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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8_9A_E6_95_99_E8_c123_281045.htm 美国波士顿银行

于1997年发表题为《MIT：冲击创新》的报告。该报告显示

，如果把MIT校友和教师创建的公司组成一个独立的国家，

那么这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将排在世界的第24位。大学被视为

国家和地区创新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称之为“经济发展

的原动力” 大学生靠卖“理念鸡蛋”走上致富路 复旦大学计

算机专业学生顾橙勇，2002年毕业回农村卖鸡蛋。3年来，他

进行了三项创新，成了“阿强鸡蛋”的负责人之一，成为业

内的知名人士。 第一项，成功开发鸡蛋“身份证”。 2002年

底，顾橙勇凭着大学四年学到的计算机专业知识，以及对鸡

蛋的初步了解，通过半年探讨、实验，研制开发出“阿强鸡

蛋”的网上身份查询系统。这在上海所有农产品中属首家。

从此，“阿强鸡蛋”的包装盒中多了一张薄薄的卡片，提醒

消费者可以根据卡片上标明的查询号码和生产日期，到上海

农业网上查询与这盒鸡蛋有关的产蛋鸡舍、鸡蛋周龄、鸡蛋

品系，甚至还能看到鸡舍及员工消毒、喂养的视频画面。这

让市民购买“阿强鸡蛋”更放心了。有了身份证的鸡蛋销量

大增，仅2003年7月到年底的半年时间，“阿强鸡蛋”销量就

比上年同期增长了2.5倍。 第二项，重新包装，打造品牌。 顾

橙勇从包装开始重新打造自家的鸡蛋品牌，他设计修改了“

阿强鸡蛋”的包装，所有的鸡蛋都打上“阿强”两个字。 第

三项，推出“头窝鸡蛋”。 包装改得差不多了，2004年底小

顾又推出阿强“头窝鸡蛋”，受到上海市民欢迎。由于“头



窝鸡蛋”数量有限，价格也就比普通鸡蛋翻了一番。单凭“

头窝鸡蛋”，公司一年就多赚35万元。 顾橙勇不是通过在毕

业后找工作而就业的，而是通过自主创业成功的。 知识经济

为大学生提供创业平台 2003年3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次

集体学习，主题是：世界就业发展趋势和我国就业政策研究

。胡锦涛总书记讲话强调：就业是民生之本。 “结业、就业

、创新、创业”，这八个字把创业和就业联在一起，是由于

知识经济社会的特点所决定的。 这个特点可以概括为两点： 

第一，由于知识经济社会的到来，政府机关都在削减机构，

叫做“小政府、大社会”，公务员人数越来越少；企业人员

也在减少，叫做“减员增效”。大学生要找一个有工资的工

作越来越困难了。世界劳工组织曾经有一个预测，在21世纪

，将有50％的大学毕业生找不到有工资的工作。那么，找不

到工作就创业吧，这是劳动力市场决定的。 第二，从求职者

方面看，大学毕业生习惯到公共机关或大企业中谋求一个职

位，有求稳的观念。但公共化、多样化、个性化的需求，越

来越多地需要创新产品。知识经济的核心是知识和信息，这

也为大学生创业提供了资源优势。 因此，知识经济社会发展

需要大学生创业，也为大学生创业提供了这样的机遇。 加强

创业教育是发展趋势 1991年东京创业教育国际会议给创业教

育作了如下定义：创业教育，从广义上来说是培养最具有开

创性个性的人，它对于拿薪水的人也同样重要，因为用人机

构或个人正越来越重视受雇者的首创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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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世纪

的高等教育：展望与行动世界宣言》中提到，“毕业生将愈

来愈不仅仅只是求职者，而首先将成为工作岗位的创造者。



”创业教育正在成为全世界教育界努力的目标。除了创业能

够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以外，更重要的原因是种种调查结果

表明，创业心态与经济发展有关。 欧盟委员会2004年发表的

报告说，欧洲始终未能挑战美国经济的霸权地位，这在很大

程度上与心理有关，而不是与结构缺陷有关。 报告认为，欧

洲人实在是太害怕创办自己的企业了。1/2的欧盟居民表示，

如果存在失败的风险他们就不会开办企业。相比之下，2/3以

上的美国人说他们会不顾风险进行创业。只有4%%的欧洲人

说他们在过去3年中创办过企业，美国为11%%。1/2的欧洲人

说他们宁愿当雇员。而在美国，2/3以上的人宁肯自己当雇主

。 欧洲企业家的胆怯心理是欧盟在2010年之前成为世界最具

竞争力的经济面临的重要弱点。欧洲人回避风险的心理是最

棘手的问题。 因此，欧盟委员会希望通过加强大学和学校的

“企业精神教育”，来改善企业家的形象。美国的发展在一

定程度上得益于人们的创业精神和创业意识，这是值得世界

各国学习的。 世界各国的创业教育 美国是世界上实行创业教

育最成功的国家。它的创业教育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当完备的

体系，涵盖了从小学、初中、高中、大学专科、本科直到研

究生的正规教育。 基础教育进行创业教育主要是与职业教育

紧密结合。面对创业者日益年轻化的趋势，美国从1998年1月

开始实施“金融扫盲2001年计划”，向中学生普及金融、投

资、理财、营销、商务等方面的“超前教育”。 创业学已经

在许多商学院成为工商管理硕士的主修或辅修专业或培训重

点，如哈佛大学、宾州大学等。现在，美国有369所大学至少

开出一门创业学课程。一项研究显示，在被调查的大学中，

有37.6%的大学在本科教育中开设创业学课程，有23.7%的大



学研究生教育中开设企业学课程，有38.7%的大学同时在本科

和研究生教育中开设至少一门创业课程。美国表现最优秀

的50家高新技术公司有46%出于MIT的创业计划大赛。 美国

有个叫JAI的组织，其目标是配合学校、家族和社会从市场经

济发展的实际需要着眼，设法将教育与商业尽可能多地结合

起来，让正在学校学习的1－12年级的学生学习生活中的经济

，掌握一些做生意的知识和技巧。 俄亥俄州的一所小学四年

级安排了这样一个系列课程：第一课，商业的组织机构；第

二课，商业管理；第三课，产品；第四课，商业销售；第五

课，市场营销表演。 美国波士顿银行于1997年发表题为

《MIT：冲击创新》的报告。该报告显示，如果把MIT校友和

教师创建的公司组成一个独立的国家，那么这个国家的经济

实力将排在世界的第24位。波士顿银行的这项研究报告历时7

年，其首要目的在于，说明研究型大学对国家经济发展的重

大影响。大学视为国家和地区创新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称之为“经济发展的原动力”。 正因为这样，英国财政部在

本世纪初拨了几十亿欧元给剑桥大学，让剑桥大学同MIT合

作，学习MIT创业的经验，来推动英国大学的创业教育，进

行创业活动。 2005年英国政府发起一项中学生做生意计划，

要求所有12岁到18岁的中学生必须参加为期两周的商业培训

课程，以促进经济发展。根据该计划，全英各所中学将利用

暑假向学生开设商业课程，培训内容包括制订商业计划、从

银行获得贷款的方法等。中学生们将有机会听取知名企业家

讲述做生意的诀窍。 法国也在改革中，从初中开始增强创业

教育。 日本从1998年起提出从小学开始实施就业和创业教育

。 印度在1996年提出“自我就业教育”的概念，鼓励大学毕



业生毕业以后自谋出路，使他们不仅是求职者，而且还是工

作机会的创造者。 加强我国的创业教育 我国的创业教育兴起

是伴随着创业活动的开展而逐步推开的。最早是1999年清华

大学举办的第一届挑战杯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以后，

共青团中央、中国科协、全国学联又于2000年和2002年相继

组织第二、三届竞赛。这样，在大学中进一步开展了创业教

育。 1999年召开的第二届国际职业技术教育大会把创业能力

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工作中的创业态度，创造性和革新能

力；把握和创造机会的能力；对承担风险进行计算的能力；

懂得一些基本的企业经营概念，如生产力、成本；自我谋职

的技能，等等。这就要求我国的创业教育要从小启动、从各

方面启动。 在我国开展创业教育，首先要转变学生和教师的

观念。不能只认为学生毕业了，只是要找一份工作。要改变

单纯的就业观念，树立起既要就业又可以创业的崭新观念。

在这方面，我们的学校、老师的观念还相对滞后。要真正开

展创业教育，教师队伍建设就该有所改造。教育部副部长赵

沁平曾经在一次会上说，要培养具有创业素质的学生，教师

就必须有过创业实践。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一方面应该制定

新措施，鼓励教师到创业一线去兼职，甚至可以有计划地选

派有潜力的青年教师开展创业实践；另一方面，可以请一些

企业、一些经验丰富的成功企业家、创业者、技术专家做创

业基地的兼职教师，在教师队伍上要有所创新。教育部已连

续两年举办了创业骨干教师培训，专门举办培训班，来培训

大学教师怎样进行创业。 在农村学校中，只要能够把普通教

育和资源教育结合起来，同样可以培养学生的创造力。有一

个小学，由于这样做了，小学生学了一技之长，回到家里指



导家长种蔗、养猪、养鸭，年收入超过万元，使该村村民都

成为万元户。 在大学里，北京大学去年成立了创业中心，鼓

励、指导、帮助大学生进行创业。华中科技大学去年开设了

“科技创业”选修课。 各个学校现在都有一些校办企业，学

校组织这些企业的老总们开设创业技能课，包括创业概论、

商业机会、创业资源、公司创建、市场营销、竞争分析、企

业战略、创业融资、创业计划九个主题，而这九部分算为两

个学分。有的学校为了鼓励学生创业，把有创业能力的学生

组织起来，利用晚上的时间开展训练。 同时，政府出台了一

系列优惠政策，促进大学生创业。广东省政府组织大学生到

企业去挂职体验创业，受到企业和学生的欢迎。去年，劳动

和社会保障部提出七条措施，促进大学生就业创业。像辽宁

、上海，都出台了很多政策，鼓励大学生创业。 加强大学生

创业教育对我国来说有特殊的意义。我国大学生创业比例比

较低，不到毕业总数的1％，而发达国家一般占20％-30％。

清华大学创业中心的调查报告显示，在创业教育问题上，中

国的平均水平低于全球创业观察（GEM）统计出的全球平均

水平，也就是说，创业意识比较低。 毕业生选择就业创业的

调查显示，毕业生选择创业的比例比较少；而在选择创业的

大学生中，受过培训的又比较少。这样的情况给我们以启示

，从大学生实际创业的情况来看，要加强创业教育。 我国的

就业形势是个非常严峻的问题，要建立和谐社会，不解决就

业问题是不行的。但是，就业问题怎么解决？对大学生来说

，进行创业，不仅解决自己的就业问题，还为社会创造很好

的机会。这也就是江泽民同志讲的，“要帮助受教育者培养

创业意识和创业能力，通过教育部门的努力，培养出越来越



多的不同行业的创业者，可以为社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对维护社会稳定和繁荣各项事业发挥更大作用。” ■相关新

闻 七月六日在清华大学召开的亚洲创业教育会议上，有关专

家和学者日前指出：中国大学应重视创业教育，培养具有创

业和创新精神的学生应成为中国大学的主要目标之一。清华

大学副校长谢维和教授说，中国的创业教育还不成熟，特别

是在学生的培养目标中，我们还没有把创业精神作为一种需

要学生在大学教育中获取的意识和行为特性。大学生在大学

学习期间能够在心中播下如何去发现和创造、如何为人类创

造更好的环境和更多财富的种子，这对于国家的发展和民族

的进步是一种推动的“源泉”。据《新华网》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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