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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创业教育已经成为国内外热门研究领域。创业教育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发展时期，相关研究成果
十分丰富。本文采用系统文献回顾的方法，从定义、目标、类型、受众、课程内容、教学方式、影响因素、影响、评价指
标等九个方面对 147篇研究创业教育的文献进行回顾和分析，梳理创业教育研究现状，最后提出未来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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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研究表明，创业是可以学习的。 管理学之父

Peter F·Drucker 曾提出，创业是可以通过学习而掌握

的。理论研究表明，创业教育对个体创业特质的塑造、

创业态度或创业能力有很大相关[1]。

自 1947 年 Myles Mace 在美国哈佛商学院教授
第一堂创业课至今，创业教育已有近八十年的发展历

史。 1970 年之前，只有少数大学提供创业课程，而从

1970 年开始，情况发生了急剧变化，大量商业学校开

始提供创业课程。目前，创业教育已成为全球教育中增

长最快的领域和世界范围内的教学热点。 大多数政策

制定者、学者、学生等都一致认为创业教育有助于影响

文化和建设创业经济[2]。 然而，也有一部分学者认为创

业教育虽然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但影响并不显著[3]；还

有一部分学者认为创业教育会产生消极影响[4]。

创业教育产生伊始，关于创业教育的研究便随之

而来。 发展至今，创业教育研究已经涵盖技术、商业、

教育、心理等几乎所有学科领域。通过文献回顾，发现

以往关于创业教育的研究涉及多个方面，包括创业教

育的定义和意义、创业教育的目标、教学方法、教学内

容、创业教育评估、创业教育面临的挑战、创业教育的

影响因素，等等。 当前已有的创业教育研究虽然涉及

面广泛，但较为零散。作为一个知识实体，创业教育应

建立在一个共同理论框架的基础之上。

一、研究方法

（一）文献搜索

关于创业教育的中外研究文献数量较多，而本文

聚焦于经济和管理视角下的创业教育，紧扣研究主题

对文献进行归类筛选， 挑选出 124 篇英文文献和 23
篇中文文献（见表 1）。

在创业教育研究方面，国内外定性和定量研究相

对均衡。 从研究所面向的教育水平来看，国内外研究

表 1 文献搜索情况表

定性 定量 总计
教育水平

总计
初等 中等 高等 未明确

英文 65 59 124 2 7 68 47 124

中文 13 10 23 - 2 14 7 23

总计 78 69 147 2 9 82 54 147

理论前沿10

ChaoXing



2018.2职业教育研究

都主要面向高等教育阶段，还有很大一部分文献没有

明确指出针对何种教育领域，只有极少数研究针对初

等、中等教育阶段。从研究内容来看，国外研究相对于

国内研究来说涉及的方面更广，主要围绕定义、影响

因素、结果和影响、评估和评价、课程体系（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等多个方面展开，而国内研究则主要集中

于产生的影响和课程体系两个方面。

（二）研究过程

关于创业教育的研究文献数量巨大，要对所有的

文献进行综合回顾不切实际，而叙事文献回顾又很容

易导致不全面且过于主观。 因此，本文将采用具有清

晰、透明、公正、易得、一致、聚焦特点的系统文献回顾

方法对经济和管理视角下的创业教育进行文献回顾。

本文的文献回顾过程可分为 4 个阶段， 具体见

表2。

二、研究结果

（一）创业教育的定义

关于创业教育定义的研究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

部分学者对创业教育的定义主要集中于企业创办和

发展， 如 Fashua 认为创业教育创造了个人在社会中
寻找投资机会的意愿和能力，同时能够基于所识别的

机会成功地建立和经营企业[5]。 也有一些学者从创办

企业之外的方面对创业教育进行定义，如 Klapper 和
Tegtmeier 将创业教育定义为一种单独或（和）整合的

运用行为、技能和特性，去帮助个体和所有类型的组

织创造、解决并乐意接受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和复杂性

的改变和创新以实现个人成就的一种手段[6]。 另有一

些学者主张从多个方面来定义创业教育。

归纳来看， 学者们对创业教育的定义主要集中

在创办企业、技能、态度、自信、成就、机会识别这几

个方面。

（二）创业教育的目标

由上可以看出，很多学者定义创业教育时通常都

是将其与期望产出结合起来，创业教育的这一期望产

出简化来说便是创业教育的目标。 Fayolle认为，创业

教育的目标可以通过教学目的、社会目的和经济目的

来体现[7]。教学目的是指帮助潜在创业者了解创业，社

会目的和经济目的分别是指在社会上发展创业文化、

提高创业意识、强调创业者的作用和创造企业、工作

岗位。

根据 Fayolle 的观点， 可以把创业教育的目标概

括为培养创业思维文化和状态、创业行为或具体创业

实践。 大部分学者认为创业教育旨在社区中创造和发

展创业态度、创业精神和创业文化。徐萍平等认为创业

教育应该以“创业精神培育和创业知识、技能培养相统

一”为目标[8]。 也有学者认为创业教育旨在创造企业和

工作岗位， 还有一部分学者认为创业教育旨在通过培

养创业者来为社区创造效益， 少部分学者将创业教育

的目标与个体之间的创业技能传授联系起来。

有学者将创业教育的目标研究归结为三点：了解

创业、为了创业、创业实践。这里将目标简单定义为教

育者和（或）学生想要获得的东西，同时它也是选择教

学方法的一个决定因素。 “了解创业”旨在培养创业意

识，鼓励学生将创业作为潜在职业选择和鼓励学生自

我雇佣；“为了创业”旨在鼓励学生和强化他们未来成

为创业者的意向；“创业实践”旨在培养创业者、支持

创建企业和发展创业能力。

然而，有的学者认为以上三种对创业教育目标的

分类界限并不明确。例如，Dreisler等就曾指出，“了解

创业”和“为了创业”之间根本没有可视的界限[9]。从观

点上来看，“为了创业”的目标已经包括了“了解创业”

和“创业实践”的目标。这是由于刚开始时创业教育只

是为了让学生对创业有一个普遍了解，即所谓的“了

解创业”阶段。随着培训进一步深入，学生需要学习更

多的案例以培养他们的创新力和机会识别能力，而这

也是受教育者的期望。

综合来看，绝大多数学者都对这一创业教育目标

阶段 描述

1

通过 CNKI、Medalink、百度学术等学术文献检索平台，识别创业
领 域 核 心 期 刊 。 研 究 所 参 考 的 外 文 文 献 主 要 来 源 于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Personnel Psycholog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 Research，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Journal of Small Business and
Enterprise Development 等期刊；中文文献主要来源于南开管理评
论、外国经济与管理、科研管理、管理世界、中国高等教育等期刊

2
在检索平台搜索关键词“创业教育”“创业课程”“创业学习”，结合
阶段 1中的核心期刊，筛选并下载相关文献。 这一阶段下载的外
文文献有 279篇，中文文献有 96篇

3 阅读所下载文献的摘要和关键词，再次筛选出符合研究主题的文
献。 这一阶段后剩余的英文文献有 136篇，中文文献有 59篇

4
阅读上一阶段筛选后剩余的文献的内容，并按照文献回顾的基本
框架对文献进行分类。 排除与主要方面无关的文献后，本阶段剩
余的英文文献有 124篇，中文文献有 23篇

5
考虑到参考价值的因素， 本研究最后的主要参考文献共有 115
篇，其中英文文献为 113 篇（部分作者有多篇文献），中文文献为
2篇

表 2 系统文献研究过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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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持认可态度。 尽管这些目标之间的界限比较模

糊，但它对教育者对具体项目形成一个概念目标有重

要价值。这能够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实现项目的预期

影响，同时在选择适当的教学方法和微调其他决定因

素方面给予他们一定的优势。

（三）创业教育的项目类型和受众

创业教育的项目可以按照其焦点、教育水平和目

标受众进行分类。 例如，通过对 205 个创业项目进行
回顾，Kirby 发现这些创业项目主要有三个聚焦点：传

授学生创业方向和创业意识；发展学生创建新企业、

自我雇佣、经济自足的能力；聚焦小企业生存和壮大。

这一分类实际上与上一部分的创业教育目标分类相

契合。

关于创业教育的受众（见图 1）。 从教育水平方面
来看，如表 1所示，绝大部分研究都聚焦于高校，小部

分研究面向中等教育水平，只有极少数创业教育研究

提及初等教育水平，还有一部分研究没有具体说明面

向的对象，但其中有很多的内容和观点都指向高等教

育水平学生。这一研究现象实际上也反映了当前创业

教育在高校较为火热，而在初等和中等教育阶段的创

业教育十分稀缺。 从学校性质方面来看，已有的创业

教育研究起初多集中在专门的商业院校， 最近几十

年关于普通教育学校和职业技术院校的创业教育研

究迅速增加。 从专业方面来看， 部分回顾性研究表

明，已有的创业教育研究多针对商业类学生，部分针

对教育、工程和技术类学生，而关于其他专业的创业

教育研究极少。 从人群方面来看，国内外的大多数创

业教育都针对在校学生，尤其是大学生，还有部分针

对企业经营者或企业所有者以及失业人员。 另外，基

于我国的特殊国情，国内还开展了很多针对农民的创

业教育。

（四）创业教育的课程内容

1970 年之后，提供创业课程的学校数量、创业课

程、创业时长都急剧增加。 创业教育的课程内容是创

业教育的一大重点和难点，关系到创业教育的结果和

创业教育目标的实现。部分学者建议创业教育的课程

内容应该侧重于创业技能、属性和行为的发展。 还有

一些学者主张创业教育课程内容应符合不同教育或

研究领域中不同目标群体的需要。

本研究所查询的 147 篇文献中， 有 26 篇研究了
创业教育的课程内容， 其中有 21 篇涉及了创业课程
科目。 考虑到课程内容和科目的多样性，笔者主要从

典型研究、普遍性课程（科目）这两个方面来考虑选取

课程内容进行研究。回顾发现比较受欢迎的课程共有

10门，如图 2所示。

这 10门一般课程科目具体见表 3。

除了图 2 和表 3 中的 10 门创业教育科目， 文献

中还各自列举了其他一些科目， 如创业和创业者特

征、个人创造力评估、家族企业、合同与交易、创新与

技术管理，等等。

（五）创业教育的教学方式

创业教育实施起来十分困难，其所面临的一大挑

战便是教学方法的选择。由于创业教学方法具有挑战

性、动态变化的特点，很多学者纷纷对其展开研究，使

得这一领域的研究文献数量急剧上升。

图 2 创业教育普遍课程科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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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一般课程科目表

科目名称 代表作者

机会识别与评估 Kourilsky，1995[10]

资源整合与融资 Kourilsky，1995[10]；Noll，1993[11]

创业计划 Noll，1993[11]

市场营销 Noll，1993[11]；Gartner和 Vesper 1994[12]

企业发展和维持 Bechard 和 Toulouse，1998[13]

企业创办与团队建设 Bechard 和 Toulouse，1998[13]

创业财务管理 Noll，1993[11]； Gartner和 Vesper，1994[12]

风险评估与管理 Gartner和 Vesper，1994[12]

中小企业管理 Bechard 和 Toulouse，1998[13]

企业进入战略 Kourilsky，1995[10]；Noll，1993[11]

图 1 创业教育受众范围图

初等、 中等、
高等、未说明

教育水平
在校学生 、企业经
营者、企业管理者、
失业人员、农民

专业 受众 人群

商业、教育、工
程、技术、其他

商业院校、普通教
育学校、职业技术
院校

学校性质

理论前沿12

ChaoXing



2018.2职业教育研究

创业教育者通常采用以教师为中心或以学生为

中心两种类型的教学方法，关于创业教育教学方式的

研究主要围绕这两类教学方法展开。以教师为中心的

教学方法也被称为传统教学法，它通常是一种教师讲

授、学生听讲的单向沟通，其主要教学方式有讲座、分

配阅读、研讨会和案例研究等。 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

方法也叫自我导向法， 它是一种学生与教师之间、学

生与学生之间的双向沟通，其主要教学方式有问题式

学习、合作学习、体验式学习和参与式学习等。
本研究选取的文献中关于创业教育教学方法的

文献共有 24 篇， 提到运用的创业教学方式约有 32
种，其中运用较为普遍的有 15种，如图 3所示。

在图 3 所示的 15 种创业教育重点教学方式中，

运用较多的有以下四种：讲座、案例研究、嘉宾演讲、

实地参观。

在 24篇文献中，除了图 3 的 15 种重点教学方式
外，还有一些运用相对不太普遍的教学方式，如成功

企业家会议、幻灯片、实践反思、经验学习、头脑风暴，

等等。

（六）创业教育的影响因素

综合以往文献来看，专门针对创业教育的影响因

素进行研究的文献极少。 总的来说，创业教育的影响

因素是多方面的，笔者从创业教育内部和外部因素两

个方面进行分析。 其中，由于创业教育内部因素中的

受众这一因素比较复杂，所以对其进行单独分析。

研究创业教育成效的影响因素的重要性很早就

有文献提及。 Rae认为，人们在参与文化、工业以及其

他方面的关系网的过程中可以发展学习，同时可以发

展机会识别能力。他还提出创业教育要对人进行教育

培训，先决条件就是要理解人，理解他们的文化背景

和价值观、以往经验和心态[14]。 Pittaway 和 Hannon 认
为，资金的可持续性会影响创业教育的成效和持续稳

定发展[15]。 此外，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其他因素也会对

创业教育造成影响。 可能的影响因素详见表 4。

（七）创业教育产生的影响

有文献表明，创业教育和其多样化的结果之间有

着密切联系。 也有研究表明，创业教育会产生积极和

消极的影响。一些学者研究发现创业教育对学生的创

业意向有积极的影响，接受了创业教育的学生很有可

能成为创业者[18]。 也有学者认为创业教育有助于提高

生产力、提高收入水平、创造就业机会[19]。

然而，一些学者认为创业教育有消极的影响。 有

学者研究发现，完成创业教育的学生的创业意向比接

受这一教育之前要低，而且创业教育中比较普遍和关

键的商业计划培训能够对创业绩效产生消极影响[20]。

对所选取文献中关于创业教育产生的影响归纳

见表 5。

（八）创业教育效果评价及评价指标

对创业教育产生的影响有正反两种不同观点。事

实上，创业教育评估十分复杂，因为创业教育的评估

类型、评估目标、评估方法十分多样。 其中，创业教育

的效果评估是被研究得最多的评估问题之一，对它的

研究可以从多个角度展开，即可以采用不同的评价指

标评估创业教育的效果。学者关于创业教育影响的观

点不同很大原因是采取的评价指标不同。

关于创业教育的评价指标选取是评价创业教育的

关键，同时也是一大难点。 Kirkpatrick在其研究中划分
了反应、学习、行为、结果这四个相互联系的评估阶段，

每一阶段都是下一个阶段评估的基础[24]。 而Mwasalwiba
对创业教育的影响指标进行了回顾，总结得出创业教育

结果评估指标主要有毕业生创业（21%）、学生的学术成

果（19%）、行动的态度和意向（16%）、社会贡献（14%）[25]。

图 3 创业教育重点教学方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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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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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
因素

受众 心态[16]，关系网[15]，父母（Fayolle和 Gailly，2013）[7]

其他 课程内容、基础设施[16]，教学方法[6]，资金 [15]

外部因素
文化背景 [16]，政策（政府支持）、资源 [17]，社区参与 [15]，社会学
习环境[6]

表 4 创业教育影响因素表

表 5 创业教育产生的影响表

积极

提高自我效能、积极性、风险承担能力、创业意向，增加自信心 [1]；
提升创业能力 [14]；改变和塑造态度 [21]；正确理解创业，创造批判性
思维 [14]；促进学生成为创业者 [18]；学生的认知、技能、情感三方面
得到提升 [16]；增强学生创新、创造和独立能力 [22]；提高毕业生创
业的质量和增长率，增加毕业生关于工业尤其是科技行业的创业
率[18]；有利于提高生产力、提高收入水平、创造就业机会[19]

消极 创业人力资产减少[23]；降低创业绩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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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各学者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将创业教育效果评价

指标进行以下归类，详见表 6。

三、结论与展望

研究发现：创业教育并无统一定义，但对于创业

教育想要收获的东西形成了一定共识；创业教育的类

型多样，可以按照其目标分类（了解创业、为了创业、

创业实践）进行划分；创业教育的教学方式呈多样化、

变动化特点；创业教育的目标受众十分广泛，根据目

标受众的不同，其课程内容设置也有所不同，更具有

针对性；创业教育会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但针对

创业教育影响因素的研究较为缺乏；对于创业教育所

产生的影响目前并未达成一致意见，大部分学者通过

实证研究表明其所产生的影响是积极的；研究者所采

用的评价指标不尽相同。

笔者认为，创业教育研究今后的方向应从以下几

个方面展开。

第一，扩大研究对象的范围。 要建设创新创业型

国家，不仅要关注高校的创新创业教育，也要考虑到

中、初等教育水平学生的创新创业思维培养以及社会

失业人口等多种群体的创业培训。而当前的创业教育

研究多集中于高校。 如何培养中、初等教育水平学生

的创业思维，如何提升高校外其他群体的创业意愿和

能力，如何设置合理有效的课程内容，采取何种教学

方式，这是将来研究的方向之一。

第二，探索有效的创业教育课程体系。 已有创业

教育课程体系中的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法都十分多样，

但显得比较杂乱，缺乏系统性和规律性。 未来研究可

围绕“静态+动态”的模式探索课程体系建设，即固定

一些基本的、必需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然后根据

具体目标和需要添加辅助或强化的课程内容和教学

方法。

第三，探索创业教育的影响因素。 已有创业教育

研究中关于影响其效果的因素的研究较为缺乏，而对

于创业教育效果影响因素的研究实际上非常重要，因

为了解其影响因素可以让我们强化有利因素、规避不

利因素，使创业教育实现效果最大化。

第四，探索创业教育评价指标体系。 对创业教育

影响的评价是一项十分复杂且困难的工作，不但要考

虑不同受众自身的不同水平，还要考虑不同群体的不

同目标以及不同需要等多方面因素。 但是，对创业教

育影响的评价是不可避免的，只有了解其结果，我们

才能知道其是否有效，才能对其改进并制定一个目标

和计划。 这是未来研究的一大重点，也是一大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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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view of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Study

ZHOU Jin-bo, DENG Xiao-hong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Guangxi 541006, China）

Abstract: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 hot research field at home and abroad in recent years, has experienced a long period of
development with a rich harvest. This paper reviews and analyzes a total of 147 pieces of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study by
using the method of systematic review from nine aspects including definition, target, types, target audience, curriculum content,
teaching methods, influencing factors, influence, evaluation index, in order to comb the current status of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research and point out direc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Key words: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study; current status; research dir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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