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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创业教育研究现状检索报告

近年来，大学生创业教育成为高等教育内容中的一个热点，吸引了不少学者，

掀起了创业教育研究的热潮。通过搜索、整理大量的数据资源，笔者以检索报告

的形式将创业教育研究现状呈现如下：

一、 检索需求分析

立足“双创”的时代背景，围绕“大学生创业教育研究现状”主题进行检索，

保证检索数据的准确、完整，了解与该主题相关的研究进展，分析、评价现有研

究存在的问题，展望研究前景。

为了达到以上目的，需分析主题涉及的内容及学科范围，确定所需信息类型，

包括检索年限、文献语种、文献类型等。大学生创业教育属于人文社科大类中高

等教育类，研究现状涉及时代背景、概念含义、发展历程、研究方向、中外研究

比较、存在问题与发展前景等方面的内容。这个主题需检索的文献类型属于基础

理论研究，侧重相关专著、期刊论文、会议论文等。大学生创业教育作为高等教

育中的新星，检索年限以近年的研究成果为主。我国大学生创业教育研究起步较

晚，但发展较快，而国外（尤其是欧美）更早开展了类似研究，因此，检索文献

语种以中文为主，以英文为辅。

二、 数据库选择

不同的数据库，其学科范围、收录文献类型、数量、时间范围以及更新周期

等不一样。根据大学生创业教育研究现状主题的内容、学科性质、所需文献类型、

语种、年限，以及我校图书馆购买或试用的各类资源，选择如下数据库：

中文数据库（7） 外文数据库（3）

中国知网 万方数据 维普

人大复印资料 超星电子图书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读秀

SSCI

Scopus

EBSCO(ASP)

http://lib.wzu.edu.cn/Art/Art_65/Art_65_109.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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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检索词选取

检索词是表征研究课题主要概念的关键性词语，是构成检索提问式的最基本

单元，因此所选取的检索词要准确、规范、全面。其选取途径大体有两条：一是

从课题的主要概念中提取。通过对主题概念分析，探究检索课题的内容实质，找

出核心概念，选取能体现最小概念单元的核心检索词，排除检索意义不大的词（虚

词、泛用词）；二是从综述性文献中获得。以课题的主要概念为检索词，在相关

数据库中试检，并从题名、摘要、关键词中收集同义词、近义词。同时，根据需

要使用上下位词，不局限于标题中的几个显性词语。确定选择关键词如下表：

中文检索词

关键检索词（2） 次要检索词（4）

创业、教育 大学生、高校、高等教育、高职院校

英文检索词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Higher education、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检索策略的构建。检索式是课题分析与数据库检索之间的纽带，检索式构造

的好坏直接影响检索结果的查全率及查准率。根据本课题的分析，着重考虑检索

词之间的逻辑关系，结合布尔逻辑运算符，检索策略构造如下：（大学生 or高校

or高等教育 or高职院校）and 创业 and 教育。在外文数据库中，根据数据库的

检索规则，制定检索式，主要形式为：("Entrepreneurship") AND ("Education")

四、检索过程描述

（一）中国知网

1.学术期刊

（1）打开单独检索入口：

http://epub.cnki.net/kns/brief/result.aspx?dbPrefix=CJFQ；

（2）输入检索条件是“主题=创业 and 教育，and 主题=大学生 or高校”；匹配

为“精确”；选择来源类别：核心期刊和 CSSCI；选择学科领域：全选；点击“检

索”按钮，结果显示共 2879 篇。如下图：

http://dict.cnki.net/dict_result.aspx?searchword=%e5%88%9b%e4%b8%9a&tjType=sentence&style=&t=entrepreneurship
javascript:showjdsw('jd_t','j_')
http://dict.cnki.net/dict_result.aspx?searchword=%e9%ab%98%e8%81%8c%e9%99%a2%e6%a0%a1&tjType=sentence&style=&t=higher+vocational+colleges
http://epub.cnki.net/kns/brief/result.aspx?dbPrefix=CJF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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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以上检索结果，选择排序中“被引”，获取了解影响力较大的文献。之

后选择被引排序中前 150 篇文献，点击“分析/阅读”，进入文献管理中心—分析，

在文献分析中心界面中出现以下数据分析：文献互引图、参考文献、文献共享分

析、引证文献、文献共被引分析、关键词文献、读者推荐分析、H 指数分析、文

献分布。下图为文献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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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可见，文献来源基本都是教育类刊物；发文单位相对集中于江浙一带的

高校，但所占比重仅为 30%；文献总数呈加速增长的态势（见检索首页的年文献

总量），但近几年有影响力的论文却极少；基金资助的文献约为 11%，而非基金

文献占绝大多数。

2.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除农林、医卫专辑）

（1）打开单独检索入口：

http://epub.cnki.net/kns/brief/result.aspx?dbPrefix=CDMD；

（2）输入检索条件是“主题=创业 and 教育，and 主题=大学生 or高校”；匹配

为“精确”；选择学科领域：全选；点击“检索”按钮，结果显示共 1319 篇。如

下图：

根据以上检索结果，选择排序中“被引”，获取了解影响力较大的论文。选

择被引排序中前 150 篇文献，点击“分析/阅读”，进入文献管理中心—分析。在

文献分析中心界面中，着重了解文献分布情况，如下图：

http://epub.cnki.net/kns/brief/result.aspx?dbPrefix=CD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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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可见，所有硕、博论文均为非基金资助；相对于期刊论文，来源更加广

泛，分布在全国不同地区的高校，不过有影响力的文献则与期刊论文情况类似，

近几年很少。

3.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

（1）打开单独检索入口：

http://epub.cnki.net/kns/brief/result.aspx?dbPrefix=CCND ；

（2）输入检索条件是“主题=创业 and 教育，and 主题=大学生 or高校”；匹配

为“精确”；选择学科领域：全选；点击“检索”按钮，结果显示共 326 篇。如

下图：

根据以上检索结果，排序选为“主题排序”，选择前 150 篇文献，点击“分

析/阅读”，进入文献管理中心—分析。在文献分析中心界面中，着重了解文献分

布情况，如下图：

 http://epub.cnki.net/kns/brief/result.aspx?dbPrefix=CC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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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可见，国内重要报纸登载的与创业教育主题相关的文章总数较少，大部

分集中在近十年，比较有影响力的也集中在这个时段，均非基金资助；刊文单位

遍布国内主流媒体，作者所属机构比较分散，不过，经济发达的京、江、浙等地

的高校或者机构在这方面有一定的优势。

4.学术趋势搜索

（1）打开知网链接：http://www.cnki.net/；

（2）选择数字化学习研究中的“学术趋势搜索”；

（3）输入检索词“大学生创业教育”，点击“搜索”按钮，结果显示学术关注度

和用户关注度的情况。如下图：

由图可见，对于大学生创业教育主题，学术关注度逐年提高；近一年的用户

关注度有波动，但总体处于中上水平。

5.学科学术热点

（1）打开知网链接：http://www.cnki.net/；

（2）选择数字化学习研究中的“学术研究热点”；

http://www.cnki.net/
http://www.cnki.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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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选择热点主题，输入检索词“大学生”、“创业教育”，选择“并含”，点击

“检索热点”按钮，结果显示主要知识点、主题所属学科名称、热度值、主要文

献数、相关国家课题数、主要研究人员、主要研究机构数情况。如下图：

据主要文献数、相关国家课题数、主要研究人员数、主要研究机构数、热度

值等数据，可知大学生创业教育是高等教育研究中的一颗新星，目前主要关注点

是创业教育本身及创业主体素质等方面。

（二）万方数据

1.高级搜索

（1）打开链接：http://g.wanfangdata.com.cn/；

（2）点击高级检索，进入检索界面。选择文献类型：期刊论文、学位论文、会

议论文、外文期刊、外文会议；选择“主题=创业 and 教育 and 大学生”；匹配“精

确”；结果显示 12933 条。如下图：

http://g.wanfangdata.com.cn/


8

由检索结果得知，期刊论文 11757 篇、学位论文 1009 篇、会议论文 147 篇、

外文期刊 20 篇。2006——2016 年发表的篇数分别是 246、386、571、990、1298、

1466、1532、1632、1717、2126、489，呈加速增长的态势。

2.知识脉络分析

（1）打开链接：http://g.wanfangdata.com.cn/；

（2）选择首页更多服务系列中的“知识脉络分析”，输入检索词“大学生创业教

育”，结果显示内容包括研究趋势、热词、经典文献、研究前沿文献、相关学者，

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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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多图可见，近年来大学生创业教育研究比较热门，不过热度有所波动；

关注点既有创业教育的内部因素如教育内涵、教育路径、教育模式、创业主体等，

也有外部因素，如创业环境、创业政策等，学界也在反思当前研究出现的一些问

题。根据发文数、被引数和 H指数，目前国内在这一个领域较知名的学者有雷家

骕、徐建军、姚冠新、黄散宝等。

（三）维普

网络版 7.0 平台：http://qikan.cqvip.com；

1.一般检索

（1）打开链接进入快速检索界面，在检索窗口输入检索词“大学生创业教育”，

点击“检索”按钮，结果显示如下图：

检索结果显示，1989—2016 年，以“大学生创业教育”为任意字段的论文

有 6951 篇，其中学科主要是文化科学，共 5572 篇；期刊收录中，中文社会科学

引文索引最多，有 624 篇；发文机构中，南通大学、温州大学发文量靠前，分别

http://qikan.cqvi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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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56 篇、54篇。

（2）对检索结果进行“被引量排序”，通过阅读了解归纳排名前二十的文献（图

略），得出论文高频词是：大学生、创业教育、模式、实践、中外比较等。

（3）点击检索结果页面右栏的“检索报告”，显示数据图表有学术成果产出分析、

主要发文人物分析、主要发文机构统计分析、文章涉及主要学科统计、主要期刊

统计分析。部分图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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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高级检索

（1）在高级检索界面，输入检索条件“题名或关键词=创业 and 题名或关键词=

教育”，检索结果显示 215 篇。如下图：

（2）点击该检索结果页面右栏的“检索报告”，显示数据图表有学术成果产出分

析、主要发文人物分析、主要发文机构统计分析、文章涉及主要学科统计、主要

期刊统计分析。部分图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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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多图可见，近年来，我国大学生创业教育领域的相关成果逐年上升，但

根据发文量与被引量的比较发现，论文的量与质并没有成正比，这几年，影响力

较大的论文并不多；论文主要发表在教育类刊物上，其次是经济学类刊物。

（四）人大复印资料

1.一般检索

（1）打开链接：http://ipub.exuezhe.com；

（2）点击进入一般检索界面，选择全文数据库；

（3）时间范围从 1995 年至 2016 年，选择并输入“关键词=大学生创业教育”，

时间范围 1995—2016；匹配为“精确”；

（4）点击“搜索”按钮，检索结果是无记录。如下图：

http://ipub.exuezh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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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高级检索

调整检索词，建立新的检索式，选择并输入“关键词=创业 and 关键词=教育”，

匹配为“精确”，检索结果有 45 条。如下图：

综上可见，近二十年里，人大复印资料数据库对创业教育（包括大学生创业教育）领域

的研究成果要么关注不够，要么研究成果乏善可陈。

（五）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简称 CSSCI）

1.一般检索

（1）打开链接：http://cssci.nju.edu.cn/index.html，进入来源文献检索界

面；

（2）选择并输入“篇名（词）=大学生创业教育”，年限：1998—2016 年，点击

“搜索”按钮，结果显示有 93 条。如下图

http://cssci.nju.edu.cn/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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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结果显示，1998—2016 年，以“大学生创业教育”为篇名（词）并符

合相关检索条件的论文有 93 条，期刊主要是《江苏高教》（20 篇）、《中国高教

研究》（8篇）等，均属于高等教育类。

2.高级检索

调整检索策略，进入高级检索界面，输入“篇名（词）=创业 and 篇名（词）

=教育”进行二次检索，结果显示为 594 条。如下图：

根据检索结果，将研究类型、高产期刊排名、文献数量分布等情况整理如下：

（1）研究类型：

类型 数量

论文 572

综述 6

评论 6

报告 8

（2）高产期刊排名：

序号 期刊 文献数目 文献占比

1 中国高等教育 62 10.4%

2 江苏高教 50 8.4%

3 教育发展研究 48 8.1%

4 中国高教研究 44 7.4%

5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29 4.9%

（3）文献数量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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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超星电子图书

1. 打开链接：http://www.sslibrary.com，访问超星图书首页，选择输入“书

名=大学生创业教育”，点击“搜索”，找到相关图书，如下图：

结果显示，共有 12 本相关电子书，如下图：

http://www.sslibrar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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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作者 出版社 主题词

大学生创业教育概论
谭蔚沁、林德福、

吕萍

云南大学出版社 大学生-创造教育

大学生创业教育
汪春胜、张志红 安徽教育出版社 大学生-创造教育

大学生创业教育
李东 泰山出版社 大学生-创造教育

大学生创业教育与管理
毕于建 郑州大学出版社 创业-高等教育

当代大学生创业教育 蒋德勤 现代教育出版社 大学生创业教育

大学生创业教育教程 王贤国 辽宁师范大学出

版社

大学生

浙商精神与大学生创业教育
谢志远、王丹婵、

夏春雨

辽宁教育出版社 商业经营-经验-浙江

省-大学生-创造教育

我国大学生创业教育运行机制研究
李莉丽，龙希利

等

山东大学出版社 大学生-创造教育-研

究

大学生创业与高等院校创业教育
李时椿等 国防工业出版社 大学生

普通高校大学生创业与成功教育教程
傅兆麟、谢红霞、

兰希秀编译

中国科技大学出

版社

大学生-创造教育-高

等学校

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
石国亮 研究出版社 大学生-职业选择-高

等学校

创业计划及其竞赛的研究、应对与启示—

—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的探索与实践

郑炳章等 中国大地出版社 大学生

（七）读秀

1.打开链接：http://www.duxiu.com/，选择“会议论文”、“全部字段”，输入检

索词“大学生创业教育”，点击“中文检索按钮”，结果如下图

图中显示，关于大学生创业教育研究的有 107 篇会议论文，涉及大学生创业

教育的对策、问题、制约因素、现状等内容。

2.打开链接，选择“学位论文”、“全部字段”，输入检索词“大学生创业教育”，

http://www.sslibrary.com/book/card?cnFenlei=G640&ssid=13239930&d=3623a843a2d78d799b2aa4099811a4a0&dxid=000008210557&isFromBW=false&isjgptjs=false
http://www.sslibrary.com/book/card?cnFenlei=G640&ssid=96044542&d=93a6449e4bae118de046c1b58128110f&dxid=000030106718&isFromBW=true&isjgptjs=false
http://www.sslibrary.com/book/card?cnFenlei=G640&ssid=12069501&d=d3e9d590801ad54b61060f046258daa1&dxid=000006633425&isFromBW=false&isjgptjs=false
http://www.sslibrary.com/book/card?cnFenlei=G64&ssid=96021650&d=655925f43700a3d757e3ddfe4a129adf&dxid=000015254816&isFromBW=true&isjgptjs=false
http://www.sslibrary.com/book/card?cnFenlei=F715G640&ssid=12317466&d=882d757b829c1e111eb0701b11376dc3&dxid=000006704413&isFromBW=false&isjgptjs=false
http://www.sslibrary.com/book/card?cnFenlei=G640&ssid=12310864&d=a806b91173d7dd0ffde4b46927018e9b&dxid=000006772598&isFromBW=false&isjgptjs=false
http://www.sslibrary.com/book/card?cnFenlei=G640&ssid=11434440&d=8ef74c01ea5c0b03d9a6a58d3d59789a&dxid=000005082932&isFromBW=false&isjgptjs=false
http://www.sslibrary.com/book/card?cnFenlei=G64&ssid=12302730&d=cdf9fbc33f04f39b3fc34cd94bb03200&dxid=000006762405&isFromBW=false&isjgptjs=false
http://www.sslibrary.com/book/card?cnFenlei=G64&ssid=12794068&d=74d69c676b1e067a6bde53e4d8405cf8&dxid=000006965551&isFromBW=false&isjgptjs=false
http://www.sslibrary.com/book/card?cnFenlei=G640&ssid=11578504&d=6662766f9f4fe586a0ef2d94580de0a0&dxid=000005980493&isFromBW=false&isjgptjs=false
http://www.sslibrary.com/book/card?cnFenlei=G640&ssid=11578504&d=6662766f9f4fe586a0ef2d94580de0a0&dxid=000005980493&isFromBW=false&isjgptjs=false
http://www.duxi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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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中文检索按钮”，结果如下图：

上图显示，关于大学生创业教育研究的共有 237 篇学位论文，其中，硕士学

位论文 230 篇，博士学位论文 7篇，主要集中在文化、科学、教育、体育等学科，

共 192 篇。

3. 打开链接，选择“报纸”、“全部字段”，输入检索词“大学生创业教育”，点

击“中文检索按钮”，结果如下图：

结果显示共有 169 篇，主要分布在北京（47）、山东（25）、浙江（18）、江

苏（17）、辽宁（9）、黑龙江（7）等省（市）。

4. 打开链接，选择“期刊”、“全部字段”，输入检索词“大学生创业教育”，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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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中文检索按钮”，结果如下图

检索结果中，期刊文献共 4345 篇，发文量较高的刊物是《教育与职业》（86）、

《创新与创业教育》（77）、《中国大学生就业》（76）、《中国成人教育》（59）等。

5.打开链接，选择“图书”、“全部字段”，输入检索词“大学生创业教育”，点击

“中文检索按钮”，结果如下图

检索结果中，相关图书有 317 本，代表性作者是谢志远（4）、李东（4）等。

（八）S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1. 打开网页链接 http://www.webofknowledge.com，选择左上角 Web of

Science
TM
核心合集，在基本检索中输入检索式：主题=("Entrepreneurship") AND

("Education")，点击检索按钮，得出结果 797条，如下图：

http://www.webofknowledg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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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点击检索结果页面右边的“分析检索结果”。部分结果分析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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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显示，在 SSCI 数据库中关于创业教育的研究，国家（地区）集中在美

国、英国；研究方向有 BUSINESS ECONOMICS、EDUCATION EDUCATIONAL RESEARCH

等；来源出版物集分布在 EDUCATION EDUCATIONAL RESEARCH、ACADEMY OF

MANAGEMENT LEARNING EDUCATION 等。

（九）Scopus 数据库

1. 打开访问网址：http://www.scopus.com/，在 home 页面下方选取切换中文界

面。在文献检索一栏选择输入论文标题、摘要、关键字=“entrepreneurship”AND

“education”，学科类别选择“社会科学与人文”，单击“检索”符号，结果如

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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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点击检索结果页面的“分析搜索结果”，选择要分析的日期范围 2000——2016

年，可以得知关于年份、来源出版物、作者、归属机构、国家/地区、文献类型、

学科类别的分析结果。部分分析结果如下图：

结果显示，关于大学生创业教育研究现状，有 2787 条搜索结果，2010——

2016 年分别有 240、276、281、312、397、419、133 篇文献；来源出版物主要

是：Education and Training；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trepreneurship and

Small Business；Journal of Small Business and Enterprise Development；

Journal of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国家/地区主要是美国（707 篇）、

英国（353 篇）、中国（95 篇）；文献类型主要是期刊论文（1946 篇）和会议论

文（345 篇）。

（十）EBSCO(ASP)学术资源大全

1. 打开链接 http://search.ebscohost.com/login.aspx?profile=ehost&defaultdb=a3h，

进入高级检索界面，在检索栏中输入检索词“su 主题语= entrepreneurship AND

https://www.scopus.com/source/sourceInfo.uri?sourceId=144960&origin=resultsAnalyzer&zone=sourceTitle
http://lib.wzu.edu.cn/Art/Art_65/Art_65_109.aspx
http://search.ebscohost.com/login.aspx?profile=ehost&defaultdb=a3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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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单击“搜索”按钮，结果如下图：

结果显示，从1887——2016年，关于大学生创业教育研究的外文文献有9447

篇。文献来源主要是 ERIC(2771 篇)、Education Source(1206 篇)、Academic

Search Complete(950 篇)等，文献的来源比较有权威性。研究主题集中在 higher

education（高等教育）、entrepreneurship（企业家能力）、business education

（创业教育）等。

（十一）应用文献管理工具——Endnote basic

1. 在校园网内，打开 web of science 平台注册个人账户；

2. 在右上角“我的工具”一栏中选择打开 Endnote
TM；

（1）选择“收集——在线检索”，根据检索步骤，输入

Title/Keywords/Abstract =(entrepreneurship)and(Title/Keywords/Abstra

ct=(education)，得出 727 条数据，直接导入；

（2）选择“收集——导入参考文献”。在中国知网数据库中，根据前面学术期刊

中的检索结果，按照被引排序，选择导出前 500 篇有代表性的文献，下载 txt

文本文件。之后根据导入参考文献的步骤，选择文件、过滤器（Endnote Import）

以及位置。在 Scopus 数据库中，根据前面的检索结果，按照相关性排序，选择

导出前 2000 篇，下载 RIS 格式。之后根据导入参考文献的步骤，选择文件、过

滤器（RefMan RIS）以及位置。见下图：

http://web.b.ebscohost.com/ehost/MultiSelectDbFilter/Update?sid=4c7406ff-9e2a-47d0-a079-08042f983dbb@sessionmgr120&vid=12&dbfilter=eric
http://web.b.ebscohost.com/ehost/MultiSelectDbFilter/Update?sid=4c7406ff-9e2a-47d0-a079-08042f983dbb@sessionmgr120&vid=12&dbfilter=eue
http://web.b.ebscohost.com/ehost/MultiSelectDbFilter/Update?sid=4c7406ff-9e2a-47d0-a079-08042f983dbb@sessionmgr120&vid=12&dbfilter=a9h
http://web.b.ebscohost.com/ehost/MultiSelectDbFilter/Update?sid=4c7406ff-9e2a-47d0-a079-08042f983dbb@sessionmgr120&vid=12&dbfilter=a9h
http://web.b.ebscohost.com/ehost/MultiSelectCluster/Update?sid=537b747a-a94e-49e9-8291-d08639aa31d8@sessionmgr103&vid=4&cluster=Subject%24higher+education
http://web.b.ebscohost.com/ehost/MultiSelectCluster/Update?sid=537b747a-a94e-49e9-8291-d08639aa31d8@sessionmgr103&vid=4&cluster=Subject%24higher+education
http://web.b.ebscohost.com/ehost/MultiSelectCluster/Update?sid=537b747a-a94e-49e9-8291-d08639aa31d8@sessionmgr103&vid=4&cluster=Subject%24entrepreneurship
http://web.b.ebscohost.com/ehost/MultiSelectCluster/Update?sid=537b747a-a94e-49e9-8291-d08639aa31d8@sessionmgr103&vid=4&cluster=Subject%24business+administration+education
http://web.b.ebscohost.com/ehost/MultiSelectCluster/Update?sid=537b747a-a94e-49e9-8291-d08639aa31d8@sessionmgr103&vid=4&cluster=Subject%24business+administration+education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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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 3227 篇参考文献进行“查找重复项”，对文献进行分析去重，结果显

示，全部数据中有 188 篇重复，所占比例是 5.8%，而知网数据 500 篇代表性文

献中只有 4 篇重复，所占比例仅为 0.8%，可见，前面对知网相关数据检索结果

具有较高的准度和信度。其他数据库的查重操作不再演示。

五、 检索结果分析

在前面“检索过程”中所得的相关数据及制作的一些表格，笔者对前面的检

索结果进一步整理，以勾勒出国内大学生创业教育研究的基本轮廓：

1．研究成果数量呈现出逐渐增多的趋势。这说明，我国越来越重视创业教

育，并将其作为培养创新性和应用性人才的重要路径，这种关注度跟我国当前的

环境是一致的。不过，近年来的研究热度也有波动，而今年的相关成果似乎尚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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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现。

2．研究资金来源更加多样。我国大学生创业教育研究的起步阶段，政府的

专项资金支持，对于促进学科研究的发展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且影响较大的成果

多是国家或者省级课题，一些具有较大参考价值的论文也往往又充足的科研经费

支持。近年来，非政府资金资助的成果异军突起，在量上占据绝对优势，这显示

大学生创业教育日益受到重视，并且产生了良好的经济效应，反过来也促进研究

经费来源的多样性。

3．研究成果主要通过教育类期刊发表。从文献检索情况来看，我国大学生

创业教育的研究成果主要发表在教育类期刊上，目前还没有创建独立而有影响力

的创业教育刊物。通过查阅质量较高的研究论文，发现作者大多从教育学的角度

进行研究，学术研究成果缺乏跨学科和交叉学科的参与，这不利于大学生创业教

育研究成果向科技与经济领域转化，反哺社会。

4．研究主体以东部高校研究者为主导。虽然硕博论文的选题上，与大学生

创业教育为题的硕博论文以中西部地区学生为主，可是在核心期刊上，有影响力

的论文基本来自东部沿海或经济发达地区高校，这些高校中以清华大学、浙江大

学、温州大学、南通大学等为先锋代表。

5．研究对象更加丰富而具体。对各数据库检索结果的整理，查阅一些经典

文献的摘要及关键词，发现目前国内在大学生创业教育领域的研究更加深入、具

体，多集中于创业教育的功能与内涵、现状与不足、教育模式与实践路径、课程

体系与评价体系构建等方面。但是，研究方法侧重于定性分析，缺乏实证基础上

的定量研究，研究思路相对狭窄。

6．问题与挑战及中外创业教育比较成为热点。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大学

生创业教育研究取得较大进步，但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如何立足于我国国情

和文化传统，紧跟我国经济改革攻坚的发展步伐，如何帮助大学生创业者解决一

些实际面临的问题，这些成了研究的重要课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吸取西方先进

的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是重要选项。近年来，对中外创业教育比较研究的成果比

较多。只是，这些成果太多属于评介性质，在筛选与判断方面，仍需要更多自己

的独立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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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检索结果归纳总结

总而言之，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我国大学生创业教育研究走过了萌芽期，目

前正处于成长期，速度很快。该领域的快速发展是受政策驱动的，比如一批重要

的研究成果受益于各类基金项目的资助。发表相关成果的核心刊物并非真正意义

上的专业期刊，而是像《中国高等教育》《教育发展研究》等刊物。十多年里，

重要的研究成果主要来自经济较发达地区，但已经呈现出遍地开花的局面（如相

关选题的硕博论文基本不受地域限制）。研究的主题在传统领域有较大的深入、

拓展，但整体格局仍未取得重大突破。研究方法创新问题，研究成果应用问题，

外国经验中国化问题，学科重要性与研究力量不足之间的矛盾，等等，这些既是

制约这个学科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也是这个学科向前推进的阶梯。

七、 附件：文献综述

大学生创业教育研究现状综述

摘要：大学生创业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中的一颗新星。通过了解国内外大学生创
业教育研究发展概况，搜索资料，整理归纳出我国大学生创业教育研究现状主要
体现在：创业教育内涵更加丰富、创业教育模式不断创新、创业教育途径得到拓
展、创业主体更加具体、创业教育课程更加多样、创业教育的评价体系正在构建、
中外创业教育比较研究不断加强等方面。大学生创业教育研究不足之处表现在对
教育模式的可操作性缺乏研究、政策法规及保障体系研究不多，研究方法偏重于
定性分析、缺乏对外国经验的适用性研究等。
关键词：大学生 创业教育 研究现状 综述

长期以来，创业教育(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是世界高等教育界普遍

关注的热点领域。西方创业教育研究发轫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美国学者 Jeffry

A.Timmon 编写第一本创业课程教材《New Venture Creation》，该教材以培养学

生创业能力的目标，以问题为导向，通过大量案例分析、讲解，吸引了学生的眼

球。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经济发展、国家综合竞争力的提升以及缓解就业

压力等因素促使我国大学生创业教育的研究开始迈步，经过十多年的探索和实践，

我国高校的创业教育也得到了较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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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内外大学生创业教育研究发展概况

（一）国外大学生创业教育研究现状简述

创业教育在西方发达国家已有 20 年的历史，当前更是广受重视,规模颇大。

甚至，部分高校甚至专注于创业领域的研究和教学,打造自己的核心竞争优势和

教育品牌。著名的哈佛商学院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开设了 24 门相关课程。其它

如芝加哥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史丹佛等等著名的大学,目前都倾力于此一领域,

以求在新经济的大潮中占据一席。美国及研究所的的创业教育如此兴盛与发达,

以及外部容忍度高的大环境配合下, 在创业教育领域中的研究成果当是丰硕的。

值得一提的是，“创业教育”和“大学生创业教育”这两个概念是有区别的。

碍于外文水平，有关国外大学生创业教育研究的情况，笔者主要对国内学者

几篇较好综述性的论文进行简要评述。陈雪钧认为，国外的创业教育研究主要集

中在“创业教育的意义与价值”、“创业教育的师资建设”、“创业教育的课程设置”、

“创业教育的教学方法改革”等方面，并且取得了一些比较好的成果。
[1]
任路瑶、

杨增雄对国外创业教育的发展、创业教育的理念内涵、创业教育的现状和研究价

值、创业教育的模式、创业教育的课程设置、创业教育的师资等各个不同的方面

进行研究，发现国外先进的创业教育理念、模式和教育体系有一个渐进的形成过

程，因此，我们应该结合国外创业教育的先进经验，结合中国国情创建出有中国

特色和影响力的创业教育体系。[2][3]

（二）国内大学生创业教育研究发展概况[4]

通过对中国多个数据库进行检索，我国有关大学生创业教育的文献是从本世

纪初开始出现的，这表明，有关大学生创业教育的学术研究与大学生创业教育政

策的初步提出与实施同步。纵观我国十多年的大学生创业教育研究的发展历程，

从不同的角度可以归纳出不同的特点。代洪甫基于对 1999 至 2008 年相关文献的

[1] 陈雪钧. 国内外高校创业教育研究综述[J]. 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 (1).
[2] 任路瑶 杨增雄. 创业教育：第三本教育护照[J]. 教育学术月刊. 2010(11).
[3] 有关国外大学生创业教育研究成果可根据《文献检索报告》相关结果查阅，也可以根据国内

相关的综述论文所附的参考文献追溯阅读。
[4] 这一部分在《文献检索报告》的“检索结果分析”中有比较详细的描述，此处从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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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分析，认为我国大学生创业教育研究具有“集中性”、“专业性”、“广泛性”

“多样性”和“发展性”，指出其存在的问题以及未来研究发展的建议。[5]俞海

宝、冯元采用文献法对 2000－2014 年间大学生创业教育研究进行深度回顾，发

现我国创业教育研究在创业教育内涵、价值、途径与模式等方面取得较大创新成

果，但也存在不平衡的现象，比如研究机构、作者多集中在东部高校何教育学领

域，论文主要发表在学术期刊上。[6]张晓莲通过对 CSSCI 库中创业教育相关文献

进行计量分析得知，我国创业教育研究目前正处于快速成长期，其快速发展受益

于各类基金项目的资助，但也存在缺乏专业创业教育期刊、研究者、研究机构过

分集中、研究方法相对滞后等缺点。
[7]

二、国内大学生创业教育研究主要方向

大学生创业教育已经成为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

对我国大学生创业教育的理论和实践进行了广泛的研究，相关议题呈现出多元化

和多层次化的特征。

（一）创业教育意义广受肯定

创业教育的意义日益得到社会各界的肯定，政府对于该领域的资金支持力度

也在加大，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来阐述创业教育的重要意义。臧小林指出，大学

生创业教育能够充分调动学校、学生和教师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创新教育体制，

发展新的教育方法和理念，促进以培养独立个性和创业精神为目标的创业教育发

展。
[8]
石峰认为，大力发展大学生创业教育能够适应我国迎接知识经济时代培养

创新型人才的客观需要，能够优化我国高校科技企业的数量和结构，能够加快优

化我国企业家队伍并促进大学生就业状况的改善。
[9]

（二）创业教育内涵更加丰富

[5] 代洪甫. 我国大学生创业教育研究的现状及展望——基于对 1999—2008 年相关文献的数据分

析[J]. 河南社会科学. 2009(5).
[6] 俞海宝 冯元. 中国近 15年大学生创业教育研究回顾与展望[J]. 劳动经济. 2015(6).
[7] 张晓莲. 创业教育国内研究综述——基于CSSCI 数据库的文献计量分析[J].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

学院学报. 2015(5).
[8] 臧小林 胡均国. 大学生创业教育问题及对策研究中国成人教育[J]. 2012(11).
[9] 石峰. 高职大学生创业教育价值与方式研究[J]. 中国成人教育. 201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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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对创业教育并无统一的定义，纵观多数学者的观点来看，关于大学生创

业教育可以分为“素质论”、“人才论”[10]、“课程论”[11]和“立业论”[12]等。随

着我国经济转轨与社会转型的加快，社会经济发展急需大量的创造型人才，创业

者应该具备应对市场风险和社会竞争的素质，“整合论”[13]创业教育观应运而生。

针对当今大学生的实际创业需要，帮助更多资源占有量较少的大学生实现自己的

创业梦想，一种新型的创业理念“微创业”也崭露头角。[14]另外，考虑到青年创

业过程中会面临诸多问题，包括各种社会思潮的冲撞和价值观的调整，有学者建

议将思政教育与创业教育相结合,将心理素质和道德素质相结合，实现思想教育

与实践融合的教育格局。
[15]

（三）创业教育模式不断创新

实施创业教育的模式是创业教育成败的重要环节。经过多年探索与研究，目

前初步形成了三种创业教育模式：课程导向型，这是以课堂教学为主导的创新创

业教育模式
[16]
；竞技激发型，这以提高学生创业意识为主要目标的教育模式

17]
；

市场取向型，这以创新教育为基础，为学生创业提供实习基地、政策支持和指导

服务的综合式创新创业教育模式
[18]
。近年来，不少学者通过对发达国家和地区创

业教育的比较分析，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立足各高校办学特色与

优势开展创业教育,试图探索各具特色的创业教育模式。
[19][20]

（四）创业教育途径得到拓展

就创业教育途径的研究上，学者主要从政策制度、文化环境、运行载体、组

织架构等方面推进大学生创业教育。季枫提出，构建“一体两翼”的大学生创业

[10] 胥晓云 许劲松. 创新意识·创造思维·创业技能——论电大教育新观念[J]. 江苏广播电视大

学学报. 2000(3).
[11] 卢娜. 高校创业教育的内涵及相关概念辨析[J]. 成人教育. 2011(1).
[12] 卢兵 印梅. 对创业教育概念的厘清[J]. 中国人才.2010(11).
[13] 俞海宝 冯元. 中国近 15 年大学生创业教育研究回顾与展望[J]. 劳动经济. 2015(6).
[14] 王凤成. 基于“微创业”理念的大学生创业教育研究[J]. 产业与科技论坛 2015(17).
[15] 李琼. 基于青年价值观发展特点的大学生创业教育研究[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15(4).
[16] 董晓红. 论职业院校创业教育模式的构建[J].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009(24).
[17] 祝然. 素质教育背景下的创业教育实施策略[J]. 中国成人教育. 2013(10).
[18] 万荣根 曲小远. 新时期大学生创业教育市场化的问题与对策研究[J].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2014(6).
[19] 黄兆信 王志强. 论高校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的融合[J]. 教育研究. 2013(12).
[20] 潘昌伟 马晓君. 比较维度下高校大学生创业教育研究[J]. 沈阳干部学刊. 20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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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发展路径，其主体为创业教学课程体系构建，左翼为创业实践活动，右翼为

创业环境建设。[21]有学者认为，我国创业教育发展应该从加强顶层设计、树立创

业理念、构建创业教育组织网络、完善创业教育运行机制和优化高校教学课程设

置和评价机制等方面入手，为发展创业教育提供良性灵活的促进机制。[22][23]

（五）创业主体更加具体

早期，学者们对高校创业教育的对象主要是普通的大学生，比较宽泛，这些

年开始倾向于将大学生创业群体进一步细分，根据他们的不同情况进行研究，为

大学生创业教育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指导。比如，独立学院是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

下按照新的机制和模式建立的三本院校，是开展创业教育研究并培养创新创业型

人才的重要载体。有学者对独立学院大学生创业教育研究的现实意义、切入点和

关键点进行的初步研究。
[24][25]

有学者根据女大学生独特的身心特点，按照准创业

期不同时段的侧重点，对女大学生创业行为选择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女大学

生有别于男生的独特的创业之路。
[26][27]

有学者以“创业机会理论”为指导，从“农

二代”返乡创业所遇到的特殊问题和状况进行了深入分析，提出一些有益的建议。

[28]

（六）创业教育课程更加多样

由于我国创业教育开始较晚，至今不过十多年，开设课程还没有形成完整的

体系，还处在探索期。现有关于创业教育方面的课程主要涉及创业理论、创业实

务和创业实践等三个方面。不过，学者在这方面一直没有停止过步伐。吴婕认为，

大学生创业教育课程体系应该包括学科课程、活动课程、环境课程和实践课程。

[21] 季枫. 试论高职院校“一体两翼”创业教育模式的构建[J]. 教育与职业. 2009(6).
[22] 马小辉. 创业型大学的创业教育目标、特性及实践路径[J]. 中国高教研究. 2013(7).
[23] 刘彩生. 大学生创业教育路径研究[J]. 教育理论与实践. 2014(8).
[24] 罗筑华 王艳萍 李国华. 独立学院大学生创业教育研究的意义、切入点和关键点[J].中国市场.
2015(28).
[25] 韩超 孙经纬 杨中建. 基于就业视角下的三本独立院校大学生创业教育研究[J]. 现代径济信

息. 现代经济信息. 2015(3).
[26] 孙道明. 女大学生创业路径研究[J]. 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 (7).
[27] 施德宝. 试论女大学生创业行为影响因素[J]. 福建师大福清分校学报. 2013(4).
[28] 周晓进. “农二代”大学生创业教育研究——基于创业机会理论的视角[J]. 继续教育研究.
201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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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黄邦道认为，高校创业教育课程体系可分为显性课程和隐性课程两大类。

[30]

肖开红基于创业教育的内涵和目标认为，高校创业教育应包含创业意识、创业知

识、创业能力、创业实践四大课程模块。
[31]

（七）创业教育的评价体系正在构建

与课程体系的现状相类似，大学生创业教育评价体系的构建也处在进行时当

中。随着大学创业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建立与其相适应的评价体系和机制保障日

益紧迫，相关研究也不断深入。梅伟惠基于评价作为规划工具、监测工具和影响

力评估工具的不同目标，提出高校创业教育评价包括宏观政策与发展现状评价、

过程评价以及影响力评价三种评价类型。
[32]
马玉海等通过对创业教育评价现状的

梳理，从系统论的视角提出创业教育评价体系。33舒福灵等认为，基于对高校创

业教育模式的考察与总结，提出创业教学、创业实践、创业氛围、基础平台建设

和培养效果五个维度的创业教育评价体系。[34]

（八）中外创业教育比较研究不断加强

“创业教育”这一概念原本出自外国，大学生创业教育在西方国家也是开展

得最早。吸收借鉴它们先进的创业教育理念及有益的经验，构建具有本国特色的

创业教育形态，是很有意义的。近年来，国内学者加强了这方面的研究。牛长松

以英国大学生创业教育的政策为对象，对其启动创业项目、建立管理机构、提供

资金保障、开展教学研究、服务大学生创业等方面进行评析。35房国忠梳理了美

国 50 多年的创业教育历史，归纳出美国在大学生创业教育方面的一些成功经验。

36郭丽君等人评介了多国创业教育的政策环境，强调各国政府对大学生创业和创

业教育的特殊关注，认为我国政府在政策上有待进一步完善，以推动创业教育的

健康发展。3738

[29] 吴倩. “创业遗传代码”：浙江省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新基点[J]. 浙江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

学版）. 2012(3).
[30] 王华锋 黄亚超. 我国大学创业教育评价和创业教育模式研究[J]. 中国成人教育. 2012(4).
[31] 肖开红. 大学生创业教育课程体系建设[J].教育与职业. 2012(23).
[32] 梅伟惠. 高校创业教育评价的类型与影响因素[J]. 教育发展研究. 2011(3).
[33] 马玉海 张月. 高校创业教育的评价体系及其构建[J]. 创新与创业教育. 2012(1).
[34] 舒福灵 赖艳 景玲. 高校创业教育评价体系探究[J]. 教育探索. 2012(1).
[35] 牛长松. 英国大学生创业教育政策探析[J]. 比较教育研究. 2007 (4).
[36] 房国忠 刘宏妍. 美国大学生创业教育模式及其启示[J]. 外国教育研究. 2006 (12).
[37] 郭丽君 刘强. 卢向阳,中外大学生创业教育政策的比较分析[J]. 高教探索. 2008(1).
[38] 张俊 颜吾芟. 论大学生创业教育[J]. 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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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学生创业教育研究存在的不足

回顾十多年的实践和研究历程，大学生创业教育已经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的重

要组成部分，积累了不少研究成果和实践探索经验。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我们

的研究还存在不少薄弱的地方，我们要正视并努力改正。

（一）对教育模式的可操作性缺乏研究

当前对教育模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教育模式的宏观构建上，可操作性不够强；

而对具体的运行机制、实施的路径及方法等具有操作层面的内容却成果很少。为

此，要深入开展创业教育模式实施环节的研究，提出一些更实际更具体的策略、

措施，以推动一些创业教育模式从理论转向实施、普及。

（二）政策法规及保障体系研究不多

日前学界对大学生创业教育中政策法规的研究比较宽泛，对于这些政策法规

具体如何制定、如何保障其落实却很少有人问津。因此，当前的一些研究力量应

该投注到如何保障政府应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法规得以落实，如何让高校适合自身

实际制定衔接政府相配套的政策的保障措施和保障体系。

（三）研究方法偏重于定性分析

研究方法上，呈现出从宏观理论推演到微观事实研究变化的趋向，但总的来

说，前者依然是创业教育研究的主要方法，缺乏建立在广泛调研基础上的实证研

究。现有文献的研究思路大多数局限在分析现状、提出问题、解决问题这一框架

内，重复性研究较多，内容缺乏创新、缺乏理论上的提炼与升华，不能有效指导

创业教育实践。

（四）缺乏对外国经验的适用性研究

国内学者对西方国家创业教育的成功经验与启示进行了很多研究，但是研究

成果中照搬国外经验的情况很多，缺乏对国际经验在中国的适用性研究。由于中

国的文化传统、社会制度、教育体制、教育发展阶段等与等发达国家有很大的区

别，国外的研究成果不能硬植到我国的特殊土壤上，必须立足于自身，有辨别、

有选择、有转化。

总的来说，已有的研究成果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进一步研究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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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了广阔的空间，高校创业教育研究仍是未来国内外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大学

生创业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推进创业教育，要努力争取政府、社会、企业各方

面的支持和保障，才能有志于创业的当代大学生顺应时代潮流，为我国就业结构

调整和国家综合国力发挥出应有的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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