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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聚焦大学生创业生态系统问题，运用扎根理论对 30 名访谈对象的资料和筛选的 76 件案例进

行分析和范畴提取，构建大学生创业生态系统研究框架。从生态学视角探索大学生创业环境的概念模

型及内在关系，阐明创业主体与创业环境间的相互作用、共同影响，为创业生态系统理论和应用研究

提供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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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产业结构

不断优化升级，新兴产业在知识经济和互联网的

带动下蓬勃发展，促使创业需求增长。在大学生

创业的过程中，大学生创业者通常缺乏社会资

源，缺少应对风险的经验，需要借助外部环境的

支持。大学生成功创业不仅要依靠自身的能力，

还需要依赖良好的创业生态系统(entrepreneurial 

ecosystems)。同时，创业生态系统的研究为创业

行为、创业环境、产业集聚以及新创企业的涌现

等提供了崭新的研究视野。 

一、文献述评 

(一) 创业生态系统的内涵 

随着生态系统研究的不断深入，创业生态系

统在组织领域内逐步得到应用。创业生态系统是

一系列相互依赖的构成要素通过相互作用创造

新的企业并不断演变的动态系统[1]。现有研究对

创业生态系统在不同层面进行了界定，且存在定

义反复的现象。Stam 认为创业生态系统由一系列

相互依赖的创业参与主体构成，这些参与主体采

用有助于创业活动的方式从事各类新的社会价

值活动[2]。我国学者林嵩认为创业生态系统是由

新创企业及其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创业生态环境

构成，是彼此依存、相互影响、共同发展的动态

平衡系统[3]。 

(二) 创业生态系统的要素及模型 

西方学术界已对创业生态系统的构成要素

做了先驱性研究。创业生态系统由正式网络、非

正式网络、大学、政府、专业服务机构、资本服

务、人才库等七个方面的要素构成[4]。Isenberg[5]

归结的政策、金融、文化、支持、人力资本、市

场和创业七要素结构模型较受推崇。Rodriguez

建立的动态系统模型推动了创业生态系统要素

的结构发展[6]。Stam 结合荷兰创业生态的实际情

况，将具体的要素归纳为创造新价值、创业活动、

系统要素、背景要素等四层次结构[2]，进一步全

面分析了创业生态系统要素。 

国内对于创业生态系统的研究尚处于起步

阶段，学界应用 Agent 建模方法构建了 6 要素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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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科技创业生态系统模型，并进行了政策仿真[7]，

为大学生创业生态系统的构建提供了研究基础。

段琪等采用扎根理论构建了创业主体、创业要素

和创业环境层级结构的创业生态系统，并对系统

要素间的互动关系进行了深度分析[8]，但各要素

之间的数量或因果关系尚难以明确。汪忠等又将

核心社会企业作为中心将宏观环境、媒体、中介、

非营利组织等要素纳入系统[9]，并提出包括核心

层、要素层和汇聚层的动态结构模型[10]。创业生

态系统的研究得到进一步的扩充和动态化。 

(三) 创业生态系统述评 

归纳现有文献，创业生态系统的相关研究大

致可分为三类：一是创业生态系统的概念、内涵

及其构成要素研究；二是创业生态系统的健康评

价研究；三是创业生态的具体个案研究。外部组

织和机构等是创业主体行动和发展的外部环境，

两者频繁互动，创业环境为创业行为和创业发展

提供支持。因此，探寻构建大学生创业生态系统

的概念模型，有利于完善和发展创业生态系统。 

二、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一) 扎根理论 

扎根理论根植于质性材料，是一种定性研究

方法，能够根据现象构建新的理论。Glaser 和

Strauss 在 1967 首次明确提出扎根理论方法。扎

根理论作为典型的质化研究，把理论和实践结合

起来，可以将实践或文献资料等进行分析整理，

为科学工作者整理一手资料、构建理论提供了一

套程序和方法，最终形成合理的理论概念[11]。

“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中，一切皆为数据”[12]。

研究者需要以开放的头脑对待所关注的问题，并

对不断出现的数据资料保持充分的注意力，这是

对采用此理论进行研究的人员所提出的基本要

求。扎根理论在搜集资料前较少提出研究假设，

主要以现实资料为基础，对提炼出的数据进行总

结和提升。研究者应用扎根理论进行研究，需要

采用灵活的方式搜集和分析质性文献或数据，在

数据资料中建构理论进行扎根。同时这一方法还

描述了进行研究的步骤，基本分析步骤分为：资

料收集和编码，其中编码过程包括三步：开放性

编码(open coding)、主轴编码(axial coding)和选

择性编码(selective coding) 。在编码过程中，需

要 保 持 理 论 敏 感 度 ， 并 通 过 不 断 对 比

(constant comparison)将数据归纳为范畴，并尝试

理清不同范畴之间的关系，进而为理论的形成铺

平道路，并提供研究路径。 

(二) 数据来源 

研究数据主要来自两个渠道：非结构性访谈

和大学生创业案例。大学生创业案例主要来自大

学生创业网、全国大学生创业服务网和青年创业

网等。共整理了 312 件创业案例作为案例资料库。

为保证构建理论的严谨有效，从 312 件案例中进

行精心筛选，剔除了信息简单或过程不明确的、

相似度较高的、内容和所研究问题差距较大的案

例，遴选出纪录过程较为详细、有代表性的案例

共 76 件。 

访谈对象主要来自高校、政府、金融机构、

已创业和有意向创业的大学生、企业等，如表 1

所示。选取访谈对象 30 名，考虑到其经验和对

社会的认知，受访对象的年龄在 20—45 岁之间。

基于上述条件，本研究最终选择样本高校 3 所(泰

山医学院、山东农业大学、山东服装职业学院)、

政府部门(泰安市共青团、泰安市中小企业服务中

心)、金融单位 2 家(泰安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

行)、企业 4 家(山东万钢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中

农普宁有限公司、山东泰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泰安丽源工贸有限公司)等。 
 

表 1  受访者资料一览表 

名称 项目或单位 人数/个 比重/%

性别 
男 19 63.3 

女 11 36.7 

学历 

专科 7 23.3 

本科 18 60.0 

硕士及以上 5 16.7 

受访者 
单位及 
身份 

高校 4 13.3 

创业中的大学生 9 30.0 

企业 5 16.7 

金融单位 3 10.0 

政府 3 10.0 

有创业意向的大学生 6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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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通过案例资料、访谈资料和访谈录音

的文本转化共整理文本资料约 21.5 万字。整理资

料后，研究者对资料进行编码与分析。本研究使

用手工编码方式，初始编码时将案例数据、访谈

数据整理后逐字逐句进行编码，并实现对质性资

料码以及编码家族的归类，利用编码原始资料备

注等构建网络图，同时抽取质性资料中的概念，

以便构建理论。在主轴编码中，从开放性编码的

22 个范畴中提炼出 9 个主范畴，在选择性编码中

基于创业生态系统的文献和具体实践，确定了主

范畴之间的作用关系。 

(三) 资料分析和数据 

1. 开放性编码 

开放性编码运用逐词、逐行、逐事件等编码

方式，生成原始代码，将所有数据片段贴上标签，

将不同编码进行比较并组合起来。将事故案例和

访谈记录以编码方式分解，寻求现象、情境和事

件等进行生产代码工作，共得到 263 个代码。标

签代码以“a+序号”的形式表示，比如 a1 代表

数据的第一个现象或事件，a2 代表数据的第二

个现象或事件，标签代码“aa+序号”代表现象

或事件的概念提取，由大学生创业案例和访谈

资料生成的具体代码示例见表 2。在编码过程

中，剔除了频率较低或与本研究无关的内容，

以免受到干扰，并给予概念化标签，再将相关

度高的概念进行“聚拢”，实现范畴化。这个过

程共获得了 263 条原始语句及对应的初始概

念，并在此基础上提炼出 22 个范畴(A1—A22)。 
 

表 2  开放性编码(示例) 

初始资料代码 定义现象 范畴化编码 

大学生表示有创业的意愿(a1)，但学生将创业的想法付诸实践时，创业计划往往是“纸

上谈兵”。……何不把这些作品利用起来，为青年艺术工作者打造一个专属平台，于

是他有了创业的想法(a16)。……没有几段创业经历或创业想法(a20)都不好意思去创

业大街喝咖啡。……而且你未来有自己开店的想法(a22)，在淘宝这种开放平台更容

易建立属于自己的稳定客源…… 

aa1 创业的想法 

aa2 开店的想法 

aa3 创业的意愿 

A1 创业意愿

对销量及利润率预计偏高，而对自身的营运能力(a23)。……由于自身没有技术能力

(a25)，我们曾经策划过多次以事件为中心的 H5 页面营销方案被搁置。……我们因为

自身缺乏技术能力(a30)而导致了一部分的项目工期拖延，那另外一部分原因就在于

执行力的缺乏。……对于创业者来说，最应该具备的能力还应该是二话不说撸起袖子

干的能力(a39)…… 

aa4 营运能力 

aa5 技术能力 

aa6 执行能力 

A2 创业能力

需要团队人才、开放的市场、创新精神以及人们对于创业的欲望(a40)。……创业之

路，条条大路通罗马，就看你有没有拼搏奋斗的精神(a44) 

aa7 创业欲望 

aa8 精神后盾 

aa9 拼搏精神 

A3 创业精神

…… …… …… 

资料来源：访谈资料和案例整理(2018.11.10) 

 

2. 主轴编码 

主轴编码将开放性编码中的数据通过归纳

和联系形成更具概括性的范畴，本研究经过对所

有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

整合，对访谈资料和案例进行反复比较、归类、

整合，经过系统的提取、重组和整合，按照 Strauss 

和 Corbin 的典范模型把主要范畴间的关系予以

展示。研究对 22 个亚类属进行整理与分析，共

得到 9 个类属(类属代码用 B+序号表示)：B1 创

业动机、B2 创业技能、B3 政策文化与税收、B4

服务环境、B5 金融环境、B6 产业与市场、B7 培

训教育、B8 资源与技术环境、B9 家庭支持。如

表 3 所示，九个类属中，对 9 个类属的“故事线”

进行深度梳理和阐述，整理和形成主要的“故事

线”轴心。 

3. 选择性编码 

在选择性编码阶段，通过梳理各类属范畴间 

的关系，探求核心范畴，并通过对研究资料的梳

理，提炼出一条具有逻辑思路的故事线，并按照

故事线提取核心范畴。本研究中，核心范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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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主轴编码 

号码 开放性编码 主轴编码 类别 

B1 
A1 创业意愿 
A3 创业精神 
A9 创业理念 

创业动机 创业主体 

B2 
A6 知识技能 
A2 创业能力 

创业技能 创业主体 

B3 
A4 政策环境 
A8 文化环境 

A20 税收环境 
政策文化与税收 政策环境 

B4 
A19 孵化基地 
A20 场地费用 

服务环境 政策环境 

B5 
A5 融资环境 

A10 项目投资 
金融环境 政策环境 

B6 
A21 产业环境 
A22 市场环境 

产业与市场 市场环境 

B7 

A11 培训教育 
A12 培养教育 
A13 创业指导 
A18 学校支持 

培训教育 培育环境 

B8 
A14 资源要素 
A15 技术要素 

资源、技术环境 创业要素 

B9 
A16 家庭影响 
A17 亲友影响 

家庭支持 支持环境 
 
 

大学生创业生态系统的构成，故事线可以描述  

为：大学生创业是创业主体对创业要素和创业

资源的获取和运用，在这个过程中，受政策环

境、培育环境、支持环境和市场环境等的影响，

并得到学校和亲友的支持，在不断应用和获取

资源与技术等创业要素的动态过程中形成了大

学生创业生态系统。为了清晰直观地展示各范

畴间的逻辑联系，图 1 展示了主范畴间主要的

逻辑关系结构。 

三、大学生创业生态系统理论模型 

(一) 大学生创业生态系统理论模型的内涵 

    结合大学生的创业特点，本研究将大学生创

业生态系统的主体要素归纳为：创业主体、政策

环境、培育环境、市场环境、创业要素和支持环

境。各主体要素间互相作用，形成了复杂的交互

生态系统。 

1. 创业主体 

    创业主体是指创业者，本研究的创业主体主

要是指大学生。创业主体的主要特性包括创业者

团队、创业能力和创业动机等，主体行为直接从

事创业活动或创办企业。创业主体的创业动机主

要受创业理念、创业精神和创业意愿的影响。创

业技能主要受创业者自身的知识技能和创业能

力的影响。而创业者的创业意愿则主要受文化、

氛围和政策的影响。相较于就业，创业对大学生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大学生转变思维，具备

管理、经营和运用技术等综合能力，与社会和市

场环境进行互动，协调人际关系，应对和解决各

类具体问题，而且要面对创业失败的风险。 

2. 政策环境 

    政府有关部门为创业者提供的政策支持、资

金支持、文化环境、税收政策、场地支持、服务

环境和其他创业支持政策等。政策支持包括创业

培训、租房补贴等；资金支持是指政府部门提供

的补贴、贷款等政策；文化环境是指创业氛围和

支持程度；税收政策指政府提供的各类税费优惠

政策；场地支持主要是为大学生提供的房租减免      
 

 

图 1  大学生创业生态系统的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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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优惠政策；服务环境主要指提供的孵化基地等

场地；其他创业支持包括创业补贴、大学生户籍

办理等政策。 

政府通过对金融机构、基金及高校等的协调

管理，建立政策支持体系，并不断加强创业支持

功能，规范创业服务内容和服务方式，提高创业

服务的标准化及流程化。构建创业培训、资金支

持、创业指导、支持服务为一体的创业服务支持

平台，并由政府建立和维护创业支持平台。 

政府支持平台主要有政策体系、资金支持和

管理监督等功能。政府支持在系统建立初期发挥

了主要作用，推动系统的运行，为创业运行提供

必要条件，最后功能逐步弱化直至退出。支持体

系在运行过程中，政府发挥职能管理和服务作

用，逐步推动系统各模块的独立运转。在资金支

持方面，政府在一定条件下提供启动资金和周转

资金，搭建平台支持，通过阶段性完善，逐步弱

化政府职能，实现创业体系的自行运转。 

3. 培育环境 

高校是大学生创业的一个重要支撑，为创业

者提供良好的培育环境。高校还是连接创业平台

和创业者的重要枢纽，同时也是社会与创业者合

作的桥梁。高校具有开展创业教育、组织项目、

促进团队沟通和协助基金管理等方面的作用。高

校一般会成立创业指导机构，负责大学生创业的

具体工作。 

高校通过参加创业计划大赛、组织创业讲

座、设置创业教育课程等方式，营造浓厚的大学

生创业文化氛围，将创业融入日常学习、业余生

活之中，引导大学生的创业和就业意识，转变大

学生的思维方式、增强其创业和就业的信心。依

照自身教育资源，高校开设创新创业课程，包括

“市场营销”“会计学”“谈判沟通学”“人力资

源”“投资学及创业理论”等基础课程，对大学

生进行培养教育。同时，高校还要注重品德教育、

胜任力教育、挫折教育等。 

大学生在校园内创业，具有经营方便、投资

小、风险低等特点，大学生创业可将其作为过渡

阶段。在校内创业能够将理论和实践结合，进一

步营造创业氛围，激发学生创业的意愿，提升学

生创业的信心。 

4. 市场环境 

市场主体主要包括各类消费者和组织，其行

为主要表现为购买行为和消费行为。市场决定了

新创企业的产品或服务能否得到认可，进而对新

创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产生影响。为丰富和开拓大

学生创业的市场环境，政府和高校采用网络智能

技术，建立互联网平台，结合投融资机构对项目

的投资需求，可以设置大学生创业服务的创业指

导、交流、技术和融资等的创业板块。同时还可

以设立投资需求板块，以构建互联网创业市场。

互联网信息平台能够提供众多的融资、技术、指

导等创业服务和创业信息。 

5. 创业要素 

创业要素主要包括创业资源、技术以及创业

中需要的人、财、物等。 

资金来源是创业生态系统中的根本要素。在

大学生创业生态系统中，资金来源有以下四种主

要渠道：一是银行借贷、投资公司投资等金融渠

道。二是政府的政策补贴渠道。三是家庭及亲友

的资助资金。四是新创企业的盈利，但大部分新

创企业短期内利润较低。 

技术对于科技型创业企业是关键要素。在大

学生创业的过程中，科技型创业企业需要和高校

或科研院所持续合作，以期为企业带来持续动

力。如果完全脱离高校或科研院所的合作，则企

业在发展中会有多种技术瓶颈。双方一般采用协

议模式，企业负责技术成果的转化，科研院所或

高校负责技术的开发。这为企业节约了大量的研

发成本，同时知识产权属于开发方。 

人才是创业中需要的人力资源，包括管理人

才、专业人才和技术人才等。本次调研的创业者

和选择的案例，小微企业居多。在企业开创阶段，

创业者担任多种角色，管理、营销、行政等职能

由创业者或创业团队担任，技术、法律及财务方

面需聘请专业人才或采用外包形式。企业在运作

中尽量降低运营成本，特别是人力成本。 

6. 支持环境 

除政府和高校外，研究发现亲友也是大学生

创业支持系统中较为重要的因素，包括父母的支

持、亲朋好友的援助，以及社会人士等的支持。

他们能够为创业者提供资金支持、进行投资或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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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同时创业者担负着回馈责任，为投资者或援

助者回馈资金或提供其他形式的回报。 

新创企业不能单纯依靠政府的政策、专项补

贴或金融贷款，需要提出合作共赢的方案或设

想，充分调动亲朋好友或社会因素的参与热情。

创业者创业成功后转化为企业，开始对创业生态

体系回馈应承担的责任，通过资金、技术或其他

方式助力其他创业者。互相之间的帮扶和资助成

为生态系统中不可忽视的动力源。 

(二) 大学生创业生态系统要素间的互动关

系分析 

本研究主要梳理了六类主要范畴的创业生

态环境及要素，涉及创业主体、政策环境、创业

培育环境、市场环境、创业要素和支撑环境等子

系统。创业生态系统是一个相互作用、相互反馈、

相互依赖和共生的复杂系统。在运行过程中，创

业主体受政策环境的牵引和支持。在创业初期，

政策环境起到较强的推动作用，然后逐步弱化。 

市场环境是外在资源和市场需求的提供者，

是创业主体的主要拉动力量，创业企业的根本就

在于能够满足市场需求，与市场环境产生互动。

创业培育环境主要是高校，高校为创业主体提供

了教育培训和指导的支持，是连接创业者和创业

平台的主要桥梁。高校能够引导大学生进行创

业、开展创业教育、组织项目和协助管理。创业

者从培育环境中汲取营养，同时又推动高校的创

业教育与创业发展。创业要素和支持环境能够为

创业主体提供部分资金、技术、知识和精神支持

等资源，获取系统演化能力，并在创业成功后回

馈系统。 

四、结论 

本研究聚焦于大学生创业生态系统的问题，

运用扎根理论探索了大学生创业生态系统的模

型及内在关系。大学生创业生态系统是创业主体

与创业环境相互作用的体系，在大学生创业的过

程中，创业主体、创业政策环境、创业要素、培

育环境、市场环境和支持环境相互作用。 

大学生创业的宏观环境主要涵盖政策环境、

文化环境、税收环境、服务环境、融资环境，且

每个子系统之间相互影响。当前政府逐步为创业

营造了良好的环境，提供贷款、专项补贴、税收

优惠和场地费用减免等相关政策，为大学生创业

保驾护航，但创业环境还需要进一步细化和   

改进。 

大学生创业的微观环境主要包括创业主体、

培育环境、市场环境、创业要素和支持环境等子

系统，这些子系统之间互相作用、互相支持。创

业者的个人综合素质会影响企业的发展，同时也

是其他子系统合作或投资时考量的重要内容。创

业主体首先在高校进行学习，接受创业综合素质

和商贸知识的培养和指导，增强创业意愿，塑造

创业精神，启动创业动机。创业主体在分析市场

环境优劣的基础上，作出成立企业的决策，为市

场提供产品或服务。在运作过程中由创业要素环

境和支持环境提供创业资源和技术支持，创业主

体承担相应的回馈责任。 

本研究为大学生创业决策提供了参考，具有

一定的理论借鉴意义。展望未来，研究还需扩大

样本或案例数量，对大学生创业生态系统内部子

系统间的作用关系进行深入探究，进一步寻求大

学生创业发展的规律，完善创业生态系统的运作

模式。 

 

参考文献： 

 

[1] VAN DE VEN H. The development of an infrastructure 

for entrepreneurship[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1993, 8(3): 211−230. 

[2] STAM E. Entrepreneurial ecosystems and regional 

policy: A sympathetic critique[J]. Working Papers, 2015, 

23(9): 1759−1769. 

[3] 林嵩. 创业生态系统: 概念发展与运行机制[J]. 中央

财经大学学报, 2011(4): 58−62. 

LIN Song. Entrepreneurial ecosystem: Concept 

development and operation mechanism[J]. Journal of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2011(4): 

58−62. 

[4] NECK H M, MEYER G D, COHEN B, et al. An 

Entrepreneurial system view of new venture creation[J]. 

Journal of Small Business Management, 2004, 42(2): 

190−208. 

[5] ISENBERG D J. The entrepreneurship ecosystem strategy 

as a new paradigm for economic policy: Principles for 

cultivating entrepreneurship[C]//Presentation at the 



科学经纬                             马振鹏，孟秀焕：基于扎根理论的大学生创业生态系统模型构建 

 

145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nd European Affairs, 2011. 

[6] SOTO-RODRIGUEZ E. Entrepreneurial ecosystems as a 

pathway towards competitiveness: The case of Puerto 

Rico[J]. Journal of Competitiveness Studies, 2015, (23): 

55−66 

[7] 杨勇, 王志杰. 区域科技创业生态系统运行机制及政

策仿真研究 [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 2014(12): 

99−108. 

YANG Yong, WANG Zhijie. Research on the operation 

mechanism and policy simulation of regional sci-tech 

entrepreneur ecosystem[J]. Science of Science and 

Management of S.&.T., 2014(12): 99−108. 

[8] 段琪, 麦晴峰, 汪波, 等. 基于扎根理论的高校科技创

业生态系统研究[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15, 

36(11): 159−168. 

DUAN Qi, MAI Qingfeng, WANG Bo, et al. Research on 

the universit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ntrepreneurship 

ecosystem based on grounded theory[J]. Science of 

Science and Management of S.&.T., 2015, 36(11): 

159−168. 

[9] 汪忠, 吴倩, 王爽爽, 等. 社会企业主导的社会创业生

态系统形成机理及案例研究[M]. 合肥: 合肥工业大学

出版社, 2015. 

WANG Zhong, WU Qian, WANG Shuangshuang, et al. 

Formation mechanism and case study of social 

entrepreneurship-led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ecosystems 

[M]. Hefei: Hef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Publishing 

House, 2015. 

[10] 项国鹏, 宁鹏, 罗兴武. 创业生态系统研究述评及动态

模型构建[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 2016, 37(2): 

79−87. 

XIANG Guopeng, NING Peng, LUO Xingwu. Review of 

research on entrepreneurial ecosystem and construction 

of dynamic model[J]. Science of Science and 

Management of S.&.T., 2016, 37(2): 79−87. 

[11] STRAUSS A L. Qualitative analysis for social 

scientist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12] GLASER B G. The grounded theory perspective: 

conceptualization contrasted with description[M]. 

London: Sociology Press, 2001 

  

 
 

Construc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entrepreneurial ecosystem model  
based on Grounded theory 

 
MA Zhenpeng, MENG Xiuhuan 

 

(College of Medical Management, Shandong First Medical University & Shandong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 Taian 271000, China;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Trade, Shandong Vocational Institute of Clothing Technology,  

Taian 271000, China) 

 

Abstract: Focusing on the problem of college students’ entrepreneurial ecosystem 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Grounded theory, this study makes data analysis and category extraction of 30 interviewees and 76 

cases, and then the research framework of college students’ entrepreneurial ecosystem is constructed.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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