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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来，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成为实践界和学术界的关注热点。利用 CiteSpace 可视化分析软件对

2002—2018 年 CNKI 总库中文核心期刊与 CSSCI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中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研究的 1 504 篇

文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2014 年以后，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的研究文献呈现出显著增长趋势；作者群体学术交

流合作少；研究机构相对分散；研究热点主要集中于创新创业教育、大学生创业等方面；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大

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等将成为未来研究的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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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国家对高校大学生创新

创业越来越重视，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逐渐成为学

术界新的研究方向及热点。经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

后发现，我国于 2002 年开始研究大学生创新创业

教育。李大公和姚美珍认为创新是推动生产力的强

大动力，高校是培养人才的摇篮，要抓好创新、创

业人才培养的重要任务[1]。此后，虽然发文量逐年

增加，研究成果逐渐丰富，但是研究大学生创新创

业的综述文章比较罕见。易灿曾采用文献研究的方

法从创业品质的概念、创业意识和创业精神三个方

面对国内外大学生创业品质的培育进行了研究[2]。陈

茉指出培养大学生创新能力是高校的责任，并提出

两个转变：一是研究内容上，在外在环境研究的基

础上增加内在因素分析；二是研究方法上，由定性

理论分析逐渐转向定量实证分析[3]。王海军等提出

从理论上构建大学生创业路径选择的结构概念模

型，从而通过创业地域和创业平台等中介变量对创

业路径产生影响[4]。徐占东等提出高校双创环境评

价九大因素模型，以期实现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实践

创新和优质发展[5]。从以上文献可知，学者们从不

同的角度展现了对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的综述性

研究成果。但总体上来说，研究方法单一，定性研

究居多，量化鲜见，使用 CiteSpace 软件对大学生

创新创业进行量化研究的尚未有见。 

鉴于此，本文使用 CiteSpace 统计软件对大学

生创新创业教育的研究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选取

2002—2018 年 CNKI 总库中文核心期刊与 CSSCI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中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

研究领域的 1 504 篇文献作为数据样本，就关键词、

作者、机构等进行分析，绘制时区图、关键词共现

网络图、作者及机构合作图等知识图谱，以便更好

地把握学者们在该领域的贡献、研究热点、研究主

题的演进路径。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一)研究方法 

CiteSpace 是由德雷塞尔大学的陈超美博士开

发的。该软件主要用于分析和挖掘科研文献数据，

分析其研究热点和演进趋势，基于 JAVA 平台进行

运行，被广泛运用于科研文献计量领域[6]。此外，

该软件可以绘制核心作者群、研究机构、国家分布、

研究热点、演进特征等知识图谱。本文将使用

CiteSpace 软件(版本号：5.1.R8.SE)进行研究，通过

关键词共现网络分析、作者合作网络分析和机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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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网络分析等，探寻我国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

的研究热点与演进趋势。 

(二)数据来源 

我国关于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的研究者

众多，并且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文献研

究水平高低不一。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

中，以主题词“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进行检索，

可得 13 954 条文献记录，最早的发表于 2001 年，

即郑彩莲认为高校团组织应该为学生创新创业服  

务[7]。因此，为了保证文献研究的科学性和研究动

态的准确性，本文所取研究文献样本全部来源于中

国知网中文核心期刊数据库和中文社会科学引文

索引(CSSCI)数据库，经过去重和删除会议、报纸

等的处理，通过以主题词“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

再次进行精确检索，截止到 2018 年 10 月 11 日，

共检索到 1 504 条相关文献。 

三、结果分析 

(一)发文量的时间分析 

如图 1 所示，通过对 2001—2018 年国内有关

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研究文献的梳理后发现，这一

领域的发文量经历了缓慢增长——平稳增长——高

速增长三个阶段：2001—2007 年为第一阶段。该阶

段发文量较少，主要是早期学者们对大学生创新创

业教育领域的研究很少。自 2002 年，教育部在清

华大学等 9 所高校开展创新创业教育试点工作后，

我国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才进入一个新的发

展阶段[8]。2008—2013 年为第二阶段。党的十七大

报告中提出的“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促进以

创业带动就业”的创新战略目标，刺激了大学生创

新创业的热情[9]。“挑战杯”全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

赛引发的大学生创业热潮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  

注[10]。我国高等教育经历了从“精英化教育”向“大

众化教育”，“从包分配”到“自主择业”的历史性

转变，虽然使大学生“天之骄子”的地位受到威胁，

间接导致大学生就业面临一定的困难，但增加了大

学生就业的灵活性，促进了大学生自主创新创业现

象的增加。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鼓励青年成长，

支持青年创业，多渠道多形式就业，以创业带动就业
[11]。因此，该阶段的发文量有了一定程度的平稳增

长。2014—2018 年为第三阶段。2014 年 9 月的夏

季达沃斯论坛上，李克强总理首次提出“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随后关于大学生创新创业的各项政策

相继颁布，这些政策有效地促进了大学生创新创业
[12]。我国大学生依然面临着严峻的就业形势，以就

业带动创业成为扩大就业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13]。

2015 年 5 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深化高等学

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意见》指出，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

改革，是国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促进经济提

质增效升级的迫切需要[14]。2016 年 5 月，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关于建设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示范基地的

实施意见》，指出要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更深

程度上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这一阶段，我国大

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的研究迎来了井喷式的增长，并

且呈不断上升趋势[15]。此后，国务院于 2018 年 9

月下发《关于推动创新创业高质量发展打造“双创”

升级版的意见》，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要推动创新创业服务全面升级，引导创客空间向专

业化、精细化方向升级，实现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

高质量增长[16]。由此可见，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教

育成为国内研究的热点，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政策

与研究热点的导向关系。 

 

 

图1  2001—2018年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研究领域发文数量 

 

(二)文献作者合作分析 

通过文献作者合作网络图谱分析，可以了解一

个研究领域的核心作者及其之间的合作关系[17]。图

谱中的节点越大，表示作者的发文量越高。从图2

和表1可以看出，发文量最多的作者是王占仁，发

表文献16篇，其次是陈万明和黄兆信，分别发表文

献7篇。发文量达2篇以上8篇以下的作者有陈文娟、

李洪波、李继怀、任泽中、郝杰等，且他们的发文

量相差不大。由此可知，大学生创新创业研究领域

缺少核心研究团队，且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很少，

互相之间引用率非常低，学术研究整体处于分散状

态。因此，学术研究团队及学者之间应该加强联系、

沟通，从而促进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领域的研究 

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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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2002—2018年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研究作者合作网络图谱 

 

表1  2002—2018年发文篇数排名前20的作者   单位：篇 

序号 发文数量 作者 序号 发文数量 作者 

1 16 王占仁 11 4 李洪波 

2 7 陈万明 12 4 陈文娟 

3 7 黄兆信 13 3 冀宏 

4 6 宋妍 14 3 薛浩 

5 6 刘月秀 15 3 苗青 

6 5 朱广华 16 3 张兵 

7 5 姚冠新 17 3 王颖 

8 4 郝杰 18 3 方伟 

9 4 任泽中 19 3 尹龙 

10 4 李继怀 20 3 费志勇 

(三)发文机构分析 

从发文机构合作网络图谱(见图3)可知，大学生

创新创业教育研究的单位之间联系较少，各研究机

构之间并未形成紧密的合作关系，合作研究有待进

一步加强。节点越大，说明机构发文量越多，由图

3和表2可知，发文量排名前20的单位有东北师范大

学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心、温州医科大学创新创业

教育学院、北京联合大学、盐城工学院、浙江大学

教育学院等，共计发表文献112篇，占总发文量的

7.4%。这表明研究机构之间的发文量差别不大，并

且没有科研能力特别强的研究机构，除了东北师范

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心发文量最大(为18篇)，

其他机构发文量水平相近。 
 

 

图3  2002—2018年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研究机构合作网络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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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2002—2018年发文篇数排名前20的单位                            单位：篇 

发文量 单位  发文量 单位 

18 东北师范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心  5 南京工程学院 

8 温州医科大学创新创业教育学院  5 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7 北京联合大学  4 长春师范大学 

6 盐城工学院  4 贵州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6 浙江大学教育学院  4 淮阴工学院 

5 燕山大学里仁学院  4 江苏大学管理学院 

5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4 常州大学学生处 

5 吉林大学商学院  4 大连交通大学 

5 南通大学  4 南京理工大学 

5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4 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四)关键词共现图谱分析 

关键词代表着某一研究领域的核心观点，是一

篇文献主题的高度概括，有助于发掘该领域的研究

热点[18]。使用CiteSpace软件对关键词进行分析，将

时间跨度设置为2002—2018年，时间切片设置为1，

阈值为50，网络裁剪为寻经网络，并且选择修剪合

并网，节点类型只选择关键词，运行数据后得到关

键词图谱4。图谱中节点越大，表示关键词出现的

频率就越高，也表示受到的关注越高；中介中心性

则表示节点重要性，中心值越大，表示节点越重要。 
 

 
图4  2002—2018年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研究关键词图谱 

 

从图4中可以看出，关键词的节点较多，节点

之间的连线也相对较多。在此基础上，对关键词出

现频率最高的前20名进行排序，见表3。关键词频

率最高的是创业教育，其次是创新创业教育、大学

生、创新创业、高校等。由这些高频关键词可知当

今的研究热点。另外，从图4和表3也可以看出，创

新创业教育和创业教育、大学生、创新创业、高校

等关键词的出现频率很高，均大于100，说明这些

关键词受到的关注度很高。尤其是创新创业教育连

线很多，说明创新创业教育与其他关键词的共现强

度很高，比如：创新创业、创业教育等。大学生创

业教育的中介中心值是0.74，创新创业的中介中心

值是0.45，创业的中介中心值是0.28，这些关键词

发挥着重要的桥梁作用，比如创新是创业教育与创

新创业教育的重要桥梁。 

聚类图谱是对现有研究成果进行的可视化分

析，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展现研究领域的分布情况，

以此来帮助研究者高效梳理文献信息，以便迅速了

解该领域的研究前沿[19]。结合图4中出现的高频关

键词，通过CiteSpace软件对研究对象进行自动聚

类，可得到关键词的聚类视图(见图5)，并使用模块

值Q和平均轮廓值S来反映图谱的质量。一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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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Q值越大表示网络的聚类效果越好，如果Q值

大于0.3，则是合理的；S值如果大于0.5，则是合理

的，如果大于0.7，则是可信的[20]。从关键词聚类图

谱可知，Q值为0.793 5，大于0.3，说明图谱网络结

构是显著的；S值为0.576 5，大于0.5，表明网络的

同质性是合理的。总之，关键词聚类图谱绘制效果

较好。另外，从图5可以看出，图谱共计有13个聚

类，其中，最主要的聚类有创业教育、大学生创业、

新时代、学生创业意识、课程体系、创新精神、大

学生创新、创客空间等。这主要反映了该领域现今

的研究主题。 

 

表3  2002—2018年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研究排名前20的关

键词 

频率 中心度 关键词 频率 中心度 关键词 

379 0.03 创业教育 56 0.12 创新 

378 0.45 创新创业教育 33 0.13 对策 

352 0.03 大学生 30 0.19 创业实践 

239 0.02 创新创业 28 0.04 创新创业能力 

139 0.06 高校 25 0.12 思想政治教育 

88 0.18 大学生创业 24 0.74 大学生创业教育 

76 0.14 人才培养 24 0.16 专业教育 

64 0.15 高职院校 23 0.07 路径 

60 0.28 创业 21 0.15 学校 

58 0.13 创业能力 20 0.11 高校创新创业教育 

 

关键词突现度主要反映在一段时间内影响力 

较大的研究领域[21]。从图6可知，我们共计有9个突

现词，突现度最大的关键词为创业教育，其次为创

新、对策、创业能力等。从时间划分来看，2002—

2006年的突现词为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这些

突现词的影响周期最长，均在9年以上。2007—2010

年的突现词有对策、学校、体系，这个时期反映了

党的十七大后，国家提出实施扩大就业发展策略、

以就业带动创业的战略目标。这个时期各高校根据

国家政策相继出台各项教育政策，重视高校大学生

的创新创业教育体系的建设，并针对实际情况采取

相应的对策，重点侧重理论的教育。2011—2016年

的突现词为创业能力、就业、大众创业，这个时期

主要侧重实践教育。2012年11月，党的十八以后，

支持青年大学生创新创业的各项政策进一步发布，

尤其是2014年李克强总理提出了“大众创业，万众

创新”，此后掀起一股大学生创新创业热潮。 

(五)研究主题的演化路径 

时区图主要是一种从时间上反映知识演进的

视图，它可以非常清晰地展示研究文献的更新和相

互影响[20]。词频和突现词能够反映该领域的研究热

点，而根据时区图则可以研究主题的演变趋势。近

年来，关于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的研究成果逐渐丰

富，并呈现出研究方法的多样化，研究主题也呈现

出逐渐演变的趋势。经过对2002—2018年高校大学

生创新创业教育相关文献的梳理发现 ，随着时间

的推移，研究主题的演变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图5  2002—2018年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研究关键词聚类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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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2002—2018年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研究前9位的突现关键词 

 

第一阶段(2002—2008年)，该阶段为研究的探

索阶段。由图7可知，该阶段的研究成果比较少，

关键词类型单一，表明此时学术界对大学生创新创

业教育的关注度不高，频次比较高的关键词有大学

生、创新、创新创业教育、创业教育、创业实践等，

还尚未提出“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的概念。夏春

雨认为创业教育作为高等教育史上一种新的教育

理念，是知识经济时代培养大学生创新精神和创新

能力的需要[22]；张红保提出创新精神包括三个方面

的内容：创新意识的培养、创新思维的培养、创新

情感和创新人格的培养[23]。高晓洁和曹胜利认为21

世纪是创新、创业教育的时代，需要推崇创新精神
[24]。祝红和潘勇涛认为开展创业教育是培养符合时

代要求的大学生的需要，并且以东南大学创业教育

的实践来说明创业教育是高校教育改革的需要[25]。

因此，该阶段的研究为后期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 

 

 
图7  2002—2018年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研究关键词共现时区图谱 

 

第二阶段(2009—2014年)，该阶段为研究的迅

猛发展阶段。此时研究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研究

主题转向课程体系、高校、专业教育、培养模式、

人才培养、创新教育等，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出现

了繁荣的景象，但是依旧未出现“大学生创新创业

教育”的概念。刘凤云和王兆明提出高职开展创业

教育是缓解就业压力、促进大学生自主发展、实现

高职教育可持续发展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需要[26]。

陈新亮和商万军提出从确定正确的教育思想、设立

创业教育课程体系、建立创业实践基地等六个方面

来构建高效完整的大学生创业教育体系，提升大学

生创业教育质量[27]。张宝强认为大学生创新创业教

育已经成为现代教育发展和改革的新趋势，并提出

制定科学合理的教育目标，探索分层递进的教育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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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促使学生走创业成功之路[28]。童卫丰从目标导

向、实施过程、运行保障等三个方面提出大学生创

业教育的校企合作人才培养路径[29]。总之，该阶段

的研究关键词类型多样，发展速度快。 

第三阶段(2015—2018年)，该阶段为研究的深

化阶段。此时研究主题的内容相对减少，但是逐步

进入深化阶段，出现了新常态、高校创新创业教育、

教育模式、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等新的研究内容，

主题演变进一步深化。刘彦军认为推进高等教育综

合改革已经成为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使命，并提出

构建“组织—文化—教育”三位一体的创新创业教

育模式[30]。陈伟和李景保认为在经济新常态下，大

学生创业不仅能够带动就业，而且能够提升就业质

量[31]。陈爱雪认为“互联网+”作为一种新型载体

和商业模式，可以更好地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中为大学生带来良好的指导，从而提升大学生的自

主创业及创新能力[32]。李昆益提出以众创空间作为

高校创业教育的载体，可以有效提升大学生的创业

能力[33]。江定心提出构建“研究+实践”型教学以

及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以提升大学生教育质量[34]。

吴立全和杜晓丹认为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是建设与

实现创新性社会的有效途径，“大学生创新创业训

练计划项目”是高校开展创新创业教育的重要载 

体[35]。可见，该领域的研究深度逐步增加，正与社

会市场的需求进行同步接轨。 

四、结论与展望 

(一)结论 

本文运用CiteSpace软件对2002—2018年CNKI

总库中文核心期刊与CSSCI中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

库中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研究的1 504篇文献进行

研究，并分别从作者合作网络、机构合作网络、关

键词等方面进行了分析，绘制了关键词共现网络图

谱、研究热点和聚类图谱以及研究主题演进路径图

谱等。主要得出以下结论：①从发文量来看，整体

呈上升趋势，其中在2014年以后发文量迅猛增长，

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领域成为热门。②从作者合作

网络图谱来看，发文量最多的作者是王占仁，发表

文献16篇，其次是陈万明和黄兆信，发表文献均为

7篇。作者群体之间合作较少，研究比较分散。③

从机构合作网络图来看，东北师范大学思想政治教

育研究中心发文量最大，为18篇，其他机构发文量

相差不大，并且机构之间合作比较少。④从研究热

点来看，主要集中于创新创业教育、大学生、创新

创业等领域，由关键词突现度可知，影响力较强的

热点有创业教育、创新等。⑤从研究主题的演进路

径来看，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的研究前沿分别是高

校创新创业教育、新常态、教育模式、大学生创新

创业教育等。 

(二)展望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背景下，大学生

创新创业人才培养已经不仅仅是高校教学的主要

任务，也是全国高校教育改革和创新型人才培养模

式改革的重要目标，更是国家战略发展的重要内 

容[36]。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作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

分，而大学生又是未来国家建设的可持续力量，备

受国家的高度重视，因此，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未

来仍将是热点，并且内容将不断丰富，优秀成果将

不断增加。另外，虽然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已经取

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是，作者群体学术交流少，

研究机构合作少，缺乏核心的领军人物及研究团

队，并且该领域的研究比较分散，尚未形成完善的

教育体系。因此，未来需要政府加强政策引导，搭

建学术交流平台，加大学术资金支持力度，重点打

造“产学研用”一体化机制，促进大学生创新创业

教育的进一步发展，从而推动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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