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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建立完整、独立、稳固的创业教育体系面临许多难题 创

业教育缘何喊好的多实干的少 近日，由中央财经大学与日本

大阪商业大学联合举办的“中日创业教育国际研讨会”召开

，这是继今年4月由南开大学商学院和美国百森商学院共同主

办，亚、美、欧多国参加的“创业研究与教育国际研讨会”

后，又一次关于高校创业教育的国际探讨。 随着中国经济形

势的看好以及党中央在今年年初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目标

，中国创业教育越发引起国内外教育界的关注。然而，并不

乐观的现状让我们首先要思考的是：如何为创业教育开辟一

条新路。 学生为何接受创业教育的热情不高？ “我知道创业

是个艰难的过程，但我喜欢创业的经历⋯⋯累了也要自己坚

持下去，因为有个梦想在等我！”这是中央财经大学的一名

学生在即将接受创业教育前的一份心得。 2004年，作为创业

教育的尝试，该校开设了《创业学》作为全校选修课。但出

乎意料的是，与学生最初的热情相反，全校报名选修的学生

仅30多名，最后正常来上课的不足20人。是什么导致了这样

强烈的反差呢？ 教授《创业学》课程的中央财经大学副教授

周卫中在事后反思：第一，在认识上，我们并没有给以足够

的重视，对于创业教育不同于传统教育的特点也缺乏把握，

很多地方存在分歧；第二，在教学体系上，目前在国内尚未

达成共识，内容还不够完整，不成熟，不系统；第三，传统

的课堂授课方式缺少吸引力；第四，没有权威的教材体系；



第五，相应的创业活动流于形式甚至空缺；第六，考核方式

依旧是应试教育类型，教学管理上也与当前体系存在很多矛

盾等。据记者调查，这些问题在全国高校创业教育中较为普

遍地存在。时间长了，就会出现“创业教育普遍眼高手低，

喊好的多，实干的少”的状况。 高校创业教育体系应由何支

撑？ 2006年3月，在有着60多年创业教育历史的日本大阪商业

大学，设立了5年的创业先锋班作为创业教育的一个重点项目

，有了它的第一届毕业生，在摸索中他们形成了许多有益的

经验。 该校校长谷冈一郎说，创业教育重在将理论与实践相

结合，所以在教育体系上应包括课堂讲授、案例教学、实习

模拟、实地调研四个部分，要聘请一批具有不同专业背景、

既有理论造诣又有实践经验的教师组成师资团队；在管理上

，对内要通过鼓励和优惠政策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对外

要与当地政府、区域社会广泛合作，大学要把自己创造的知

识产权带给社会，为企业服务，而社会的创新型企业也是大

学创业教育中活生生的教材；同时，还需要与所在地的高中

进行教育合作，因为创业教育需要从小抓起。 目前，国内很

多高校也做了一些艰难的探索，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日益成

为大家的共识。在如何结合上，一些高校，比如中央财经大

学将创业教育与教学改革结合，逐渐形成了以开设《创业学

》为代表的普及性创业教育和以创业先锋班为龙头的系统性

创业教育，以及由创业实践活动组成的创业教育体系。这样

，一方面突破了原先讲座、演讲、选修课这些单纯侧重理论

传授的方式，另一方面也突破了“校园创业计划”、学生自

创自办公司这些单纯侧重实践的模式，重在将理论与实践相

结合的课堂教授与实战演习、普及性教育与系统性教育同时



进行，以期形成完整、独立、稳固的创业教育体系。 启动创

业教育这项社会工程难在哪？ 剑桥大学在校以及毕业的学生

，成立了310家公司，市值超过40亿英镑。在国内，尽管校园

创业也在许多高校兴起并得到了校方和社会的大力支持，如

清华大学将写字楼半价出租给学生创办公司，复旦大学拨专

款实施学生科技创新行动计划、与浦东张江高科技园区合作

为学生设立1000万元的创业基金，等等。但是，与国外校园

创业公司比较，我们在行业内出类拔萃者却凤毛麟角。 很明

显，我们的创业教育面临着一些困难。那么，在随后的学生

创业中遭遇更大的阻力也就不难理解了。其实，创业教育体

系的健全和完善更是一项社会工程。正如周卫中所呼吁的：

创业教育不光是高校的事情，而是全社会的事情，不仅仅需

要相应管理部门科学政策的出台和落实，还需要创业园区、

行业协会、大小企业和工商界、劳动保障等部门提供资源和

信息，一起来做好这件事。当然，健全的市场和法律环境也

是我们所企盼的。 创业教育面临的另外一个困难是，社会上

存在某种急功近利的观念，即鼓励大学生以创业解决就业。

周卫中认为：“以创业促就业的思路并没有错，但应该将眼

光放得远一些。大学生创业的风险很大，要求他们马上出成

绩不现实。我们不能把就业重压推给学生，应该着眼未来，

给大学生营造一个宽松的环境。所以，高等学校创业教育更

应侧重于创新能力和企业家精神的培养，而不是简单地传授

创办企业的技术。” 清华大学副校长谢维和也强调，中国创

业教育尚不成熟，特别是在学生的培养目标中，还没有把创

业精神作为一种学生在大学教育中应获取的意识和行为特性

。他说，创业精神体现的根本特征，是人内心深处具有的不



断发现和创造世界的动力和相应行动，大学生在大学期间能

够在心中播下如何发现和创造、如何为人类创造更好环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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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齐林泉)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