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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大学生创业教育的校园支持体系 

匡全农，石舞潮 

(江西九江职业大学师范学院，江西九江，332000) 

[摘要] 在研究国内创业教育的现状、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探讨如何构建一个合适、有效的“大学生创业教育的 

校园支持体系”，从而找到走出创业教育窘境的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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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根本目标就是培养人的创新、创造 

能力。大学生创业教育是创新、创造教育与时 

俱进的新发展，是创新、创造教育在新时期发 

展的必然趋向。 

一、国内创业教育开展的背景与现状 
1989 年 12 月，在北京召开的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面向 21 世纪教育国际研讨会”正式提 

出“创业教育”这一概念。1998 年 1 月，联合 

国教科文总部“世界高等教育大会” 发表的 《21 
世纪的高等教育：展望与行动世界宣言》中再 

次明确： “高等学校必须将创业技能和创业精神 

作为高等教育的基本目标。 ”以此为契机，创业 

教育的实践、科研开始在国内风生水起。 

教育部  2002 年开始在全国十二个重点院 

校正式启动创业教育试点工作，这些年来尽管 

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还远远跟不上形势发展 

的需要。总体上来说，还处于摸索阶段。 

而对于许多一般院校来说，创业教育的实 

践、科研是在大学毕业生就业压力空前巨大的 

背景下， 在上级部门的强烈要求下被动开始的， 

目前还处在纸上谈兵阶段。一组数字可以直观 

地说明这一点：从 2006 年到 2010 年底，仅与 

中国知网合作的期刊公开发表创业教育论文就 

多达 5  000 篇，如果再加上其他报刊发表的论 

文，总数恐怕要接近上万。与之形成鲜明对比 

的是大学生创业成功的案例却少得可怜—— 
2010 年就业蓝皮书即 《2010 年中国大学生就业 

报告》显示：2009 届大学生自主创业占毕业生 

总数的 1.2%，与 2008 届（1.0%）相比略有上 

升，与  2007 届（1.2%）持平。大学生自主创 

业的成功率只有约 1％~3％。 

二、国内创业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中国传媒大学与中国青少年网络协会 
2011年 3月 9日联合发布的腾讯网络平台调查 

结果（《大学生创业调研报告》）显示： 

首先，在校大学生自主创业的意愿并不强 

烈。在被问到“对今后的打算”时，只有 18% 
的人表示有自主创业意愿（见图 1）。这明显低 

于其他群体。 

图 1 大学生对未来的设想 

其次，多数学校的创业教育研究、教学与 

实践脱节，教师只会理论研究，却没有实践经 

验。校园没有形成创业氛围，创业教育开展效 

果很差。大家对“创业想法来源”这个问题的 

回答显示（见图 2）： “家庭”“朋友”和“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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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创业想法的影响相对最大（分别为  30.0%， 
24.2%，21.0%），来自校园的影响最弱 （5.6%）。 

图 2 大学生的创业想法来源 

再次，大部分高校的创业教育还停留在办 

活动、搞讲座的初始阶段，没有一个有效的校 

园支持体系，学生无法接受比较系统的创业教 

育。在被问及是否“参加过创业辅导课程或创 

业大赛”时，他们中仅有少数表示参加过 

（11.1%），但他们强烈希望能参加针对性强的 

创业指导课程学习（见图 3）。 

图 3 大学生参加创业大赛的比例 

这样滞后的创业教育，显然无法满足当代 

大学生的需要。 

我们对九江职业大学创业教育调查问卷的 

综合数据与《大学生创业调研报告》提供的数 

据恰好相互印证。我们的调查结果显示： 

第一，在校大学生自主创业的主观意愿不 

强烈。只有 28%的人表示，希望将来自己创业 

做老板，54%的人希望有稳定的工作，9.5%的 

人表示对创业没有兴趣或是不太感兴趣， 有 2% 
的人甚至根本没有考虑过自主创业。 

第二，在校大学生对创业政策了解很少。 

只有  0.67%的人表示很熟悉国家的创业政策， 
23.3%的人略有了解， 48%的人表示知道但没有 

了解过，还有  5.33%的人甚至没有听说过有这 

么个政策。 

第三，在校大学生对学校创业教育现状不 

满意。只有  4.7%的对所在学校目前的创业教 

育、教学状况满意，不满意率高达  81.3%，其 

中还有 51.3%的人表示很不满意。 

第四，学生强烈希望学校开展系统、有效 

的创业教育。高达  58.7%的人认为学校很有必 

要开展创业教育。 因为只有约 7.9%的人认为自 

己创业方面的知识、技能能够基本满足创业的 

要求，82%以上的人对自己的创业知识和技能 

没有信心。 

三、造成问题的主要原因 

当前就业形势如此紧张，国家因此大力鼓 

励大学毕业生自主创业，且自主创业致富的速 

度是如此之快，为什么大学生们却缺乏自主创 

业的意愿和动力？为什么他们宁可给人家打工 

却没有想到自己去当老板？笔者认为问题就出 

在创业教育本身。 

综观目前我国高校创业教育的现状，存在 

的主要问题是：其一，不同学校对创业教育的 

理解偏差较大，大部分人把创业教育仅仅理解 

为创业实践，而忽略了创业思想教育、心理激 

励和人格培养； 其二， 创业教育实践环节以 “活 

动”为主，课外的创业实践“活动”和课堂教 

学彼此脱节，缺乏系统性和连贯性；其三，多 

数学校的创业教育以“创业教育研究课题”的 

形式开展，学校还没有形成自己的创业教育的 

理念，并营造起活跃的创业教育氛围；其四， 

学校没有成形的学生创业咨询、帮扶、支持机 

构，甚至没有建立起学生创业实践的实验场， 

等等。总之，缺乏一个有效的大学生创业教育 

的校园支持体系。正因为如此，我们大部分大 

学在校生甚至毕业生，都严重缺乏创业意识和 

创业激情， 即使少数人有了创业的梦想和行动， 

他们创业的成功率也很低。 

对于正在开展创业教育研究和实践的学 

校，要想把创业教育搞好，首先要对学校在大 

学生创业教育过程中的角色和功能有准确、恰 

当的定位。 

很多人一谈到创业教育马上就想到了创业 

实践，并想到了创业支持体系。这是对的。创 

业教育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家庭、学校、企 

业、政府、社会都在这个系统中扮演着重要的 

角色。大学生创业的成功，离不开这个系统的 

支持。

问题在于，在这个庞大的支持系统中，家 
庭、学校、企业、政府、社会各自应该承担什 
么功能？很多学校首先想到的是政府。他们认 
为政府应该提供大学生创业教育实践的政策支 
持、资金支持，乃至项目支持，甚至希望政府 
提供大学生创业实践的场地支持，比如创建大 
学生创业实践基地等等。正是这种“等、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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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习惯思维和行为方式，使得很多学校在 
大学生创业教育方面不积极、不主动作为，以 
至于大学生自主创业率非常之低。 

什么叫创业？如果政府包揽包办， 把资金、 
项目、场地都给你准备好了，再给你大把优惠 
政策，让你去“创业” 。那还叫创业吗？这是对 
创业的严重误读。所谓创业，从“创”的意义 
上来讲，只有白手起家——没有资金、没有技 
术、没有前人的积累、没有政府的帮扶——才 
算得上真正的创业。你即将踏入的领域对于你 
来说是一个全新的领域，那里充满了机遇与挑 
战，一切都是未知数，唯一不变的是你的勇气 
和决心。你只能凭借你自身的智慧，去迎接未 
来的挑战。 这是对一个人创造能力的真正考验， 
也能真正激发一个人的创造潜能。时至今日， 
最为人们所景仰和称道的大企业家、大富豪， 
基本上都是白手起家打出来的天下。再说，如 
果政府把什么事情都给包办了，那学校干什么 
呢？政府既然把教育学生的资源交给了学校， 
那么教会学生创业就是学校的事情，而不是政 
府的事情。 

实际上，国内外成功的创业教育经验已经 
表明：学校在创业教育乃至创业实践方面，应 
该扮演最重要的角色、承担最重要的任务；在 
大学生创业教育的支持系统中，学校支持体系 
是最基础、最重要、最关键、影响最深远的部 
分。因为，大学生创业的准备是在学校完成的。 

所以，大学生创业教育的关键问题还在于 
建构起一个合适的、有效的大学生创业教育校 
园支持体系。建构一个怎样的支持体系，怎样 
建构这样一个支持体系，才是我们应该关注的 
重点。

四、如何建构大学生创业教育的校园支持 
体系 

一个合适、高效的大学生创业教育的校园 
支持体系，理应包括营造良好的校园创业教育 
氛围、 建立适合创业教育要求的教学评价机制、 
利用校园有限的资源帮扶学生进行创业实践 
等。 

第一，营造良好的校园创业教育氛围。创 
业教育开展的第一步，就是要激起学生对创业 
的兴趣，使得大学生人人有梦想、个个想创业。 
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在学校营造良好的创业 
教育氛围——系统开展创业思想教育，点燃学 
生创业的激情和梦想；定期开展大学生创业设 
计大赛活动，让学生亲历创业设计的竞争、感 

受创业设计的创新思维；邀请地方成功的创业 
者、创业成功的校友开展创业教育讲座，让学 
生感受创业的艰辛和成功的喜悦，激发他们的 
创业行动。从而形成人人谈创业、个个想创业 
的氛围。 

第二，建立适合创业教育要求的教学评价 
机制。理论上讲，创业教育不是普通教育的补 
充，而是普通教育理应包含的一部分。因此， 
创业教育不能也不可能独立开展，而是必须纳 
入到学校教育的体系中，贯穿到课堂教学、学 
生评价的全过程中。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建 
立起一套适合创业教育要求的教与学的评价机 
制：以课堂教学是否贯彻了创新、创业教育思 
想来评价教师的教学水平， 以是否培养出创新、 
创业人才来评价教师的教学成果；以是否具备 
创业理想、是否具备创新创业能力，以及参加 
创业实践活动的成绩来评价学生的学习成果， 
等等。这样从制度上确保创业教育的全面、深 
入推进。 

第三，利用校园有限的资源帮扶学生进行 
创业实践。一般来说，学校缺乏直接帮助学生 
实现创业梦想的资源。但学校依然有义务帮助 
学生进行创业实践， 培养他们的创业实战能力。 
而且一般高等院校也都具备帮助学生进行有限 
创业实践的条件。比如，学校可以把自己的小 
产业（诸如食堂、商店、影院、网吧、茶座、 
健身房、宿管、绿化、卫生等）通过承包、租 
赁等方式，让学生组织来经营管理；学校可以 
建立一些专业机构，辅助并服务于学生的创业 
实践活动；学校还可以通过组织校友捐助、企 
业赞助等方式，来成立一个专门帮扶学生创业 
的专项基金，给学生提供小额度的、短期的、 
无息的创业启动资金周转；学校还可以通过建 
设、提供大学生创业实践基地的方式，来帮助 
大学生开展创业实践。总之，只要有决心，办 
法总比问题多。学校要充分利用有限的资源， 
给学生提供创业实践的实战机会，不能让大学 
生创业教育只停留在纸上谈兵。 

建构起一个合适、有效的“大学生创业教 
育的校园支持体系” ，是创业教育本身的需要。 
它不仅有利于创新创业型人才的培养，有利于 
高等院校人才培养水平的提高，更有利于拓阔 
高校毕业生的生存和发展空间，也有利于拓阔 
高校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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