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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其所带来的环境问题也在日益加剧，绿色发展已经成为国家“十三五”规划

中的发展理念之一。基于绿色发展理念和“双创”大背景，绿色创业成为研究热点。回顾了绿色创业研究文献，

系统梳理了绿色创业内涵、绿色创业驱动、绿色创业模型、绿色创业发展战略、绿色创业教育五个方面的研究成

果，在对文献进行深入研读的基础上分析了现有研究成果的进展与不足。研究发现，截至 2018 年 11 月，绿色创

业的研究以理论研究和案例分析为主，实证研究相对缺乏。作为一个综合性的研究领域，未来研究视角应该呈现

多样化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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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在资源短缺和

环境污染方面的压力日益增大，《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以下

简称“十三五”规划)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

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

提高，绿色消费的能力和意识不断提升，环保健康

观念深入人心，因此坚持绿色发展，建设资源节约

型、环境友好型的社会是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

然选择。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政策利好条

件下，兼顾经济效益和可持续发展的绿色创业在大

学生和企业发展中掀起一股热潮。 

一、研究综述的现状 

(一)国外绿色创业研究综述的现状 

截至 2018 年 8 月，在中国知网以主题为检索

项，“绿色创业”为检索词，以国外绿色创业研究

为对象进行的综述只有 2 篇。高嘉勇、何勇回顾了

近十年国外绿色创业文献，对绿色创业的概念和内

涵、绿色创业的特征和动因、绿色创业者的类型以

及绿色创业类型、绿色创业发展战略六个方面进行

了梳理和分析，绿色创业实践、绿色创业量化指标、

绿色创业的成本收益问题等都值得深入研究[1]。林

艳、张晴晴、龚华杰收集整理了 67 篇国外关于绿

色创业的文献，围绕着什么是绿色创业、驱动绿色

创业的因素、绿色创业者类型及发展战略五个方面

进行了综述[2]；并指出未来可以围绕绿色创业机会、

创业者人格特质和绿色创业路径展开深入研究。 

(二) 国内绿色创业研究综述的现状 

截至 2018 年 11 月，国内关于绿色创业研究综

述的文献是两篇。沈超红、刘芝兰、卢孟孟以生态

创业为研究主题，对生态创业的定义与测度、障碍

与诱因、效果、政策进行了系统性述评[3]，指出我

国生态创业研究处于低范式阶段，缺乏实证分析，

未来需要增强绿色创业的定量研究。李倩、刘建基

对绿色创业及绿色创业导向的概念、绿色创业的影

响因素、绿色创业教育三个方面进行了梳理和分 

析[4]。研究发现，我国现有文献中关于绿色创业导

向量表、绿色创业机会评价和市场开发研究、绿色

创业阻力及对策研究、绿色创业教育体系构建四个

方面的内容仍然较为缺乏，未来的研究应该着重从

这四个方面开展，提高绿色创业研究的深度和   

广度。 

现有的文献中以兼顾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创

业为主题的研究文献不断涌现，使用的专业术语包

括绿色创业、生态创业、环保类社会创业等，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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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必要对绿色创业的内涵进行界定；绿色创业的影

响因素及诱因归根结底是绿色创业驱动因素研究；

绿色创业模型和发展战略为学者后续深入研究绿

色创业的成本收益问题以及绿色创业效果量化奠

定基础；绿色创业教育关系到绿色创业人才的培

养，构建合理绿色创业教育体系是绿色创业研究的

基石。 

二、绿色创业缘起及内涵 

(一) 绿色创业缘起 

Quinn1971 年在《哈佛商业评论》发表的文章

指出，“生态活动”能够为企业可持续发展和获取

丰厚利润提供新可能，绿色创业研究始于此[5]。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生态价值观形成，绿色市场

出现，企业绿色战略和绿色竞争相继提出，绿色创

业概念应运而生。迄今为止，绿色创业的概念在学

界内未得到统一，相关术语也呈现多样化，诸如环

境创业、生态创业、可持续创业、绿色创业[1]、环

保类社会创业[6]等。对于绿色创业本质上是否属于

社会创业(公益创业)的一种，我们需要明确绿色创

业和社会创业的内涵。 

(二) 绿色创业内涵 

绿色创业是识别、评价和利用与环境紧密联系

的机会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该机会不被以经济效

益为唯一指标的企业和市场识别[7]，具体而言就是

利用环境市场机会创造出新的产品和服务或者是

成立新的企业[8]。在绿色创业过程中，融入商业创

业和可持续发展元素，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共

同发展[9]。总体而言，绿色创业是个人或者企业基

于盈利和环保双重目标进行绿色产品或服务创新，

承担一定程度风险进行新市场开拓[10]，创业同时改

进、提高生态环境质量，最终实现经济和自然环境

可持续发展[11]。社会创业(公益创业)是指企业或者

个人在创业的过程中兼顾经济利润和解决社会问

题双重目标，以解决社会问题、实现社会发展作为

自身的根本职责。绿色创业从概念上来说，强调环

境保护、社会发展和经济利益共同实现，实质也是

一种社会创业[12]。 

通过梳理文献，绿色创业概念具有广义和狭义

之分。广义上，绿色创业是指以环境创新为导向，

以企业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兼具创新性和市场导向

的价值创造形式或者绿色化目的的新企业。狭义的

绿色创业是指个人或者企业以追求利润为目标提

供环保类产品或服务进行有利于环境发展至少不

破坏环境的企业经营活动，实质均属于社会创业行

为。绿色创业是个人或者企业在政府政策支持引导

下、在环境创新基础上以利润为驱动实现经济、生

态、社会三重效应，目标是实现经济和生态环境的

可持续发展。内涵模型详见图 1： 
 

 

图 1  绿色创业内涵模型 

 

三、绿色创业驱动因素 

外部的环境和自身的能力等诸多因素均会影

响绿色创业能否实现，绿色创业的驱动因素包括内

部和外部两股力量[3]。 

(一) 外部力量 

外部力量包括外部环境[13]、市场需求[14]、法律

因素、消费者价值观[1]。其中推动因素是指资源的

稀缺性和全球人口增长的矛盾激发生态保护者进

行绿色创业，政府的环保政策和排污制度出台推动

企业绿色发展；拉动因素包括利润驱动、绿色产品

或服务的需求缺口、绿色创业者的榜样作用[3]。 

(二) 内部力量 

内部力量主要是指创业者个人特质和内在需

求，包括创业技能和管理技能[13]、创业者自己的生

态观[1]和道德感[3]。内部力量细分推动力量和拉动

力量，拉动力量是指创业者自身的风险偏好、机会

的敏感度等内部因素；推动力量是指创业者进行绿

色创业是基于自己的工作发展不理想和家庭原因

等外部因素[1]。 

沈超红等对绿色创业的驱动因素分析较为全

面，也充分吸收过往研究的成果，比较具有代表性。

但是上述对于驱动因素的分析没有根据具体的企

业发展阶段进行分析。梁瑞昕根据企业生命周期提

出了不同阶段的企业进行绿色创业的驱动因素不

尽相同，初创企业进行绿色创业的驱动因素包括法

规制度环境和个人因素，成熟阶段的驱动因素是企

业产品或服务的竞争优势以及企业高度的社会责

任感[15]。 

绿色创业是一个基于个体、社会和经济环境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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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综合选择。在个体方面，具备环境创新的能力

和意识、社会责任感、创业能力尤其是对绿色产品

或服务的空白市场敏感性；在社会环境方面，国家

政策的支持、制度法规的出台和完善、友好落地的

金融支持环境、消费者的绿色产品消费能力和意

识；在经济环境方面，绿色产品或服务的需求缺口

和利润空间。 

四、绿色创业类型 

绿色创业是个舶来品，国外学者主要是从三个

维度对绿色创业者进行区分。根据目标市场不同，

将绿色创业者分为替代性、先锋型和生态型三个类

型[16]；将生态和商业逻辑结合形成创业动机，将创

业者分为商业主导型、生态主导型和耦合型[17]。国

内学者在研究国外文献的同时结合我国绿色创业

实践对绿色创业类型进行了深度研究。 

(一) 创业动机、绿色类型视角下的绿色创业 

类型 

李华晶结合绿色创业两个基本维度“绿色”和

“创业”，以创业的动机为纵向维度，以绿色类型

为横向维度，将绿色创业分为循规型绿色创业、突

围型绿色创业、顺势型绿色创业、先导型绿色创  

业[18]，如图 2 所示。循规型绿色创业是指个人或者

企业为了生存不得不遵守国家的环境法规，将促进

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投入看成是增加成本的行为；突

围型绿色创业是指个人或者企业在创业或者经营

过程中受到来自环境利益相关者的压力，为了生存

积极调整发展战略为自身创造发展机会；顺势型绿

色创业是指在顺应公认的环境规范和规则的同时

迎合环境市场机会创造出新的产品或服务；先导型

绿色创业是指企业或者个人主动迎合外部环境机

会利用公司优势积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图 2  创业动机、绿色类型视角下的绿色创业类型 

(二) 机会、创业环境和创业者视角下的绿色创

业模型 

经过近 50 年的发展，绿色创业的研究文献不

断增多，研究视角得到不断拓展，李华晶、邢晓东、

揭昌亮提炼出基于机会视角、创业环境视角和创业

者视角的三种基本绿色创业模型[19]。机会视角下的

绿色创业是从绿色创新中识别和利用市场机会的

过程，该模型包括充足型发展战略、效率型发展战

略和永续型发展战略。创业环境视角的绿色创业从

环境主义和企业发展的实质出发，将绿色创业分为

环境意识型和绿色导向型，前者在于最小化对环境

的影响，后者以环境为中心兼具利润预期。创业者

视角的绿色创业关注创业者的认知，以经济导向和

可持续发展导向作为纵向维度，以影响创业者认知

的硬结构(外部约束如环境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和

软结构(社会文化如个人的家庭、经历等)作为横向

维度，将绿色创业者分为伦理上的特立独行者、愿

景型的先锋领导者、创新型的机会主义者、非正式

的环境创业者四类。 

伦理上的特立独行者是指受自身的经历、身边

的环境影响、受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观影响选择新的

创业活动；愿景型的先锋领导者积极正视硬结构影

响，拥有可持续发展理念和改善环境的远大愿景，

积极开展绿色创新创业事业；创新型的机会主义者

在硬结构影响下以经济利润为导向积极开发新的产

品及技术；非正式的环境创业者是指受自身的资源

优势影响以经济为导向发展绿色事业，如图 3 所示。 

 

 

图 3  创业者视角下的绿色创业类型 

 

绿色创业者类型分析视角多样，显示了绿色创

业动机的复杂性和绿色创业群体的多元性特征。基

于创业者视角下的绿色创业类型，横向维度中的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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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影响因素与服从性可持续发展的本质一样，均

是政策环境、社会环境和经济环境对绿色创业者的

制约；纵向维度存在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生存和

发展机遇获得的利润均是经济导向的结果。创业者

视角下的绿色创业类型更能突出绿色创业的差异，

为我国制定相应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创业政策

提供参考。 

五、绿色创业发展战略 

(一) 公司内部的绿色发展战略 

企业重视环境问题的程度存在差异，导致其在

发展战略中的绿色化程度大相径庭，因此将公司内

部绿色创业发展战略分为公司战略、子公司战略、

绿色业务单元战略、职能部门绿色战略四种类   

型[20]。公司绿色发展战略是以可持续发展作为企业

发展的宗旨，公司上下各项活动全面绿色化；子公

司绿色发展战略是指公司下属的子公司实行绿色

化发展战略，生产绿色产品、提供绿色服务、采用

环保技术、进行绿色营销等；绿色业务单元化战略

是指企业采用一定的形式对某个业务进行绿色化

改造，实施绿色差异化战略；职能部门绿色战略仅

仅是企业的职能部门进行绿色化活动，如环保产品

开发、排污技术使用等。四种绿色化发展战略的绿

色化程度逐渐降低，不同规模的企业及其在不同发

展阶段，采取的绿色化发展战略也不尽相同。 

(二) 不同规模企业的绿色发展战略 

新创企业和大企业在进行绿色创业过程中采

用的发展战略不相同[21]。新创企业在新产品引入阶

段积极采取可持续发展策略推广绿色产品，在成长

阶段实施品牌战略，快速发展阶段积极创新产品及

生产流程，在成熟阶段快速发展成长为大企业。大

企业进行二次创业过程中于成长阶段进入绿色市

场，在快速发展阶段建立自己的标准，在成熟阶段

发展成为行业标杆。 

中小型企业的绿色发展战略则是基于企业生

命周期，构建生态效率、环境成本领导、超越基本

政策要求的领导力和生态品牌四种不断演进的绿

色发展战略[22]。 

绿色创业涵盖了新创企业和不同规模企业的

二次创业，未来需要研究不同规模企业不同发展阶

段的绿色创业差异及效果，进而厘清个体或者企业

进行绿色创业的路径。 

六、绿色创业教育 

创业企业在可持续发展商业模式下遵循经济

底线、环境底线和社会底线的“三底线”原则，创

业教育随之逐渐呈现绿色化趋势。在欧美国家，相

关研究者和教育着依据绿色创业教育理论和实践

成果已经开发出相关课程和体系。开展绿色创业教

育有利于激发大学生绿色创业意识，提高潜在绿色

创业者创业技能，掌握绿色创业的商业模式，最终

培养绿色创业人才。 

(一) 绿色创业教育体系 

通过实地调研了解大学生绿色创业教育现状，

发现当前绿色创业教育存在绿色理念淡薄、绿色创

业技能缺乏、绿色产业认识有限三个方面的问   

题[23]，因此我们需要从意识上正确认识绿色创业教

育的重要性，在实践上积极落实绿色创业教育体

系。绿色创业教育体系实施需要从绿色教学内容、

课程结构、教学方法、课程建设和教学实践四个方

面共同进行，确保绿色创业教育获得可持续、多方

位保障[24]。在此基础上，应该继续从目标体系、课

程体系、实践体系、师资体系和保障体系五个方面

加以完善[25]。 

在实践体系上，首先转变进而深化绿色创业教

育理念，将浮于表面的创业教育方式转变为师生持

续合作的共创模式，单纯的理论创业教育课程转变

为理论实践一体化的创业教育方式，创业教育平台

的粗放型发展转变为精耕细作式管理，创业形式由

简单的买卖交易转变为产学研科技成果创业，提升

创业质量[26]。 

在保障体系上，构建政府、国家、环保机构、

高校四位一体的合作架构。首先是政府应该制定绿

色创业教育相关文件，设立专门服务机构，出台扶

持政策，加大支持力度；国家应该将绿色创新创业

教育纳入《高等教育法》，为社会各个主体开展绿

色创业提供法律支撑与援助，实现绿色创业的法制

化；广大的环保人士、社会企业、环保机构、绿色

组织等投资、捐赠或实际参与绿色创业教育，拓展

大学生创业实践的第二课堂；高校应该积极将创业

教育尤其是绿色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进行融合，通

过学校教育、校企联盟、社会力量参与三个方面共

同搭建大学生绿色创业的实践和展示平台，进而构

建绿色创业教育的生态系统[27]，培养一批专业素养

高、实践经验丰富的专家和企业家教师队伍；同时

在校园以社团活动、专家讲座、社会实践等为依托

营造和活跃高校绿色创业的氛围[28]。 

(二) 绿色创业教育导向 

在我国不断摸索绿色创业教育体系过程中，应

该积极借鉴和吸收国外的发展经验，目前国外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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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经过不断发展形成了“1+1”“A 到 A+”“0 到

1”三种导向[28]。“1+1”导向的绿色创业教育是将

创业课程内容与绿色教育内容进行横向整合，即是

在原来的创业课程内容体系中加入绿色教育内容；

“A 到 A+”导向的绿色创业教育是运用可持续发

展理念引导创新创业教育，探索具有绿色属性的创

新创业教育体系；“0 到 1”导向的绿色创业教育是

重塑现有的创新创业教育架构，重新构建全新的绿

色创业教育体系。 

上述三种绿色创业教育导向反映了学者对于

现有创新创业教育如何绿色化发展进行了深入的

思考和摸索，国内的绿色创新创业教育应该尽快建

立符合我国国情和教育实践的绿色创新创业教育

体系。在建立绿色创业教育体系的过程中，充分发

挥国家的法律制定功能、政府的政策制定功能、社

会的支持宣传功能和学校的培养教育功能，从硬件

(教学场所、实训基地、创业孵化基地)和软件(课程

结构、师资力量、教学方法、教学内容)两个方面保

障绿色创业教育的顺利实施。 

七、结语 

综上所述，目前绿色创业的研究取得了长足发

展，学者均认可“绿色”和“创业”两个基本内涵；

关于绿色创业的驱动因素研究是一个复合式的学

科问题，尤其在关于绿色创业者个人特质和能力的

研究上至今没有统一的答案，可以从心理学、社会

学等视角加以深入探讨；绿色创业类型研究成果丰

富，为我国企业践行绿色创业提供了有力参考；绿

色创业发展战略是绿色创业的核心，也关系到绿色

创业理论是否合理、创业效果是否可测量，因此未

来应该加强对绿色创业发展策略研究，尤其是不同

规模、不同类型的企业在不同阶段发展战略的异同

及融合路径与效果；绿色创业教育是绿色创业研究

的前沿阵地，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绿色创业生态系

统，培养出合格的绿色创业人才，是当前绿色创业

教育研究的重点。 

绿色创业是一个综合性研究领域，涉及心理

学、管理学、经济学、环境科学、创业教育、人文

教育等多个方面，因此未来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

应该呈现多样化发展态势。对于绿色创业的研究多

半是理论研究和案例分析，缺乏数据支撑和实证分

析，在绿色创业导向的研究上实证分析的成果相对

较多，因此应该加强绿色创业导向在企业绩效领域

具体效果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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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environmental problems it has 

brought are also increasingly intensified. Green development has become one of the development concepts in “the 13th 

Five-year Plan” of the country.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green development and the “double innovation” background, 

green entrepreneurship has become a research hotspot. By reviewing the research literature on green entrepreneurship, 

the paper systematically studies the five aspects of the research results, namely green entrepreneurship connotation, 

green entrepreneurship driving, green entrepreneurship model, green entrepreneurship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green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Based on an in-depth study of the literature, the paper analyzes the progress and deficiency 

of research results. The study finds that, up to November 2018, the research on green entrepreneurship had been mainly 

on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case analysis, and empirical research is relatively lacking. As a comprehensive research field, 

future research perspectives should present more diversified development tre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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