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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89_8D_E6_96_B0_E7_c123_281151.htm 创业人才学是以创

业人才和创业人才问题为研究对象的一门新学科。创业人才

学是研究创业人才的素质养成规律、创业人才成长的环境要

求及人尽其才的环境建设的规律性等问题的科学。 中共中央

、国务院2003年12月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的决

定》，创新了对人才的全面认识，确立新世纪人才的新理念

：确立了人才是第一资源的理念、人才“社会化”的理念、

人才配置市场化的理念、人才有“价”的理念、人才资源开

发应加大投入的理念、人才机制竞争的理念等等。所有这些

，都为创业人才学的诞生提供了高起点、人才学是20世纪70

年代末由我国学者所创立的一门新兴学科。充满现代气息的

现实背景、重要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 创业人才学具有很

强的系统性 用系统论的方法考察创业人才的成长，就会发现

创业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创业人才的成长，与一般专门

人才的成长的本质区别就在于，创业人才是一种大系统人才

。 从整体性方面看，创业的整体性非常突出。即创业的结果

只有通过整体才能体现出来，创业过程的每一个要素，都不

能体现创业的效果。完美的创业思想如果没有创业行动的支

撑，永远是画中之饼，水中之月。创业过程的各因子的发展

程度，都将影响创业整体效果的发挥。创业产品的先进性和

适用性，将影响市场的占有率；市场调查和用户的售后服务

，影响创业产品的形象；员工的知识和技能素质影响创业的

可持续发展。在整个创业的链条中，技术、产品、市场、服



务等任何一个环节发生断裂，都将导致创业整个过程的中止

或终止。 从结构功能方面看，创业系统内各组成要素之间的

有机联系和相互作用，使系统结构具有稳定性、多层次性、

相对性和变异性等。而创业系统的功能，是通过系统与外部

环境的相互作用、相互联系来发挥其效应和能力。 从创业人

才的知识结构方面看，创业人才不但要具有主打产品、拳头

项目的专业知识，还要有企业经营管理以及法律等方面的知

识。随着创业重点的转移，必须进行知识更新和及时、科学

的调整。否则，极易发展成为创业过程的瓶颈。 从创业人才

的能力结构方面看，创业人才不但要具有经营管理企业的能

力，联系社会、沟通用户的交往能力，研究、创新、学习的

能力，还要有分析理解世界或国家经济发展走势的能力。 由

此看来，创业人才与一般的专业人才相比是大系统性人才，

研究创业人才成长的创业人才学必须具有更强的系统性。 创

业人才学是研究团队人才成长的学问 创业如同拔河比赛，人

心齐，泰山移；创业如同赛龙舟，步调一致，不偏不移，才

能独占鳌头。“宁要一流的人才和二流的项目，也不要一流

的项目和二流的人才”是创业投资家的箴言。可以说，创业

浪潮中“项目秀”、“个人秀”的时代正在结束，团队的力

量逐渐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看好。尤其对创业的起步阶段，如

果没有一个高素质的团队，再完美的创业计划也会“胎死腹

中”。据有关研究，目前我国中小企业的创业成功率不高，

其主要原因是没有创业团队或创业团队出了问题。 20世纪90

年代以来，团队工作已成为管理领域流行的概念。团队是创

业成功的必要条件之一。有研究表明，40%的组织发展利用

了团队工作方式。在通用电气公司、惠普公司、美国电报电



话公司等一些国际知名企业中团队工作已成为它们主要的运

作形式。 团队除了具有常规的集思广益的功能外，对于风险

企业的成功有着重要的影响。风险资本家们坚信团队非常重

要。有风险资本投入的企业其生存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另

外，对团队的风险投资的回报相当丰厚。一项针对世界104

家20世纪60年代创办的高科技企业的研究报告指出，在年销

售额达到500万美元以上的高成长企业中，有83.3%是以团队

形式建立的；而在另外73家停止经营的企业中，仅有53.8%有

数位创始人。这一模式在近期的一项研究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 因此，在创业过程中，创业者就是团队的组织者和管理者

，不仅要求自己是创业人才，而且参与创业的各个分团队的

组织者，甚至工作人员也是创业人才。创业人才学不仅要研

究创业者的成才规律，也要研究参与创业人员成才的规律。

因此，创业人才学与一般人才学相比是一门团队人才学。 创

业人才学是研究风险人才成长的学问 世界上所有事物的发展

都有风险。科学研究有风险，不少科学家在某一研究领域倾

注了毕生的心血，终久难以实现自己的研究目标；体育运动

有风险，能够拿到金牌的运动员是凤毛麟角，更多的人是周

身伤病且与金牌无缘；创业也有风险，创业者的事迹可歌可

泣，创业者的成功令人钦羡、给人鼓舞，但是，在这些成功

的光环背后的，是更多的失败者和沮丧者，他们付出了艰辛

和努力，到头来却血本无归。微软公司总裁比尔盖茨就说过

“微软离破产永远只有十八个月。”一个总资产上千亿的跨

国公司尚是如此，而对刚刚起步的创业者来说，创业的风险

可想而知。 创业风险与其他事件的风险相比，其特点是创业

风险发生的链条长。从项目选择、资金筹措、团队组建、产



品生产，市场开拓以及事业发展壮大等等，战线长，变数大

，任何一个环节都有可能存在风险。而成功的创业者是有计

划地冒风险。精明的创业者让其他团队人员一起共同分担风

险。这就要求创业人才，在创业的过程中要学会规避风险、

转移风险、补偿风险、抑制风险、评价风险、预测风险和管

理风险的能力。 曾几何时，人们被“大学生创业”的新奇字

眼所吸引，在兴奋、观望、疑惑之后，开始认真的思索。随

后出现的网络经济泡沫，使大多数学生创业团体陷入了困境

，许多学生创业明星也逐渐走出人们的视线。现在，面对不

容乐观的大学生就业形势，创业教育已经成为高等教育的一

种新趋势，创业实践能力已成为21世纪大学生们的重要素质

，大学生创业再度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踏实创业更富理性色

彩 我国最早的大学生创业计划诞生于清华园。1998年5月，首

届清华大学创业计划大赛举办，一时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

点之一。大赛历时5个多月，共有320名同学组成98个竞赛小

组递交了114份作品。随后，大学生创业热在全国迅速传递，

成千上万大学生投身其中。一时间，创业成为大学里最时髦

的辞藻和大学生成才的新捷径。 其实，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

在美国高校由来已久，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已经成为知识经

济时代美国经济的直接驱动力之一。比尔盖茨创造了微软帝

国，也创造了学生创业的神话。此后，陆续有许多学生公司

诞生在斯坦福大学等校园的浓厚创业氛围中，并逐渐成长为

世界著名企业。遗憾的是，和大洋彼岸的这波创业热潮相比

，我国各高校风行一时的大学生企业，如今大多倒闭，剩下

的也在勉强维持，有点作为的更是寥若晨星。 尽管如此，平

静的大学校园里，永远不乏创新精神，永远不乏创业热情。



时至今日，依旧有一大批不安分的大学生，正在跃跃欲试投

身产业。 现在，只要你随意浏览各高校的BBS，人气最旺的

当数创业论坛，大学生的“创业宣言”触目皆是：“我想办

个信息网站”、“我想做教育产业”、“我想向软件业发展

”。 前不久，“创业与科技企业孵化”高校巡回演讲活动在

武汉四高校举行，几位成功者的创业经历再度激发了学子们

的创业热情，许多人表示创业是更高层次的就业。 7月12日，

“彩虹工程”首期大学生创业培训班在北京林业大学开班。

“在座的大学生们，想当企业家的请举手！”来自全国20多

个省(区、市)、20多所高校的105名大学生不约而同举起了手

。 ⋯⋯ 今天的大学生，创业仍是他们心中的梦想。所不同的

是，在吸收了昔日创业者的经验教训之后，他们已多了一些

冷静和选择，多了一些理性色彩。 在学生创业大本营清华园

，自创业计划开赛并刮起一股互联网热之后，校园随之刮起

一股创业热潮。今天，随着互联网泡沫的消失，学生创业也

步入一个理性的时期。“大学生创业一定要谨慎，因为你的

知识储备还不够，对行业的认识还不充分，社会资源也不够

丰富，因此，创业风险较大。”这是高强创办了蔚蓝网络书

店的切身体会。他说，创业初期，资金是大问题。2002年，

电子商务泡沫时跌得很惨。2003年遇上非典，网站关闭了三

个月。很多人认为“蔚蓝”完了，但是，我相信一定能走下

去。正因为有这份坚持，这位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博士

生，才有了今天的成功。目前，他的网站在同行很有名气，

核心团队中有3名博士，1名博士后，还有一名工商管理硕士

。 还在攻读计算机软件工程硕士研究生的奇乐无限(北京)科

技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有为说：创业是一件大有可为的事



。一段低谷期过后，社会和学生都有一些反思，渐渐进入了

务实的状态，开始踏实的创业期。我主张学业与创业应当互

补，比如说跟导师作了一些项目等，这样相对来说成功率会

高一些。我所从事的行业是对所学知识的一种实践，两者可

以相互促进。 张有为和他的团队在“第七届”清华大学创业

计划大赛中获得最佳商业创意奖，其主打产品是彩信大头贴

和真人贺卡秀，这一技术创新在全球手机服务领域尚属首例

。目前，公司的发展前景良好，已与搜狐签约，完成对接后

，预计市场占有率将达到50%。 呼吁社会给予更多“关注” 

近年来，尽管大学生的创业热情不减，可是，真正参与创业

的人数却逐年下降。据了解，在拥有两万多学生的清华园，

参加创业的人所占的比例较小。据了解，参加创业计划大赛

最终能实现创业的也就2~3个团队，人数约30人左右。北京地

区其他高校的情况大同小异。 谈起学生创业难，曾于1999年

创业、现任博客网总裁并兼任CEO的方兴东最有发言权。他

说，创业本身很吸引人。许多学生创业失败，我认为这是很

正常的事情。创业本来就有风险，成功的毕竟还是少数。我

一直都鼓励学生创业，这一人生经历非常难得。但是社会舆

论对创业太功利，创业本身是一种精神。不过，这位创业“

过来人”告诫同学：要保持积极的心态，踏实走好每一步，

创业才能继续下去，才有可能走近成功。 近年来，为鼓励大

学生自主创业，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国家工商总局

规定，大学生创业1年内免交5种行政费用。全国各地也都推

出了相应的政策，鼓励大学生创业。频频举行的全国性或地

区性大学生创业大赛，以及各地的青年创业实习基地等等，

都为大学生创业大开方便之门。 对此，中国创业研究中心副



主任高建表示欢迎。他认为，目前，我国的经济快速发展为

创业者提供了良好机遇，国家政策也在鼓励大学生创业。学

生的优势在于有良好的知识基础，接受新事物很快，有激情

。而不利的方面在于没有经验，从社会舆论和家长来说不是

很支持。但是创业教育、创业精神和创业技能是很重要的，

可以说是将来人生的一种选择。 许多人在采访中反复强调，

要在大学里加强创业教育。据了解，目前，北大、清华等知

名高校相继开设了创业教育课程，但是还很不够，缺乏相应

的学科体系，也没有列入相应的教育大纲。对此，清华科技

园启迪创业孵化器有限公司资深顾问邹定国说，培养创业精

神应该是大学教育的一部分。创业需要一个人的综合素质和

能力，我们搞大学生创业大赛，不是鼓动学生都去创业，而

是强调大学生接受创业教育，有了创业理念、创业技能、创

业素质的教育，学生走出校门后，在适当的条件下，就有可

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此外，还有不少人提出，除了创业

教育外，还要加强创业指导，从学校到行业的相关部门，都

要对大学生创业多一份关注，多一份鼓励。有了学生的执着

精神，有了社会方方面面的关注和支持，相信新一轮的大学

生创业潮会早日到来。 每年都有一大批意气风发的大学毕业

生跨出校门，走进社会，在他们之间，当初的智力、学历、

环境条件均相差无几，可是，经过若干年后，每个人的发展

状况却大不相同，有的相差甚远。 其实，人与人之间成功与

否的差别，有时仅仅在于胆识和能力。一个人的能力与学历

之间，前者无疑是更重要的。当一个人踏上社会，靠的是能

力、是本事。我们在学校学到的仅仅是一个基础，靠从学校

学到的东西享用一辈子是不可能的。人的机遇无处不在，在



逆境中不要垂头丧气，不要有怀才不遇之感，机会是为有准

备的人而准备的。 在实际工作中，我们所接触的部分高学历

人才，难以融入团队，融入社会，难以凭敬业精神和个人能

力作出成绩，总用“理想之镜”看待社会现实，结果文凭学

历却使他们作茧自缚、囿困其中。他们自视为高人，总希望

以自己的方式改造环境，而不是主动去适应环境，所在团队

也把他们视为异类。他们即便是想改变环境，也是希望上级

赋予权力等条件，一旦在改造环境的过程中，出现失误甚至

失败，往往把责任推给他人，认为是条件不充分造成的，进

而撂摊子，甚至不辞而别拂袖而去。 从“知”和“识”的层

面分析，在现实创造性工作中，见识大于知识，胆识大于见

识，由于“知”和“识”不足，也就是知识不足，必然缺乏

见识，把握机会的能力就差，当需要做出决策，需要在团体

中展现领导的魄力时却勇气不足、信心缺失，严重缺乏胆识

，造成在精神上难以服众的局面。 诚然，任何人在创新、创

业的过程中都是非常艰苦的，可能面临着一次次失败、挫折

，只有精心谋划、雄心不变，不坐视困境，谋略兼具，方能

大显身手、收获颇丰。作为一个务实的实践者、创业者，应

该拼的是智慧、谋略，靠的是胆识，而不是老本和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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