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与高等教育改革的深入，

开展创业教育逐渐成为我国高校教育、教学改革的热点问题，

不少学校正在尝试将创业教育付诸实践。由于创业教育在我

国尚处于一个倡导摸索的试验阶段，许多问题尚不明确，譬

如，创业教育的目标是什么，创业教育的课程体系如何设置，

创业教育的教学方法有何特色等等。这些都有待在实践中进

行探索。为此，本文就创业教育的有关问题作一探讨。

一、创业教育的目标

创业教育培养什么样的人？这是高校开展创业教育必须

明确的首要问题。很多人认为创业教育就是培养企业家。代表

性的观点如：创业教育的主要目标是使受教育者通过教育具

有自谋职业、创业致富的本领，创业教育提供给受教育者的是

从事创业实践活动全过程———发现机会到决策、规划、实施、

评价、反馈这样一个生产经营活动全过程所必需的知识、技能

以及培养良好的心理素质。

培养企业家是创业教育的目标之一，但不是其全部目标。

创业教育有广义与狭义之分，1991年，东京“提高青少年创业

能力的教育联合革新项目”中期研讨会报告指出：创业教育，

从广义上来说是培养具有开创性的个人，其对于拿薪水的人

也同样重要，因为用人机构或个人除了要求受雇者在事业上

有所成就外，正越来越重视受雇者的首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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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义的创业教

育在于为学生灵活、持续、终身的学习打下基础。而狭义的创

业教育重在增收培训，是为目标人群，特别是那些贫困人群提

供急需的技能、技巧和资源，使他们能够自食其力。因此，创业

教育既培养善于创业的企业家，又培养能创造性工作并取得

突出业绩的择业者。

从现实角度看，虽然我国高校倡导实施创业教育已有多

年，但大学生创业的很少，其成功者更少，每年毕业生中除一

部分通过考研继续深造外，大多数人还是流向各企事业单位

就职。据 2002年统计，如按就业岗位分类，我国大学生自主创

业的比例只占 0.47豫，这种大学生就业局面在今后仍将继续，

因此，我国高校创业教育培养的不仅是狭义的自创事业的开

拓者，更多的应该是具有开创个性和创新精神并具有发展潜

力的高素质人才。

国际劳工组织 KAB项目协调人、创业教育专家克劳斯亦

表示，在大学生中推行创业教育，并不意味着让大学生毕业后

都去创业。事实上，目前大学生办公司的效果并不令人满意，

据权威调查显示：大部分公司或卖或并，一半以上的公司由于

资金问题根本无法正常运转，本科生创业的成功率仅为 1豫，

研究生创业的成功率也只有 5豫。

因此，从理论角度和现实状况出发，我国高校创业教育所

培养的创业型人才不能仅以培养企业家为限。实际上，真正的

企业家也不是仅通过学校教育就可以培养造就的，我们实施

创业教育应树立大创业教育观，以培养具有开创个性与创新

精神的高素质人才为目标，为学生今后走向社会创造性地工

作甚至自主创业奠定扎实的基础。

二、我国高校创业教育的重点应放在创业精神的培养与

创业能力的训练上

目前我国高校创业教育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创业知识的教

授上，所设课程有创业学、创业管理、创业理论与实务、大学生

创业理论课程等。这些创业教育课程有助于学生认识创业、了

解创业过程，并形成一定的创业知识结构，但仅仅开设这些课

程并不能涵盖创业教育的全部内容，而且在我国特有的社会

文化环境下，不一定能真正取得实效。

创业教育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其内容主要包括树立创业

意识、培养创业心理品质、提高创业能力与形成创业知识结构

四个部分，从理论上讲，开展创业教育应全面推进，仅仅通过

开设创业课程，传授创业知识不能达到创业教育的预期培养

目标。在创业教育四个主要内容中，我们还应根据我国社会文

化实际，在教授内容的选择上有所侧重。

受传统文化思想的影响，我国学生的创新精神与创业意

识比较薄弱，习惯于墨守成规，安于现状，顺其自然，害怕竞

争，缺乏冒险意识与开拓精神。就笔者所带的班级而言，虽然

大学毕业生就业形势日益严峻，但大多数学生毕业的理想依

然是能找到一份好工作，当被问及何时才会考虑自主创业时，

【摘要】高校开展创业教育应树立大创业教育观，培养具有开创个性与创新精神的高素质人才，而不仅仅是培养企业

家。针对我国社会与高等教育的实际，我国高校创业教育的重点应放在大学生创业精神的培育与创业能力的训练上，并构建

满足不同类型学生需要的创业教育课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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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学生的回答是，只有实在找不到工作，不得已才有可能去

创业。

大学生自主创业意识薄弱与受传统精英教育思想的影响

有很大的关系。大学生曾是“天之骄子”，是国家建设倚重的人

才，很多大学生及其父母不能接受上大学后还要去自主创业，

尤其是去开店、办公司等。虽然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已成为现

实，但不少人仍固守传统的精英教育思想，不能在大学生与普

通劳动者之间画上等号，择业观念落后于时代的发展。同时，

大学教育重守成教育，忽视创新教育也对大学生创业精神的

培养产生严重影响。长期以来，大学教学主要是对已有知识的

传承，缺乏对创新知识进行传授，而创新是创业的基础，没有

创新教育的铺垫，大学生的创业精神就很难养成。

此外，动手操作能力普遍不强是我国大学生的主要缺点

之一。我国高校教学普遍存在重知识传授、轻能力训练的问

题，学生对各种理论十分熟悉，但付诸实践却茫然不知所措。

近年来，随着教育大众化的不断迈进与大学生就业形势的日

益严峻，大学生的创业意识有所增强，对创业的认可度也较以

前有很大的提高。不少学生十分希望通过创业来解决生计问

题，进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但他们常常苦于缺乏实践技

能，感到无从下手。某学者对 1 291名大学生的调查显示，大

部分学生都有一定的创业意向与愿望，不过，有近 80豫的大学

生认为自己的创业能力远远不够或完全没有，尤其有极少数

学生感到悲观，认为自己不仅没有创业能力，甚至对自己的生

存能力也产生怀疑。

考虑到现实社会的发展情况，当前我国高校创业教育的

立足点更多地要放在学生创业精神的培养与创业能力的训练

上。创业精神的培养主要包括树立学生的创业意识与培养学

生的创业心理品质两方面：前者包括诱发学生的创业动机与

兴趣，培养学生的创业理想与信念，塑造学生的创业世界观；

后者主要培养学生的独立性、敢为性、适应性、合作性等心理

品质。创业能力的训练主要包括专业职业能力、经营管理能力

和综合性能力的培养与提高。

三、高校应构建满足不同类型学生需要的创业教育课程

体系

创业教育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创业教育是狭义创

业教育的基础，狭义创业教育是对广义创业教育的具体化，这

两者既相互联系，又彼此独立，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创业教育

体系。但在我国高校创业教育实践中，一些高校还没有注意到

广义创业教育与狭义创业教育的区别，在实施过程中往往侧

重狭义创业教育的推广，主要传授创建企业的知识与技能，适

合有志于创办企业的学生的需要，但这些学生往往是少数，大

多数学生还是准备就业，他们没有近期创业的计划，与创业相

比，他们更关心毕业后能否顺利找到一份好工作，因此，对这

些狭义的创业教育课程往往缺乏兴趣，甚至不来听课，而且还

容易使学生造成这样的错觉，即创业教育就是教人去开办公

司，不想去开公司的人没有必要接受创业教育，显然，这有违

创业教育的初衷。

因此，高校在开展创业教育时应对广义创业教育与狭义

创业教育进行区分，并对两者进行统筹规划，根据学生的需要

合理安排。既重视开展狭义的创业教育，又注重广义创业教育

的普及，做到在创业普及教育的基础上进行创业精英教育，通

过创业精英教育来促进创业普及教育。有鉴于此，笔者以本科

生为对象构建了如下课程体系。

该课程模式采取大类招生、后期分流的做法，将创业教育

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学生按专业大类招收入校，

采取厚基础、宽口径的培养方式，使学生具备深厚的人文知识

与专业知识基础，同时实施创新与创业的普及教育，树立学生

的创新意识、创业意识，并注重通过实践环节的训练提高学生

的动手能力。第二个阶段在尊重个性、因材施教原则的指导

下，进行分流培养，对于具有创业潜质与立志创业者，设立专

门的创业培训与辅导机构，对他们进行创业精英教育，辅导、

帮助他们积极创业，提高创业成功率。对于升学者与就业者来

说，允许他们根据自己的兴趣跨院转系，通过创新课程与就业

教育课程，进一步提高他们的创新、创业水平。

这三类学生无论转入哪个方向发展，都必须接受专业主

干课程的教育，掌握扎实的专业知识与专业技能，同时还要辅

修第二专业课程，以形成复合型的知识结构。这三类学生虽彼

此区分，但在课程安排上学生可根据需要相互选修，升学者与

就业者可以选修创业培训课程，创业者可以选修其他学院开

设的所有课程。

创业型人才的培养需要大量的实践活动，在第二个阶段，

实践环节比第一个阶段更丰富，指向也更明确，对于升学者，

主要安排社会调研，在社会调研中接触、认识社会，培养理论

运用与研究能力；对于就业者，安排职业实习环节，使他们深

入职业实践，积累职业经验；对于创业者，安排创业实践活动，

在活动中训练学生的创业心理品质，提高创业能力，同时还设

置创业辅导机构，对学生的创业进行帮助扶持，使学生顺利创

业，提高创业成功率。

该课程模式面向全体本科学生，贯穿整个大学教育过程，

是一项系统性的工程，其顺利推行，需要一系列相应的体制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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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进行保障。

1. 设立全校性的创业教育协调指导委员会。创业教育涉

及学校各个学院、各个层面，如跨院转系、课程选择、实践活动

等都需要一个全校性的机构站在全局的高度进行组织协调，

确保各层面、各部门运转顺畅，同时规划、指导、处理创业教育

实施过程中的重大事务。

2. 成立创业培养与辅导机构，专门负责创业教育培训与

创业服务指导。各个学院都有一些有志于创业的或具有创业

潜质的学生，对这些学生应在第一个阶段创新与创业普及教

育的基础上进行创业精英教育，强化创业实践，由于这类学生

人数不多，且分散在各个学院，由各个学院分别进行创业精英

教育，成本偏高且难以取得实效，因此，有必要将分散在各个

学院中的立志创业者集合起来，整合全校相关资源，成立创业

培训与辅导机构，对这批学生进行集中的专项训练，辅导扶持

他们的创业活动，同时，创业培训与辅导机构的成立还可以集

中各项创业教育资源，专门负责全校的创业普及教育课程与

相关活动，这比各学院分散进行更容易取得成效。

3. 创业教育推行过程中涉及各种各样的课程，应坚持以

人为本，因此在教学运行和组织机制上，应改变传统的、刚性

的教学运行管理体制，大力推行弹性学制、学分制、主辅修制、

双学位制、本硕博连读制等。

4. 创业教育的本质在于培养学生开创性的个性，这种个

性的测试不能仅仅依靠传统的考评办法，因此，在创业教育实

施过程中，在质量至上理念的指导下，要坚持实施科学化、弹

性化与人性化的评价制度。

主要参考文献

1.张文武. 论创业教育的意义及实施. 中国成人教育袁

2006曰1

2.陈艳袁雷育胜袁曹然然.大学生创业素质调查与思考.高

教探索袁2006曰4

3.魏和平. 创业教育给大学生多一种选择. 中国青年报袁

2006-01-17

圆园园7年度《财会月刊》（综合）总目录

茵理论与探索

财务在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 郭复初 1.园猿

树立新型成本管理观念 提高企业成本管理水平 甘永生 1.园缘

再谈传统资本保全理论 刘立峰 1.园苑

财务理论研究方法的演进与财务理论的发展 艾健明 许义生 1.园怨

谈新会计准则在会计理念上的变化 姚金武 1.员员

试论中小企业产权制度变迁与财务治理机制的

动态选择 曾爱军 1.员猿

社会资本会计初探 朱廷辉 2.园猿

基于交易费用理论的企业纵向并购研究 周 普 2.园5

企业并购财务目标：并购增值最大化 胡玄能 2.07

论社会责任会计 王庭华 2.09

对新会计准则采用资产负债观的思考 杨 乐 徐 芳 3.园猿

新会计准则下的会计制度设计 闫明杰 贾 璐 3.园缘

浅析公允价值与原有五种计量属性的关系 李红霞 杨厚智 3.园6

分工、专业化与商业信用的使用 李竟成 孙新平 李素青 3.园8

论财务管理假设 彭宏超 马广奇 4.园猿

融合观下会计目标的实现 李婕琼 4.园6

谈资产减值的确认动机 龙成长 4.园8

盈余管理的悖论 柳艳丽 朱文莉 4.10

基于期权理论的公司资本价值研究 于雯雯 李静凡 4.员2

对合并财务报表编制理论的认识 邱月华 4.14

新会计准则对财务分析的影响 林 黎 叶燕萍 5.园猿

公允价值内涵解读 扈 杰 5.园6

试论企业财务分析 幸 佶 5.园8

虚拟企业财务管理目标探讨 李永红 6.园猿

论财务危机成本及其产生条件 于 君 6.园5

财务管理目标研究 容少华 曾健南 6.园7

股票期权激励及其对控制权激励的替代分析

叶陈刚 李相志 闫爱明 7.园猿

所有者权益变动表浅探 吴兆旋 7.05

使用者角度下的财务报告透明度 殷 枫 7.07

人力资本所有者财务治理研究 贾 璐 7.园9

试论广义会计平衡 吴以凯 王文莲 8.03

需求不确定条件下的供应链存货管理研究 李 旭 8.04

论会计控制权 陈人康 8.06

关于收入确认和计量的思考 齐友发 陈子颖 8.08

两种收益确认模式及其理论基础 高 旸 9.03

上市公司负债效益分析 马 鹏 9.05

浅析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编制主体 张瑞琰 9.07

会计学研究的实证方法论 李竟成 9.09

企业合并权益结合法在我国的拓展 张 川 9.11

对公允价值计量问题的再认识 戚英华 曾 勇 10.03

公允价值确定之市价法与现值法 李浩燕 10.05

论会计准则的质量特征 祝锡萍 许 涛 10.07

新会计准则下权责发生制的解读 赵 婧 赵 敏 11.03

阴窑90窑财会月刊渊综合冤 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