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1 卷第 2 期                                                       Vol.11 No.2 
2020 年 4 月                               CHUANGXIN YU CHUANGYE JIAOYU                            Apr. 2020 

 

 

2001~2018 年创业教育研究的文献计量分析及其启示 

 
颜笑盈，邹萍 

 

(大连大学教育学院，辽宁大连，116622) 

 

[摘要]  为了了解 21 世纪以来国内外创业教育领域的发展现状，基于 CNKI、WOS 平台，对 2001~2018 年间国

内外创业教育领域中的重要文献进行检索，通过 CiteSpace 软件，对检索得到的 5035 篇文献的年度分布状况、高

影响力期刊、多产量学者、多产量学术机构、高被引文献及前 20 个高频关键词进行分析，并针对我国创业教育

研究的发展，提出了以下观点：学术期刊需提升专业性、创新性和影响力；学者应增强国际交流意识，研究机构

应加强交流合作；研究内容需保持前沿性与本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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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创业教育是指以培养具有创业基本素质人才

为目标的实用教育。1988 年，Colin Ball 最早提出

“创业教育”一词[1]；1945 年，哈佛大学商学院开

设“新创企业管理”课程，标志着创业教育从此进

入大学课堂；1997 年，清华大学举行了“创业计划

大赛”，标志着中国高校创业教育的开始。 

现如今，创业教育在国内开展已有十多个年

头，许多高校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功的探索成果。例

如，上海交通大学提出了结合第一、第二课堂的综

合创业教育模式，武汉大学构建了创业教育的“三

创”人才培养模式，清华大学开创了“创新环”的

发展模式等，这些发展模式的提出与运用都为国内

高校开展创业教育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近年来，创

业教育逐渐成为世界各国学者关注的焦点并在各

大高校已经如火如荼地展开，这时对研究创业教育

的重要文献进行梳理，有利于我们把握创业教育的

发展脉络与方向；对国外相关文献进行整理，有利

于我们借鉴国外创业教育研究的经验，这些对我国

创业教育的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本研究将

以 WOS 及 CNKI 平台中检索出来的 2001~2018 年

间国内外 5035 篇相关文献作为研究样本，运用

CiteSpace 等软件对之进行计量分析，以便我们了解

国内外创业教育领域的发展概况，适时地为我国创

业教育的发展提出一定的参考意见。 

二、数据来源 

外文文献选取“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数

据库，检索主题为“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时间限制在 2001 年至 2018 年之间，文献类型为

“Article”，共搜索到文献 1419 篇，检索时间为

2019 年 1 月 2 日。 

国内文献选取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检索主

题为“创业教育”，时间同样也限制在 2001 年至

2018 年之间，文献来源类别选择“CSSCI 期刊”，

共检索到文献 3730 篇，删除会议通知、书评、广

告等，最后得到有效文献研究样本 3192 篇，检索

日期为 2019 年 1 月 1 日。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 文献年度分布 

文献发表数量在一定时期内的变化情况可以

大致反映一个领域的阶段发展态势，图 1 是国内外

创业教育研究文献发文量随年度的变化曲线。根据

图 1 的变化曲线，本研究将 2001~2018 年国内外创

业教育的发展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

2001~2007 年，该阶段国内外创业教育发文量较少，

发展较平缓，是创业教育发展的起步阶段；第二阶

段为 2008~2014 年，该阶段创业教育发文量逐年快

速增加，是创业教育的快速发展时期；第三阶段为 

                        

[收稿日期]  2019-10-11；[修回日期]  2020-02-22 

[作者简介]  颜笑盈(1995—)，女，湖南株洲人，大连大学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高等教育研究，联系邮箱：943109682@qq.com；邹萍(1963—)，

女，辽宁大连人，大连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高等教育学、心理学 



                                                                                           2020 年第 11 卷第 2 期 

 

54

 

 
 

 
图 1  国内外发文量年度对比 

 
2015~2018 年，该阶段创业教育发文量增长最快，

2017 年发文量达到峰值，该阶段是创业教育成熟发

展期。同时，通过对比分析可以发现，2001 年以后，

国内外学者对创业教育的关注度逐年提升，2003 年

国内发文量为 17 篇，国外发文量为 21 篇，二者发

文数量差异最小，之后国内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

势，而国外则稳步增加。 

(二) 高影响力期刊 

Eꞏ加菲尔德在 1972 年提出使用期刊的影响因

子，作为国际上通行的期刊评价指标[2]，刊载论文

的数量则反映出学术期刊吸收和传递信息的    

能力[3]。 

1. 国外高影响力期刊 

表 1 中列出了 2001~2018 年间刊发“创业教

育”文章数量排名前 15 位的期刊。从表 1 可以  

看出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72 篇 )、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TREPRENEURIAL 

BEHAVIOUR RESEARCH(42 篇)和 INTERNATIONAL 

ENTREPRENEURSHIP AND MANAGEMENT JOURNAL 

(37 篇)是刊载“创业教育”主题发文量最多的国外

期刊，分别占样本总量的 5.07%、2.96%和 2.61%。

高影响力期刊的出版地分别有美国(5 本)、英国(4

本)、荷兰(2 本)、爱尔兰(1 本)、瑞士(1 本)、德国(1

本)及尼日利亚(1 本)，由此可看出，刊载创业教育

研究的高影响力期刊主要集中在美国、英国和荷

兰。同时，可以发现这 15 本期刊中没有来自我国

的期刊，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出我国创业教育类期刊

的国际影响力还有待提高。 

 

表 1  国外高影响力期刊 

序号 期刊名称 文章数 百分比(%) 出版地 影响因子 

1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72 5.07 荷兰 2.857 

2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TREPRENEURIAL BEHAVIOUR RESEARCH 42 2.96 英国 1.863 

3 INTERNATIONAL ENTREPRENEURSHIP AND MANAGEMENT JOURNAL 37 2.61 美国 2.406 

4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GINEERING EDUCATION 33 2.33 爱尔兰 0.575 

5 JOURNAL OF SMALL BUSINESS MANAGEMENT 31 2.18 美国 3.248 

6 ENTREPRENEURSHIP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29 2.04 英国 2.791 

7 JOURNAL OF TECHNOLOGY TRANSFER 28 1.97 美国 2.932 

8 ACADEMY OF MANAGEMENT LEARNING EDUCATION 25 1.76 美国 2.866 

9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3 1.62 荷兰 6.000 

10 SUSTAINABILITY 22 1.55 瑞士 2.177 

11 ENTREPRENEURSHIP RESEARCH JOURNAL 17 1.20 德国 1.250 

12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16 1.13 美国 5.321 

13 AFRICAN JOURNAL OF BUSINESS MANAGEMENT 15 1.06 尼日利亚 1.105 

14 INTERNATIONAL SMALL BUSINESS JOURNAL 14 0.99 英国 3.900 

15 MANAGEMENT DECISION 13 0.92 英国 1.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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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国内高影响力期刊 

表 2 给出了 2001~2018 年间国内刊载创业教育

类论文数量排名前 15 的 CSSCI 期刊。从表 2 可知，

刊载创业教育类文章最多的期刊是《中国高等教

育》(248 篇)、《黑龙江高教研究》(195 篇)和《中国

高校科技》(160 篇)，分别占样本总量的 6.86%、

5.39%和 4.42%，其中《中国高等教育》刊载的创业

教育研究类文章量远高于其他期刊，可以认为是国

内创业教育研究方面最有影响力的期刊。另外，表

2 中期刊出版地分别是北京(7 本)、武汉(2 本)、哈

尔滨、上海、南京、广州、沈阳、太原(各 1 本)，

由此可以看出北京是我国创业教育领域高影响力

期刊的集中地。 

 

表 2  国内高影响力期刊 

序号 期刊名称 文章数 百分比(%) 出版地 影响因子 

1 中国高等教育 248 6.86 北京 1.072 

2 黑龙江高教研究 195 5.39 哈尔滨 0.693 

3 中国高校科技 160 4.42 北京 0.479 

4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154 4.26 武汉 2.295 

5 教育发展研究 150 4.15 上海 1.606 

6 中国高教研究 122 3.37 北京 3.018 

7 江苏高教 122 3.37 南京 1.165 

8 中国大学教学 101 2.79 北京 1.439 

9 高教探索 89 2.46 广州 1.143 

10 教育理论与实践 79 2.18 太原 0.654 

11 现代教育管理 74 2.05 沈阳 1.234 

12 科技进步与对策 70 1.94 武汉 1.825 

13 中国青年研究 69 1.91 北京 1.396 

14 教育研究 68 1.88 北京 3.980 

15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66 1.83 北京 1.247 

 

(三) 高产学者分布 

发文量是衡量学者学术水平和科研能力的重

要指标，高产学者是指在本研究领域活跃度高、研

究成果丰硕的学者，也是一定时期内在该领域做出

重要贡献的学者[4]。 

1. 国外高产学者 

表 3 是通过分析国外文献研究样本之后获得的

发文量排名前 10 位的作者。从表中可以看出，发

文量排在前三位的是分别为来自荷兰 Wageningen 

Univ & Res(瓦格宁根大学)的 LANS T(10 篇)、西班

牙 Autonomous Univ Barcelona(巴塞罗那自治大学)

的 URBANO D(10 篇)、荷兰 Univ Amsterdam(阿姆

斯特丹大学)的 VAN PRAAG M(9 篇)，分别占总量

的 0.70%、0.70%和 0.63%。表 3 列出的 10 位学者

中，美国、荷兰、英国和西班牙各 2 位，法国、德

国各 1 位。显然，国外创业教育领域的高产学者主

要分布在北欧与美国，我国没有学者进入前列。 

 

表 3  国外高产学者 

序号 作者 机构 国家 
发文量

(篇) 

百分比 

(%) 

1 LANS T 
Wageningen Univ & 

Res 
荷兰 10 0.70 

2 URBANO D 
Autonomous Univ 

Barcelona 
西班牙 10 0.70 

3 VAN PRAAG M Univ Amsterdam 荷兰 9 0.63 

4 WRIGHT M Univ Nottingham 英国 9 0.63 

5 FAYOLLE A EM Lyon Business Sch 法国 8 0.56 

6 LINAN F Univ Seville 西班牙 8 0.56 

7 FRITSCH M Univ Jena 德国 7 0.49 

8 GUERRERO M Northumbria Univ 英国 6 0.42 

9 KATZ J A St Louis Univ 美国 6 0.42 

10 MORRIS M H Univ Florida 美国 6 0.42 

 

2. 国内高产学者 

表 4 所示为国内发文量排名前 10 的学者。其

中黄兆信(43 篇)、王占仁(30 篇)和徐小洲(26 篇)发

文最多，分别占样本总量的 1.19%、0.83%和 0.72%。

表 4 所列的学者中有 3 位来自温州大学，吉林大学

和浙江大学各 2 位，温州医科大学、东北师范大学、

南开大学及浙江工商大学各 1 位。 

 

表 4  国内高产学者 

序号 作者 机构 
发文量 

(篇) 

百分比

(%) 

1 黄兆信 

温州大学教育学院/ 

温州医科大学创新创业 

教育学院 

43 1.19 

2 王占仁 
东北师范大学思想政治教育 

研究中心 
30 0.83 

3 徐小洲 浙江大学教育学院 26 0.72 

4 张秀娥 吉林大学商学院 23 0.6 

5 梅伟惠 浙江大学教育学院 13 0.36 

6 葛宝山 吉林大学管理学院 13 0.36 

7 施永川 温州大学创业人才培养学院 13 0.36 

8 曾尔雷 温州大学创业人才培养学院 13 0.36 

9 严毛新 浙江工商大学杭州商学院 13 0.36 

10 张玉利 南开大学创业管理研究中心 12 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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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高产学术机构 

研究创业教育领域科研成果的高产学术机构，

有助于我们掌握该领域的学术资源分布，促进学术

资源精准引入，加强有效合作。 

1. 国外高产学术机构 

表 5 所示为外文发文量排名前 10 的学术机构。

从表中可以看出，发文量排在前三位的机构全部来

自 美 国 ， 依 次 为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北卡罗来那大学，23篇)、UNIVERSITY 

OF TEXAS SYSTEM(德克萨斯州立大学，21 篇)和

STATE UNIVERSITY SYSTEM OF FLORIDA(佛罗

里达州立大学，20 篇)，分别占样本总量的 1.62%、

1.48%、1.41%。10 所高产学术机构中有 7 所来自美

国，荷兰、英国和西班牙各 1 所。可以看出，美国

在该研究领域优势较明显；相比之下，我国相关学

术机构还未进入前列。 
 

表 5  国外高产学术机构 

序号 机构 国家 
发文量 

(篇) 

百分比

(%) 

1 UNIV N CAROLINA 美国 23 1.62 

2 UNIV TEXAS 美国 21 1.48 

3 STATE UNIV FLORIDA 美国 20 1.41 

4 UNIV GEORGIA 美国 20 1.41 

5 UNIV CALIFORNIA 美国 19 1.34 

6 UNIV LONDON 英国 19 1.34 

7 UNIV ERASMUS ROTTERDAM 荷兰 17 1.20 

8 UNIV INDIANA  BLOOMINGTON 美国 17 1.20 

9 UNIV INDIANA 美国 17 1.20 

10 UNIV SEVILLA 西班牙 15 1.06 

 
2. 国内高产学术机构 

在对国内文献来源的学术机构样本进行统计

时，我们对同一学术机构的不同分支进行合并，并

按照发文量进行排名，如表 6 所示。表中所列可 
 

表 6  国内高产学术机构 

序号 单位 所在城市 发文量(篇) 百分比(%) 

1 浙江大学 杭州 162 4.48 

2 温州大学 温州 118 3.26 

3 东北师范大学 长春 102 2.82 

4 吉林大学 长春 87 2.41 

5 清华大学 北京 59 1.63 

6 江苏大学 镇江 53 1.47 

7 武汉大学 武汉 49 1.36 

8 南开大学 天津 41 1.13 

9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40 1.11 

10 南京大学 南京 38 1.05 

以认为是国内该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学术机构。其中

浙江大学(162 篇)、温州大学(118 篇)和东北师范大

学(102 篇)排在前三位，分别占样本总量的 4.48%、

3.36%和 2.82%，是我国国内创业教育领域最具实力

和影响力的科研基地。 

(五) 高被引文献 

普赖斯指出，“参考文献的模式标志科学研究

前沿的本质”[5]。研究中的经典文献—— 高被引文

献则可以揭示该领域的前沿方向，继而为后续的研

究奠定基础。 

1. 国外高被引文献 

表 7 显示了国外文献研究样本中被引频次排

名前 10 位的期刊论文(截止 2019 年 1 月 2 日)，这

些文章是国际上创业教育领域的经典文献，也是后

续研究创业教育时可以引用的最重要的参考资料

之一。从表 7 可以看出，Davidsson P、Souitaris V

和 Peterman NE 分别于 2003 年、2007 年和 2003

年发表文章的被引频次排在前三位。并且高被引文

献多见于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和 ENTREPRENEURSHIP-THEORY AND PRACTICE 

期刊。 
 

表 7  国外高被引文献 

序号 第一作者 发表刊物 年份 
被引

频次 

1 DAVIDSSON P[6]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003 1413 

2 SOUITARIS V[7]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007 527 

3 PETERMAN N E[8] 
ENTREPRENEURSHIP-THEORY 

AND PRACTICE 
2003 471 

4 WILSON F[9] 
ENTREPRENEURSHIP-THEORY 

AND PRACTICE 
2005 427 

5 LINAN F[10]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2009 401 

6 KATZ J A[11]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003 397 

7 WENNEKERS S[12]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2005 374 

8 BARON R A[13] 
ACADEMY OF MANAGEMENT 

PERSPECTIVES 
2006 359 

9 COLOMBO M G[14] RESEARCH POLICY 2005 332 

10 HONIG B[15] 
ACADEMY OF MANAGEMENT 

LEARNING & DUCATION 
2004 312 

 
2. 国内高被引文献 

表 8 所示的是国内文献研究样本中被引频次排

名前 10 的期刊论文(截止 2019 年 1 月 1 日)，这些

文献被认为是自 2001 年以来我国创业教育领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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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文献。从表 8 可以看出，木志荣、李家华和黄

兆信等分别于 2006 年、2010 年和 2013 年发表的论

文被引频次位列前三。 
 

表 8  国内高被引文献 

序号 第一作者 发表刊物 年份 被引频次 

1 木志荣[16] 高等教育研究 2006 年 410 

2 李家华[17] 中国高等教育 2010 年 389 

3 黄兆信[18] 教育研究 2013 年 380 

4 张晓鹏[19] 中国大学教学 2006 年 353 

5 马永斌[20]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15 年 353 

6 杨晓慧[21] 中国高教研究 2015 年 309 

7 李伟铭[22] 教育研究 2013 年 290 

8 王西玉[23] 管理世界 2003 年 282 

9 刘艳[24] 中国大学教学 2014 年 275 

10 刘伟[25] 教育科学 2011 年 270 
 

(六) 高频关键词 

关键词是每篇论文的核心与精髓，它能反映出

论文的研究主题。通过分析某一研究领域的高频关

键词，可以获知该领域的研究现状、研究热点及其

发展趋势[26]。 

1. 国外文献高频关键词 

图 2 是国外文献样本中出现频次前 20 的关键

词，其中“entrepreneurship”(541 次)、“education” 

(375 次)、“performance”(197 次)、“innovation” 

(166 次)和“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147 次)等

是使用频率最高的关键词。进一步研究表明，图中

关键词的出现频次均在逐年增加，排序变化不大。 

2. 国内文献高频关键词 

图 3 是国内文献样本中出现频次前 20 的关键

词。其中，“创业教育”( 899 次)、“大学生”(423

次)、“创新创业教育”(233 次)、“创业”(224 次) 

 

 
图 2  国外文献高频关键词 

 

 

图 3  国内文献高频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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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高校”(189 次)等是出现频次最高的关键词。 

四、研究结论及启示 

(一) 研究结论 

本文对 2001~2018 年间国内外创业教育相关文

献进行研究，可以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1. 从时间分布的角度看 

国内外有关创业教育的研究文献自 2001 年以

来呈现持续增长的趋势；尤其是在 2007 年以后，

国内相关研究文献数量增长速度逐年加快，2017 

年达到最大值；国外相关研究自 2001 年以来也在

增长，呈稳定上升趋势。 

2. 从高影响力期刊的角度看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TREPRENEURIAL BEHAVIOUR 

RESEARCH 和 INTERNATIONAL ENTRE- 

PRENEURSHIP AND MANAGEMENT JOURNAL 等

是国外创业教育研究领域最具影响力的期刊；《中

国高等教育》《黑龙江高教研究》和《中国高校科

技》等是国内创业教育研究领域最具影响力的期

刊。美国、英国及荷兰则是创业教育高影响力期刊

的出版集中地，而国内高影响力期刊的出版地则主

要集中在北京。 

3. 从高产作者的角度看 

荷兰 Wageningen Univ & Res 的 LANS T、西班

牙 Autonomous Univ Barcelona 的 URBANO D 和荷

兰 Univ Amsterdam 的 VAN PRAAG M 等是国外创

业教育领域的高产作者；国内该领域的高产作者有

温州医科大学的黄兆信、东北师范大学的王占仁和

浙江大学的徐小洲。 

4. 从高产研究机构的角度看 

国外排名前三的高产机构全部来自美国，分别

为北卡罗来那大学、德克萨斯州立大学和佛罗里达

州立大学；国内创业教育高产研究机构有温州大

学、浙江大学和东北师范大学。 

5. 从高被引文献的角度看 

Davidsson P 等人于 2003 年发表的“The role of 

social and human capital among nascent 

entrepreneurs”、Souitaris V 等人于 2007 年发表的

“ Do entrepreneurship programmes raise entre- 

preneurial intention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students? The effect of learning, inspiration and 

resources”，以及 Peterman NE 等人于 2003 年发表

的 “ Enterprise education: Influencing students’ 

perceptions of entrepreneurship”等是国外文献中被

引次数最多的论文；木志荣于 2006 年发表的《大

学生创业教育模式探讨》、李家华等人于 2010 年发

表的《把创新创业教育融入高校人才培养体系》、

黄兆信等人于 2013 年发表的《论高校创业教育与

专业教育的融合》则是国内文献中被引次数最多的 

论文。 

6. 从高频关键词的角度看 

“entrepreneurship”“education”“performance”

“innovation”和“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等

是国外创业教育领域相关研究文献中出现频次较

高的关键词；而“创业教育”“大学生”“创业”“创

新创业教育”和“高校”等是国内相关研究中出

现频次最高的关键词。 

(二) 对国内创业教育研究的启示 

1. 学术期刊方面 

根据创业教育领域的学术期刊影响力可知，国

内创业教育领域学术期刊需要精准发展，在“量”

的基础上实现“质”的飞跃，提升其国际影响力。

因此，我国期刊杂志首先应该明确自身的优势与劣

势，精准定位，精准发展；其次应该加强期刊之间

的交流与合作，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为读者带来

更新、更有价值的资讯，共创“双赢”局面。最后

应该拓宽国际视野，提升国内创业教育期刊的国际

化程度，向国际创业教育优秀期刊学习，并结合自

身实际情况进行发展。从而不断提升我国创业教育

类学术期刊的专业性、创新性与影响力。 

2. 学者方面 

通过对创业教育类论文作者的分析可知，我国

创业教育领域相关学者需要增强国际交流意识。国

内研究创业教育的相关学者应该多组织学术沙龙

活动，学者们应针对创业教育各抒己见、互提建议，

提升自身实力，提高研究质量，主动增加国外期刊

投稿量。让创业教育的“中国声音”在国际上响

起，让广大国际创业教育学者了解我国在该领域研

究的发展情况；同时国内学者也要去聆听创业教育

学界的“国际声音”，拓宽国际视野，提升学者的

国际学术交流能力和国际影响力，促进国内创业教

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3. 研究机构方面 

通过对创业教育研究中高产学术机构的分析可

知，我国不乏研究创业教育的机构，但并未形成系

统的研究团队。因为每个机构的研究出发点与落脚

点及研究方法各有不同，这就需要创业教育研究机

构优化发展机制，加强各个机构之间的交流合作，

借鉴彼此的研究经验和研究方法，以提高我国研究

团队的核心竞争力与凝聚力。与此同时，也需要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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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国际上的交流与合作，开展同行机构间多主体协

同创新研究，国内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应积极向国

外顶尖学术机构学习，以提升国内学术机构的科研

水平及国际知名度。 

4. 研究内容方面 

我国创业教育类的研究更多是从教育学的角度

展开而较少涉及到其他学科知识，而“创业教育”

本身就包含“创业”与“教育”两个方面，这就需

要我们更多地从多学科视角研究创业教育。同时，

我们还需要保证研究内容的前沿性与本土化；学者

在积极学习国外先进理论与成果的同时，也应综合

我国的实际情况，保持创业教育研究“本土化”的

施行。此外，应密切关注国际创业教育研究的前沿

动态，将“本土化”与“国际化”相结合，构筑一

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创业教育本土化研究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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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study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the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t home and abroad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ntury, the important journals with the topic of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t home and ab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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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ntier and loc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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