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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高校大学生企业家精神的培养环境及启示 

周纪昌 

(中原工学院经济管理学院，河南郑州，450007) 

[摘要] 企业家精神是创业者必备的动力因素，美国大学生企业家精神的产生，有赖于美国不断求新的高等教育 

改革、完善有效的创业政策体系、鲜活的创业经济实践、积极上进的创业文化等客观环境。美国在注重高校技术 

知识的创新、注重在现实环境中引导磨砺出企业家精神和品质、整合社会资源打造完整的创业教育扶持链条等方 

面的经验，对于我国高校探索大学生创业教育的环境支持将很有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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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创业教育在国内逐渐成为缓解日益增大 

的高校毕业生就业压力的重要途径，同时也为创 

业型经济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为我国创新 

型人才战略和新型经济发展提供了很好的保障性 

基础思路。创业教育的初衷是培育学生的创业精 

神，但成熟的创业教育体系下的创业教育目标应 

该是培养企业家精神。美国是最早在学校进行创 

业教育的国家，美国高校创业教育的发展是自下 

而上的探索，与社会和市场需求紧密结合，其创 

业教育体系与社会发展基本实现了良好的互动对 

接，趋近成熟 [1](6972) 。而当前我国的创业教育仍 

属于探索萌芽期，美国高校创业教育环境下的企 

业家精神培养情况对我国现阶段创业教育的兴起 

和完善有很重要的参考意义。 

一、美国高校大学生企业家精神的培养环境 

1. 高等教育改革的保证 

从最初借鉴模仿欧洲高等教育体质而创办九 

所殖民地学院，到审时度势发起州立大学运动，以 

及成立研究型大学，……美国不断描绘出多层次、 

多样化的厚重的高等教育体系 [2](163173) 。美国的高 

等教育体系从无到有，进而建立起现代大学，在学 

术创业者的领导下，美国现代大学制度逐渐建立起 

来，并从贵族化逐渐到大众化的州立大学和精英化 

的研究院制进行了高等教育系统结构的两端延伸， 

为高等教育发挥更大的社会作用和进行新技术的 

研发奠定了基础。大学内部持续的进行革新，特别 

是选修制的建立和普及，充分调动了学生学习的主 

动性和积极性，并为新学科的迅速引入和发展提供 

了制度保障。 

在美国高等教育不断改革求新的进程中，大学 

的本质逐渐得以体现，一是州立大学和社区学院保 

证了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和普及化，使得企业家精神 

培养的教育对象变得多元化，同时研究型大学的建 

立和研究生院的建立保证了高校科研实力的持续 

壮大，为高校保持创新活力奠定了基础。 

美国大学作为研究高深学问的场所，拥有受过 

高度训练的专业人才队伍和专业化的知识以及创 

新技术，这是其他组织结构很难具有的。而企业家 

精神首先是创新精神、创造精神，包含了技术创新 

和理念创新等多重元素，但是技术创新是基础。在 

不断进行技术求新的校园环境中，对于企业家精神 

中创新理念和务实精神的培养很有帮助，创新作为 

企业家精神的本质，应该通过技术创新得以启迪。 

2. 政府创业政策保障了创业实践活动的开展 

美国联邦政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改变放任 

自由的科技政策，从宏观上制定相应的政策，发挥 

政策的导向作用，为创业型经济和创业教育的发展 

创设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和制度环境。高校自身的发 

展是企业家精神培养的环境基础，美国联邦政府从 

学术研究、创业立法到推出具体的小企业政策，将 

支持创业教育发展和创业活动开展的政策链条进 

行了完整的制定，为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 

力创造了积极的政策环境。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联邦政府首先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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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对那些有助于技术转移、商业应用以及工作岗位 

创造的项目进行高额的资助，有力促进了新知识的 

创造并加速了科技人才的培养。阿波罗登月计划、 

英特尔企业的成立等都呈现出了政府科研支持的 

良好效果。大量的联邦资助在显著提高大学的研发 

能力的同时有力的支持了大学教师和研究人员能 

有足够的经费进行发明和创新活动，而美国大学专 

利许可和衍生公司的数量与研发经费支出数额呈 

现正相关 [3](7689) 。大量科技成果在高校的科研实验 

室里产生，为创业活动的兴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进行科研扶持的同时，美国联邦政府相继出 

台了一系列包括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支持大学衍 

生公司发展的政策，一方面保护了知识产权，一方 

面加快了技术创业的步伐。1980 年颁布的《贝多法 

案》和《史蒂文森魏德勒技术创新法》允许大学或 

国家实验室保留由联邦政府经费资助所得的研发 

成果的知识产权，并鼓励将研发成果下放给小企 

业。这两个法案的颁布为大学知识产权的出售和转 

让提供了法律保障，大大促进了技术转让工作和科 

技创业活动的活跃。1989 年，《国家竞争力技术转 

移法》对前两个法案进行了修订，指出由政府、大 

学、研发机构、民间企业共同提升科技水平，并将 

研究成果迅速转化为生产力。进而高校力量和社会 

力量在政府政策和市场效益的引导下进行了广泛 

的合作，促成了美国以科技为主导的创业公司的大 

量兴起。为了确保知识产权转让后的成果转化成功 

率，美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通过采取直接的机制， 

包括建设孵化器、提供应用研究资助、建设“缓冲 

型”机构等，鼓励创业型企业的创办，同时确保大 

学衍生公司与大学实验室之间保持持续的联系。由 

于大量的创业企业都以小企业的形态存在，为了保 

证创业成功率和企业的持续发展，美国政府在法律 

上和政策上为小企业扫清发展障碍、扶持壮大发 

展。 

3. 创业型经济使大学生可以获得全方位参与 

熊彼特（Schumpeter，1934）在其巨著《经 

济发展理论》中指出，创新是经济发展最重要的 

驱动力，而创新依赖于企业家的“创造性破坏” 

活动 [4](8997) 。虽然工业革命开始，经济学家普遍认 

为大型企业才是现代经济的基石，但  1973 年的经 

济危机为创业型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大卫•伯 

奇在  1979 年发现了创业型企业在工作岗位和经济 

发展过程中的贡献，随后创业者逐渐成为了社会的 

“英雄” 。 

创业成功的典范和创业经济的不断持续高增 

长吸引了大量的技术创新者持续参与进新的创业 

大潮中。2005 年的《全球创业观察》指出，2005 
年有将近  2300 万的美国人拥有一家企业，或者已 

经采取措施准备创办一家企业，这个数字占到了美 

国所有成年人的 12.4%，而据《全球创业观察》估 

计，在这  2300 万个创业者中，有  290 万左右属于 

高成长企业的创业者 [5] 。 

从高校内部到社会企业的全方位的创业活动 

的开展近似一场“创业革命” ，这场“革命”持续 

的改变着美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以及文化观 

念，创业公司不仅创造了大量的工作岗位，为市场 

带来了成千上万的创新产品，更重要的是，它们显 

著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彻底地改变了整个工业模 

式，改善了美国人的生活标准。成千上万的人通过 

创业型公司这样的途径进入到主流经济，它的背后 

体现出了公平、 公正的理念， 以能力为导向的理念， 

鼓励创新、 创意的理念。 创业型经济不仅是的经济、 

社会层面实现了解构和新的结构，也使得创业教育 

的社会需求不断增大，进而使得创业教育的主动参 

与性得到极大的提高。由高校科研到知识产权的成 

果转化实现了知识经济的发展，知识经济的发展又 

转而支持了高校科研教育的发展。创业型经济的发 

展为创业教育的开展提供了良好的经济环境和经 

济基础。 

4. 社会文化环境为创业教育提供全方位支持 

在文化环境层面，美国的文化是由探险者、清 

教徒、大量的移民塑造而成的，他们注重实用、开 

拓进取、鼓励冒险、独立平等，对财富以及美好的 

生活很有追求。与东方文化有一个显著的不同之处 

就是：美国人将失败看作成功的一个台阶。将失败 

看作走向成功的“试错成本” ，是美国人勇于进取 

的一个表征 [6](2326) 。美国人的不断追求梦想、自由 

选择和对失败的宽容态度，以及实用主义精神，构 

成了创业活动开展必不可少的文化基础，同时这些 

也是企业家精神的基本注脚。 

在社会环境层面，除了政府方面对创业教育的 

大力扶持外，非政府组织和企业界也都积极地参与 

进对高校创业教育的支持。成立于  1966 年的考夫 

曼基金会，独立于高校、政府和企业，以教育和创 

业为两大关注领域，主要资助创业教育的开展并推 

动全校性创业教育新理念的发展。 [7](107110) 在美国， 

创业教育主要受基金会和创业者的资助。作为专门 

的创业教育扶持组织，考夫曼基金会成立了创业领 

导中心，在提供资金支持之外，基金会还专门组织 

实习项目、开展创业教育研究、组织创业项目、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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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青年创业等，作为高校创业教育发展中不可或缺 

的支持力量，考夫曼基金会等非政府在高校创业教 

育方面正发挥着强大的后盾作用。而企业界对创业 

教育的支持，则主要是提供人力和实习岗位以及财 

力物力的支持。创业者成功后进行经验交流分享可 

以有效的激励青年人，而作为实践性较强的创业教 

育，需要充足的实习场地，同时初创业者除了在经 

验等方面需要帮助外，也需要多方面资金的支持。 

企业界除了捐助高效的创业研究中心和捐赠席位 

外，还会以风险投资、天使投资等形式进入到创业 

扶持中。风险投资和天使投资是美国创业活动蓬勃 

发展的重要动力。 

二、美国高校大学生企业家精神培养环境的启 

示 

1. 高校技术知识的创新是高校创业教育的基 

础 

高校创业教育的开展，应该建立在技术知识创 

新的根本之上。高校之所以能够成为创业教育的承 

载主体，就因为高校有良好的知识储备环境和科研 

力量基础，只有技术不断创新，才能保证创业活动 

所拥有的实际意义。而企业家精神的培养，也是在 

创业教育和科研创新相辅相成的过程中自然生发 

出来的，所谓务实、所谓戒骄戒躁、所谓脚踏实地， 

都指向创业以技术创新或者理念创新等创新成果 

的产生为先导。美国创业教育的成功与其早先对高 

校科研活动的大力支持有显著的相关性，没有联邦 

政府对大学的科研支持，就很难有后来的创业型经 

济的产生。 

2. 注重在现实环境中引导磨砺出企业家精神 

和品质

美国的高校创业教育环境偏重实践性，在完善 

的课程设置、培养模式之外，美国的创业教育更偏 

重于鼓励学生走出校园，参与实体企业的工作，甚 

至积极创办自己的企业，同时在校内的实践环节 

中，高校也偏重于在虚拟的各项企业创建和运作平 

台之上对学生进行相应的创业教育，情景性和实践 

性使得美国的创业教育更加富有成效。由于真正的 

创新精神需要建立在敢于冒险和敢于承担试错成 

本的基础上，而这些品质都需要在实际的环境中才 

能得以历练，因此以情景性和实践性为主的创业教 

育更有利于企业家精神的培养。 

3. 整合社会资源打造完整的创业教育扶持链 

条 

在创业型经济发展的初期，不可能靠具有短视 

缺陷的市场经济去进行资源的合理配置，也就是说 

以逐利为目的的企业力量很难在创业型经济发展 

的初级阶段贡献太多的力量。产学研一体化的发 

展，必须建立在高校科研实力足够强和科研成果有 

一定积累的基础上，这需要政府在高校科研活动方 

面进行足够的支持。在高校科研成果转化的过程 

中，应该鼓励科研成果的直接创造者也就是高效的 

师生参与到创业过程中，以保证成果转化的成功 

率，同时通过增加以科技创业为内容的市场主体的 

数量来活跃市场，进而去繁荣创业市场。随着创业 

型经济的逐渐发展，基于利益和回馈等原因的成熟 

企业的各项资源力量才会不断地流向创业教育并 

使之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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