角来认识和理解创业教育，不能从创新教育

与就业教育共融共享来设计创业教育，而只是简

单地将创业教育与就业教育混为一谈。如此，高

校创业教育在教育理念、资源配置、师资队伍、知
识转化等方面都存在漂移与偏离现象。此外，从

高校执行政府创业教育政策的过程来看，大多数

高校“理所当然”地将创业教育视作促进大学生

就业的“政策性工具”，这种“政策性工具”是带有

普世意义的，高校很少针对学校实际思考“我们

需要怎样的创业教育”这种带有校本意义和理论

价值的问题，缺乏带有院校特色的创业教育的顶

层设计。
( 二) 创业教育缺乏理性认识

作为一种教育理念，高校创业教育是指进行

创办企业所需要的创业意识、创业精神、创业知

识、创业能力及相应的实践教育活动，重点是培养

大学生的知识创业能力。毫无疑问，我国高校开

展创业教育或多或少都带有移植、复制的烙印，对

创业教育缺乏理性的认识。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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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应景的创业教育”。创业教育在我国经历

了引进、试点、创新试验区、推广等几个阶段，开展

创业教育的高校也从清华大学等顶尖的研究型大

学向普通高校转移。在国家政策的指引下，各级

各类高校都在如火如荼地开展创业教育，创业教

育也如“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存

在“应景”的教育倾向。殊不知，创业教育刚开始

也只是在美国为数不多的顶尖研究型大学开展

的。二是“就业的创业教育”。很多高校将创业

教育视为提高毕业生就业率的重要手段，这就无

形当中将创业教育与就业教育等同起来了。创业

教育和就业教育，一字之差，但本质不同。就业教

育是一种经验传承性的教育，只要把前人经验、知
识与能力通过学习传承下来，能满足现有岗位的

需要就可以了。而创业教育则不同，除了经验传

承教育外，最主要的是强化创业实践教育与训练，

达到社会创业所需要的能力与创业的敏锐度。同

时，对于创业者来说，现有岗位不是人生终极目

标，而只是一种暂时性过渡，随着社会需求变化和

新技术转化，可以创造新的岗位，这才是创业教育

所要追求的目标。
( 三) 创业教育课程体系缺乏逻辑

从高校创业教育课程体系构建的方式来看，

存在创业教育课程“翻版”与“移植”的问题。大

部分高校都缺少具有校本特色的创业教育课程体

系，基本上都是移植国内外高水平大学的创业教

育课程。这样的课程，对于一些办学水平不高、办
学层次较低的高校未必适应，存在“水土不服”的

现象。一些高校并未将创业教育设置为必修课，

而只以选修课的形式出现在课程清单里。与其他

必修的专业课相比，创业教育课程在师生中的地

位明显偏低。从高校创业教育课程的内容来看，

大部分高校只开设了“创业基础”课程，在内容上

大多属于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就业指导等课程

系列，而对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创业

意识、创业能力、创业素养、创业文化等大学生普

遍感兴趣的内容关注不多。一些高校将创业教育

简单地理解为举行学生创业计划大赛等，并未在

教学计划中列入创业教育。这样的课程体系导致

了创业教育处于弱势地位，不利于培养大学生自

主创业的意识和能力。
( 四) 创业教育资源配置缺位

高校原有的教育体制以及资源配置方式很难

满足创业教育的需要。首先，缺少创业教育的专

项资金。资金是大学生创业的基础。目前我国的

资本市场尚未完善，特别是针对大学生创业的融

资渠道较窄。创业从起步到成功通常需要相当长

的过程，期间需要大量资金投入，并且失败率非常

高，对于绝大多数出身普通工薪家庭的大学生来

说，“创业梦”很难实现。其次，创业教育学科空

白。创业来自于创业思维、人格力量和精神气质，

因而需要设置教育学、心理学、经济学、文化学、创
造学等多学科、跨学科课程，需要创建满足时代需

求和符合高校实际的创业教育学科，设置专门的

科研机构对创业教育进行深入研究。而事实上，

我国高校创业教育学科还是空白的。再次，管理

机构不健全。很多高校没有成立专门的机构来管

理创业教育，一般都将创业教育作为学生事务

“挂靠”在学生处、团委或就业指导中心等部门，

缺乏专门的创业教育研究与指导机构，这给高校

组织和开展创业教育带来了障碍。最后，师资队

伍薄弱。高校创业教育要求教师具备多种能力，

要求创业教育的教师具备多学科知识背景，在创

业教育理论与实践方面都具有特殊的要求。当

前，高校从事创业教育的教师基本上都是“学院

型”，他们在从事创业教育的教学过程中存在理

论与实践脱节的现象。

二、高校创业教育的改革探索

( 一) 确立高校创业教育理念

理念是行动的向导，创业教育理念是创业教

育实践的灵魂和方向。因此，高校需要确立科学

的创业教育理念。首先，高校创业教育理念最核

心最根本的是知识资本化。也就是说，高校创业

教育是一种高校科研成果转化为市场的技术、产
品或服务的创业，而不仅仅是一种以资金为主导

的商贸服务型、体力型的创业。这是判断高校创

业还是社会创业的重要标准。其次，不同层次不

同类型的高校都可以开展创业教育，但其创业教

育的内容与方式应该是有差异的。在我国，高校

创业教育的旗手是教学研究型与教学型高校，这

与我国国家创新体系的功能定位有关。而事实

上，国外高校创业教育的引擎是研究型大学，因为

高精尖的知识资源是研究型大学的优势，比其他

类型的高校更容易开展创业教育。因此，我国高

校要从校情出发，创业教育要从“学而优则仕”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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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而优则创”转变，使学生、教师和社会更加关

注创业，使创业教育成为推动高校内涵式发展的

内动力，成为高校的学术自觉、使命自觉与文化自

觉。因为“创业教育不是临时添加在高校身上的

政治任务，也不是高校面对大学生就业压力作出

的一次无奈的被动选择，而是高校基于时代发展

需要与学生个人发展需要进行的一次人才培养观

念和模式的转变”［1］。第三，高校创业教育要服

务于学生的终身发展。上世纪末，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就明确提出“21 世纪的大学要形成以学生为

核心的办学思路”。创业教育不同于就业教育，

因为高校创业教育可以归属于终身教育的范畴，

创业教育不存在为了“一次性就业”的问题。基

于此，高校创业教育在理念上需要转型: 创业教育

的目标从提高就业率向提升就业层次和就业质量

转型、从创业实践教育向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深

度融合转型、从培养自主创业者为主向培养岗位

创业者为主转型［1］。
( 二) 加强创业教育的顶层设计

创业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高度重视顶

层设计与教育实施的策略选择。由于我国大学生

创业教育主体是靠体制而非市场驱动，故顶层设

计与实施导向显得尤为重要［2］。从政府层面来

看，政府需要进一步完善相关领域的法律法规，将

高校创业教育纳入高等教育的法律体系，从而在

法律层面为高校开展创业教育提供制度保障和文

化环境。如上世纪 80 年代，美国制定了一系列知

识产 权 的 法 律。1980 年 的《拜 杜 法 案》( Bayh-
Dole Act) 促进了产学研一体化的高科技创新活

动，激发了大学生的创业热情，催生了一批美国创

业型高校［3］。从高校层面来看，高校应从关爱每

一位学生健康成长的理念出发，成立专门的创业

教育管理机构 ( 条件成熟的高校可成立创业学

院) ，统筹全校创业教育资源，开展面向全体学生

的创业教育。如在学校层面成立校级创业教育服

务办公室，其下可设大学生创业教育指导中心、创
业教育研究所、创业教育实践基地、创业教育基金

会等机构，统筹管理全校创业教育的师资、规划、
资金等，将创业教育与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就业

指导、专业教育深度融合，成为高校开展人文素质

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此外，为进一步提高人才

培养质量，高校可将“加强创业教育”纳入学校的

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

( 三) 完善创业教育课程体系

专业、课程是创业教育的基础和抓手。创业

知识、技能的传授是大学生开展自主创业的基础，

高校创业教育培训与指导在大学生自主创业中的

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4］。只有将创业教育纳入

高校正规的课程体系之中，才能促进创业教育的

顺利开展。其一，构建动态的创业教育课程体系。
一般来讲，高校的课程设置基本上是稳定的、静态

的。随着就业教育向创业教育的转变，专业和课

程建设也要从就业教育的专业、课程向创业教育

转变，但不同类型与层次的高校，其创业教育的课

程也是不同的; 即使是同一所高校，由于办学层次

和类型发生变化，其创业教育的课程体系也要相

应地发生变化。例如，一所教学研究型大学向研

究型大学转型，那么其创业教育的课程体系也要

适应研究型大学的要求，做出相应的调整与改进。
其二，开发具有校本特色的创业教育课程。由于

高校在办学使命、社会影响力等方面不同，其人才

培养的质量要求也是有差异的。因此，不同的高

校必须面向区域经济社会的需求和要求开展创业

教育，为区域经济转型升级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

创业特质的优秀人才。从这个意义上说，创业教

育的课程应该是“一校一品”的，即每所高校都要

针对自身实际开发具有校本特色和区域特征的创

业教育课程。其三，培养创业教育的师资队伍。
课程是需要教师来实施的，因此高校需要培养专

业的创业教育师资队伍。除了传统的“学院型”
师资外，还需要“管理型”、“企业型”、“社会型”
的师资。具体而言，高校要在引、评、用三个方面

培养创业教育的师资队伍。“引”，即高校要更加

注重候选人的工作背景、社会实践能力与市场洞

察力等，从企业行业引进优秀人才; “评”，即根据

创业教育的特点与目标，重新制定创业教育教师

的业绩考核标准; “用”，即创新创业教育教师培

养机制，选派教师参加国内外创业教育培训活动、
参观考察企业等。

( 四) 创新创业教育模式

我国创业教育经过近 20 年的发展，已经形成

了清华大学的深度聚焦教育模式、黑龙江大学实

体体验教育模式、中国人民大学的课堂扩展教育

模式、温州大学的岗位创业教育模式等，这些高校

都从侧重创业知识传授转向注重学生创业素质的

培养，探索出一些具有本土和校本特色的创业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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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模式［3］。高校教育创新，其模式多样性，是社

会需求、高校类型多样性的集中反映。但是，作为

一所高校创业教育模式的选择，应遵循办学规律、
突出学校的办学特色。在设计创业教育模式时，

要考虑不同类型高校学生的不同需求，实施个性

化、分层化的创业教育。不同的创业者在创业过

程与创业动机等方面都表现出不同的特征，需要

实施不同层次的创业教育，真正做到“助力每个

学生的创业梦想”。
( 五) 强化创业载体平台建设

创业教育是一种实践性的教育，应该让每一

个学生都亲身体验创业教育全过程。有条件的高

校，除了开设创业教育课程，还可以在校内设立创

业教育园区、创业教育实验室或创业教育平台。
首先，高校与企业共建大学生创业教育基地。企

业特别是大型企业，有着资金、资源、经验、人员等

方面的优势，在推进大学生创业教育方面大有可

为。企业可以给在校大学生提供实践平台与实习

机会; 也可以设立大学生创业风险投资基金，给予

资金、项目、人才的支持，甚至可以直接入股，实现

双赢。其次，高校与政府共建大学生创业信息平

台。高校应主动与政府联系，说服政府以民生工

程的项目建立一个广泛的大学生创业信息中介平

台，为大学生提供创业、投资、市场等方面的信息。
第三，成立创业教育联盟。同区域、同层次或同类

型的高校可以成立创业教育联盟，制定创业教育

联盟章程，以联盟会议的形式交流创业教育的经

验与问题，相互探讨、相互借鉴，共同推动高校创

业教育的顺利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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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obe into the Problems and Ｒeform of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HE Xingzhou
( Student Office，Zheji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Hangzhou 310014，China)

Abstract: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s not only the education that affects human behavior of entre-
preneurship，but also the quality education of university culture，which has a profound cultural log-
ic． There exist such problems as lack of top-level design and logic in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course system in the development of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n our country． To solve these prob-
lems，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needs to explore reform in self-re-
alization: establishing the concept of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n knowledge capitalization，

strengthening the top-level design，constructing an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curriculum system
with university features，innovating the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mode which conform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and strengthening the platform construction of entrepre-
neurship education with practical features．

Keyword: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problem analysis; reform ex-
pl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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