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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美高校创业教育的实践与借鉴

刘旻华 刘杨华

摘 要: 英美两国高校创业教育实践较为成熟，而我国高

校创业教育起步较晚。本文借鉴国外特别是英美发达国

家高校创业教育的先进经验，博采众长，以期探索、改进我

国高校创业教育模式，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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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 1998 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就在《世界高等教育会

议宣言》指出:“为方便毕业生就业，高等教育应主要培养学生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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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教育思想自此成为各

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要理念。2010 年世界经济论坛全

球教育创议“培养下一代企业家”，通过教育培养创业素质已

经被认为是未来经济成功的关键。
创业教育始于 1947 年哈佛商学院的第一门创业课程《新

创企业管理》，至今大学生创业教育在美国、英国、德国、日本

等主要发达国家发展到了比较成熟的阶段。我国高校创业教

育起步较晚，2002 年教育部在全国范围内将 9 所院校列为我

国首批创业教育试点院校，2010 年教育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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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明确

指出，开展创业教育，就是要提升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创新精

神、创业意识和创业能力为核心。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高校开

始创业教育的实践探索，着力推进创业教育，目前我国高校的

创业教育模式仍处于起步阶段，存在许多困难和不足，国外特

别是英美发达国家较为成熟的高校创业教育发展模式为我国

高校创业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

一 英美高校创业教育实践的特色

( 一) 创业教育理念。英美国家的创业教育从片面的功利

性职业训练发展演变到非功利性系统教学的过程，创业成为

一个终身学习的过程，培养创业能力已经成为一种新的人才

培养模式和教育改革方向。英美国的创业教育理念在于揭示

创业的一般规律，传承创业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培养创业者应

具备的素质，目标是使受教育者具有创业意识、创业个性心理

品质和创业能力，以适应社会的变革和发展。其核心是培养

学生敢于创新、创业的精神、勇气、素质和能力。在美国斯坦

福大学，培养师生的创业精神是该大学的重要使命之一，追求

创新，追求新的知识，在教学研究方面都有创新创业的冒险精

神。
( 二) 系统的创业课程体系。历经六十多年的发展，美国

高校创业教育进入成熟、系统阶段，学科体系较为完善，课程

内容涵盖了创业构思、融资、设立、管理等方面。以创业学领

域的领导者美国百森商学院( Babson College ) 为例，其“创业

学”课程体系被誉为“美国高校创业教育课程基本范式”，这一
“创业学”课程体系由战略与商业机会、创业者、资源与商业计

划、创业企业融资和快速成长五大模块构成，整合了未来创业

所需要的创业意识、创业个性特质、创业核心能力等“创业遗

传代码”和有关创业的社会知识。
( 三) 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课程形式。课程形式以理论

与实践紧密结合，既有课堂讲学或案例分析形式的理论知识

学习研讨，又有实践性的课程形式以及课程以外的创业实践

活动。各国大学校内举办形式多样的创业实践活动，如百森

创业教育中心为本科学生设计的“新生管理体验”课中，学校

为班级各个创业小组提供 3000 美金的启动资金，让学生制定

创业计划、开展创业实践活动，并年终结算。英美国高校还聘

请校外成功的资深创业人士为学生的创业计划定期提供咨询

和指导，甚至同一门课程由正式的教师和有丰富创业和企业

经营管理经验的客座教师共同开设，如牛津大学“创业与商业

技能课程”，由企业管理人员和技术转移处主管组成的客座教

师承担一半的课时，分工讲授相关领域的课程内容。此外，麻

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世界一流

大学每年都举办学生创业计划大赛，影响深远，诸多著名企业

由此诞生。
( 四) 跨学科的创业教育合作模式。2007 年英国高等教育

创业调查表明，英国大学的创业教育 36% 融入课程之中，既有

专门的创业教育课程，又有渗透在其他各专业如工程、艺术与

设计、数学与计算机、医疗保健等课程中的创业教育。以英国

伦敦城市大 学 ( London Metropolitan University ) 的 游 戏 技 术 本

科课程为例，该课程旨在教授电子开发技术专业知识的同时，

培养学生的就业技能和创业能力: 课程利用真正的游戏开发

商业项目来传授知识、培养技能，同时为学生设 置 了 实 习 岗

位，投资了游戏实验室，使学生在实际工作过程中提高自己的

专业水平，由于该课程与其他企业合作，学生在真实商业项目

中学习时有大量的机会接触企业界人士，有利于他们了解真

实的商业需求，提升创业意识、提高创业能力。再如英国谢菲

尔德·哈勒姆大学的企业经营与管理改革学院开设的创业模

块，吸收各门学科的学生共同参与、展开合作，支持学生真正

创建公司或其他社会事业，帮助他们获得真实的经营和创业

经验。此外英国华威大学等高校还开设了创业学课程与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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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如化学、工程、计算机等组合的联合学位课程。美国高等
教育研究协会( ASHE) 也在其 2009 年的高等教育 报 告 中 指
出: 大学生获得创业教育的最佳途径是跨学科教育模式( cross
－ disciplinary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1］－［ 5］

( 五) 全方位的资源支持。“创业教育联盟”作为全美创业
教育的主要倡导者成立于 1982 年，成员囊括美国大学、地方
教育系统、基金会、企业、政府机构、学生组织等，旨在促进成
员间的资源共享。美国各级创业教育组织推进创业教育的教
材和教学方法开发、教学经验交流等，如百森、哈佛、麻省理工
学院等著名大学建立了 50 多个创业教育教学与研究中心，进
行系统化的创业教育和前瞻性的创业研究，对促进美国创业
教育起着重要的作用。英国政府成立了国 家 科 学 创 业 中 心
( UK － SEC) 来管理和实施创业教育，后来又建立全国大学生
创业委员会( NCGE) ，全面负责国内的创业教育。英美国家同
时十分重视有创业经验的创业教育师资队伍建设，鼓励并选
派教师进行创业和创业实践体验，使其具备对创业领域发展
趋势和社会需求变化的良好洞察力。在资金方面，英美各国
政府持续拨款并设立创业奖金来鼓励高校创业教育，社会各
界也设立各类基金会，这些基金会每年以商业计划大赛奖金、
论文奖学金等多项奖金和捐赠教席的形式向高校提供丰厚的
创业教育基金。此外英美评估体系的建构与评价机制的运作，

促进大学间创业教育项目的竞争，极大地推进高校创业教育
的发展。如美国的《创业者》、《商业周刊》、《美国新闻和世界
报道》等权威杂志于 20 世纪 90 年代初开始先后对大学的创
业教育项目进行一年一度的评估。

二 我国高校创业教育现状

( 一) 创业教育课程探索开发。随着创业教育在全国各大
高校的推进，不少高校纷纷开始开设创业教育课程探索创业
教育发展之路，特色课程包括以公共选修课为主要形式的创
业教育基础课程( 如 KAB 创业教育基 础 课 程 已 推 广 至 全 国
600 多所院校) 、培养创业精英形式的系统创业教育课程( 如
中山大学创业黄埔双学位班) 、全覆盖分层次有侧重的创业教
育课程( 如西北工业大学以本科生创业教育为主，开展专科
生、本科生、研究生三个层次的创业教育) 、中外合作与外语语
言学习结合的创业教育课程( 如上海对外贸易学院与英国中
兰卡郡大学合作开设的专业课程《国际商务经营英语》) 等。

( 二) 学生创业计划竞赛和创业中心。1998 年，清华大学
举办了中国最早的创业计划竞赛，这一学生创业计划竞赛模
式成为我国创业教育最早的一种模式。为进一步推进创新、
创业教育，中国教育部于 2008 年 11 月启动全国大学生创业大
赛，此外，在全球范围内影响深远的国际大学生 企 业 家 联 盟
( Students in Free Enterprise) 简称赛扶( SIFE) 自 2002 年进入中
国，每年举办全国性的比赛和研讨活动，目前参与的院校共有
160 余所，学生人数达 7000 余名。我国高校校园内外多种形
式学生创业竞赛的蓬勃开展，在培养学生领导能力、团队精神
和沟通能力等未来企业家必须具备的素质方面尤显突出，促
进了创业学习、交流与合作。以大学生创业园、学生创业中心
等为平台展开的课外创业实践活动亦是大学生模拟创业的重
要方式。

三 英美高校创业教育实践对我国

高校创业教育的启示与借鉴

当前我国大多数高校创业教育的课程开发与百森商学院

“创业学”课程体系的五大模块在指导方向和主体内容上保持

一致: 即结合创业实践，培养创业者应具有的个性品质，培养

创业意识，获得创业知识和技能，我国高校创业教育课程设置

大致可分成创业意识类、创业知识类、创业能力素质类和创业

实务操作类等四大类型。借鉴英美等国高校成熟的创业教育

模式，我国的创业教育实践模式急需在以下几个方面改进:

( 一) 跨专业、跨学科合作: 很多已经开展创业教育的高校

其创业教育主要集中在商学院和管理学院，极少结合其他专

业特别是理工科专业的技术创新优势，从而使得创业教育实

践流于表面。较商科类、管理类专业的学生来说，其他专业的

学生更侧重于专业技术或人文领域的学习，其创业意识和创

业技能相对较弱，跨学科、跨专业的合作创业有利于促进科技

成果转化，并且使技术发明和创新成果及时走向市场，因此应

鼓励不同专业的学生发挥学科特长，优势互补。
( 二) 校际合作: 以上海市松江大学城为例，7 所分属商科

( 上海对外贸易学院) 、理工科(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艺术类
( 复旦大学上海视觉艺术学院) 、政法类( 华东政法大学) 、财会

类( 立信会计学院) 、外语类( 上海外国语大学) 、综合类( 东华

大学) 院校毗邻而居，有绝对良好的地域合作优势，各院校学

科专业各具特色且优势互补，然而在创业教育实践探索上尚

未形成有效合作，以实现资源整合，通力打造良好的创业教育

氛围以及宽松的创业教育环境。
( 三) 校企合作: 创业教育中的校企合作，不应仅仅局限

于将企业家请进校园作讲座来参与创业教育，企业与创业教

育的对接应当在师资队伍建设、产学研深度合作方面探索更

广泛的合作模式。目前我国高校创业教育教师队伍存在教师

创业背景缺乏的普遍问题，为此，在创业教育过程当中应与知

名企业、风险投资机构、创业基金会、商会等建立广泛合作关

系，可适时安排创业教育教师到企业兼职，选派教师开展创业

实践，或者请经验丰富的成功企业家、创业者、技术专家担任

创业教育的兼职教师，参与创业人才培养的整个过程，具备一

定创业体验、创业知识和技能的高水平创业教育师资队伍是

创业教育的重要保障。此外，高校应加强与企业方的产学研

深度合作，例如通过委托等方式承接企业的科技项目，并为学

生签订实习基地等，全方位推进创业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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