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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 748 篇以大学生创业为精确主题的 CSSCI 来源期刊论文进行文献计量和关键词共词分析，结果表明：

江苏高教、黑龙江高教研究、教育发展研究等教育学类期刊对大学生创业主题研究最为关注且最有影响力；江苏、

浙江、北京等经济发达省市为该领域研究的热点地区；研究者们以大学生创业教育、创业意向和就业问题为中心，

开展了大学生创业知识、创业政策、创业环境、创业对策、影响因素、创业能力、创业文化等系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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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2015 年 6 月，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大力推

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国发

〔2015〕32 号]，文件指出“推进大众创业、万众

创新，是发展的动力之源，也是富民之道、公平之

计、强国之策，对于推动经济结构调整、打造发展

新引擎、增强发展新动力、走创新驱动发展道路具

有重要意义”[1]。大学生开展创业实践活动，既是

培养创新型人才的需要，也为孕育未来企业家作准

备。创业作为经济发展中最具活力的要素，一直是

社会经济发展的原动力[2]，当前我国正处在经济、

社会发展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鼓励创业，提高自

主创业率，既有利于增进经济活力，也有利于缓解

就业压力。马云、马化腾、俞敏洪、扎克伯格等人

的成功创业，不仅积累了巨大的财富，增加了社会

就业，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和行为方式，成为众多

大学生创业者的楷模和效仿对象。开展大学生创业

主题研究，回答大学生如何成功创业，可以为大学

生创业和创业教育提供切实有效的帮助，提升大学

生创业成功率，减少不必要的创业弯路。了解我国

当前大学生创业研究的热点与趋势，是开展大学生

创业后续研究的基础。鉴于此，本研究主要采用文

献计量和关键词共词分析法，对国内以“大学生创

业”为精确主题的期刊文献进行分析，以探究我国

大学生创业研究的热点和未来发展趋势。 

二、研究方法 

(一) 研究材料 

使 用 中 国 知 网 (CNKI ， 网 址 ：

http://www.cnki.net/，检索日期：2016-8-18) 期刊库，

以“大学生创业”为精确检索主题，共检索出文献

11771 篇，其中 CSSCI 来源期刊文献 770 篇(学术论

文 748 篇)。因为 CSSCI 来源期刊文献有相对较高

的学术水平、代表性和认可度，能更准确地反映大

学生创业研究领域的动态，因此本研究以 748 篇

CSSCI 来源期刊论文为主要分析对象。 

(二) 文献计量法 

本研究以 748 篇学术论文为主要分析对象，分

析文献计量指标数据，如机构发文量、个人发文量、

总被引频次、高被引论文、关键词频次等，以了解

大学生创业研究的热点与发展趋势。 

(三) 关键词共词分析法 

通过对高频关键词在同一篇文章中同时出现

的频次进行统计，生成高频关键词共词矩阵[3]，在

此基础上，进行社会网络分析、聚类分析和多维尺

度分析等统计处理，绘制出直观、可视化图形，客

观系统地展示出大学生创业主题研究的量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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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 大学生创业主题研究文献数量的年度变化 

如图 1 所示，近 20 年来，我国大学生创业主

题研究从无到有，研究成果数量逐年增长。1999 年

CSSCI 出现了第 1 篇以大学生创业为主题的学术论

文，出自《江苏高教》，题为“创业教育浅探”[4]。

在文献数量年度变化上，2000 年、2009 年、2015

年较上一年度出现大幅增长，分别是上一年度的

7.33 倍、2 倍和 1.34 倍。根据这些突变点，可大致

将我国大学生创业研究分成四个发展时期：①萌芽

期(2000 年之前)，提出创业教育，希望增设创业课

程；②探索发展期(2000~2008 年)，随着我国社会

创业的兴起，开始探索在高校开展创业教育思路和

方法；③深化发展期(2009~2014 年)，探讨大学生

创业教育、创业意向和创业能力的培养等内容；④

转型发展期(2015 年至今)，开始关注大学创业实践

活动过程，探索大学生创业与信息技术的融合。 

我国大学生创业主题文献数量的年度变化与

国家政策和社会经济形势发展密切相关。1999 年我

国大学开始扩招，当年招生人数增幅达到史无前例

的 47.4%，此后十年，大学招生人数都保持快速增

长。随着“大学扩招”的开始和“大学毕业生包分

配”制度的结束，研究者开始探索通过创业教育提

升大学生创业水平，以解决大学生就业难问题；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暴发，大学生就业问题突出，

为解决就业问题，各高校开始将大学生创业教育列

入课程体系，于是研究者开始探索大学生创业教育

的实施方法和途径；2014 年以来，随着我国经济发

展的转型和信息技术迅猛发展，越来越需要依靠创

新创业来驱动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李克强总理多

次强调“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鼓励大学生积极

创业，研究者在关注大学生创业教育的基础上，开

始关注大学生创业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及创业与现

代信息技术的融合。 

 

 

图 1  文献篇数年度分布图(黑色部分为 CSSCI 来源期刊) 

 

(二) 期刊发文量分析 

对 748 篇大学生创业主题文献的期刊来源进行

分析，表 1 统计了国内发表大学生创业主题论文最

多的 20 种期刊，20 种期刊发表的大学生创业研究

文献占该总文献数的 52.67%，其中 85%为教育学类

期刊。经统计，黑龙江高教研究发文量最多，江苏

高教总被引次数最多，黑龙江高教 h 指数最高(h 指

数：一个期刊所刊载的学术论文中有 N 篇论文分别

被引用了至少N次，那么该期刊的 h指数就是N[5])，

高等教育研究平均被引次数最多，表明以上期刊为

我国大学生创业主题研究的领跑者，集中了国内大

学生创业研究的最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 

(三) 机构发文量分析 

748 篇 CSSCI 来源期刊文献中，发文量排名前

20 的机构见表 2，发文机构所在省份和直辖市数量

排名前五位的分别是江苏(144 篇，占 19.25%)、浙

江(124 篇，占 16.58%)、北京(66 篇，点 8.82%)、

广东(43 篇，占 5.75%)和上海(39 篇，占 5.21%)，

前五位合计 416 篇，占总数的 55.61%。 

一般而言，机构发文数量可以作为评价机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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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绩效的一种方法。本研究中发文量排名前 20 的

机构均为高校，说明当前高校对大学生创业主题研

究最为关注，温州大学发表的文献数最多，得益于

该校从 2001 年开始就在全校开展创业教育，并于

2009 年 6 月专门成立了创业人才培养学院，从事大

学生创业教育和研究[6]。在机构的省份分布上，单

位发文量最多的前五位均属于经济发达省市(根据

我国各省区 2015 年 GDP 排行[7])，相关省市高等教

育相对发达，大学生创业数量多。 

(四) 作者发文量分析 

作者发文量是确定该研究领域内高产作者的

重要指标，说明其在该研究领域中的活跃程度。本

研究的 748 篇学术论文中，第一作者数共计 620 名，

发文量排名前十位的第一作者见表 3，其中被引频

次在 100 次以上的有谢志远、韩力争、徐小洲。发

文量、h 指数和被引量最高的均为温州大学的谢志

远，其主要关注创业精神培养、创业教育的模式、

转型、本土化、创业意识培养等。h 指数排名第二

的为徐小洲，主要关注大学生创业的困境、认知、

信念、成功技能。论文被引量排名第二的为韩力争，

其主要关注创业自我效能感、创业动机。说明以上

学者在国内大学生创业研究领域最具影响力，其所

关注的大学生创业研究领域在国内很有代表性。 

表 1  大学生创业主题研究的期刊发表量统计 

序号 期刊 
文献 

篇数 

被引 

次数 

h 

指数 

平均被

引次数 

1 黑龙江高教研究 57 693 16 12.16 

2 江苏高教 42 810 15 19.29 

3 教育发展研究 32 502 13 15.69 

4 中国高等教育 29 361 12 12.45 

5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28 277 9 9.89 

6 教育评论 27 93 5 3.44 

7 中国高教研究 24 714 15 29.75 

8 中国青年研究 20 244 8 12.2 

9 现代教育管理 19 133 7 7 

10 高教探索 18 458 8 25.44 

11 科技进步与对策 16 228 6 14.25 

12 教育探索 15 185 7 12.33 

13 教育理论与实践 14 200 7 14.29 

14 思想教育研究 14 190 9 13.57 

15 高等教育研究 11 753 8 68.45 

16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11 136 6 12.36 

17 社会科学战线 9 87 6 9.67 

18 现代大学教育 8 83 3 10.38 

19 中州学刊 8 77 5 9.63 

20 
东北师大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8 70 4 8.75 

注：统计数据截止时间为 2016 年 8 月 18 日，以下各表相同。 

 
表 2  CSSCI 来源期刊机构发文量统计 

序号 科研机构 所在省份 文献篇数 占总数百分比(%) 被引次数 h 指数 平均被引次数 

1 温州大学 浙江 28 3.74 535 13 19.11 

2 东北师范大学 吉林 22 2.94 422 9 41.00 

3 浙江大学 浙江 19 2.54 779 12 19.18 

4 江苏大学 江苏 19 2.54 140 7 20.18 

5 南通大学 江苏 18 2.41 245 8 13.61 

6 宁波大学 浙江 11 1.47 222 9 7.37 

7 华南师范大学 广州 10 1.34 76 5 7.60 

8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9 1.20 56 5 6.22 

9 东南大学 江苏 8 1.07 178 4 9.25 

10 南京工程学院 江苏 8 1.07 89 4 11.57 

11 河海大学 江苏 8 1.07 87 3 19.83 

12 中南大学 湖南 8 1.07 74 5 21.20 

13 浙江工业大学 浙江 8 1.07 35 3 16.80 

14 中央财经大学 北京 7 0.94 81 5 22.25 

15 温州科技职业学院 浙江 7 0.94 80 3 11.13 

16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6 0.80 119 5 15.67 

17 清华大学 北京 6 0.80 94 4 15.17 

18 义乌工商学院 浙江 6 0.80 91 4 14.00 

19 南京工业大学 江苏 6 0.80 84 4 13.40 

20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6 0.80 49 3 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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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CSSCI 来源期刊作者发文量统计 

排序 学者 单位 发文量 h 指数 被引量 

1 谢志远 温州大学 10 10 322 

2 郭必裕 
南通大学发展 

规划处 
6 3 40 

3 陈洪源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5 1 8 

4 徐小洲 浙江大学教育学院 5 5 104 

5 韩力争 南京财经大学 4 3 126 

6 黄敬宝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4 4 48 

7 黄兆信 温州大学 4 2 32 

8 刘志 东北师范大学 4 3 31 

9 杨道建 江苏大学管理学院 4 2 8 

10 周勇 
东南大学马克思 

主义学院 
4 2 13 

 

(五) 高被引文献分析 

文献被引频次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文

献的质量和价值，反映了作者在学术界的影响力及

社会贡献，文献之间的引用可能反映出学术交流的

走向，可以追踪各学科在不同时期的发展脉络及当

今研究热点[8]。在 748 篇论文中，被引频次在 20 次

及以上的论文 145 篇，部分高被引论文见表 4。 

排名靠前的高被引论文主要关注创业教育、国

外创业教育和创业教育实践。在前 22 篇高被引论

文中，有 12 篇关注大学生创业教育，包含创业教

育模式、政策和发展难题等；有 3 篇关注大学生创

业意向，包含关注创业意向现状、影响因素；2 篇

关注大学生创业政策，包含创业政策的评价和困

境；从高被引论文的期刊来源看，前 22 篇高被引

论文中，教育研究 3 篇，高等教育研究 3 篇，江苏

高教、中国高教研究、外国教育研究、教育发展研

究各 2 篇。 

(六) 关键词频次分析 

关键词是学术论文的核心凝练、精华所在，对

关键词的分析有助于快速了解大学生创业主题研

究的热点和趋势，在 748 篇期刊论文中，共有关键

词 3147 个，不计重复出现的关键词共 1452 个。平

均每篇 4.21 个关键词。除去已用于搜索条件的关键

词“大学生创业”及与其高度相关的关键词，如“大

学生”“创业”“高校”“高等教育”等；同时合并

高度相关的同类关键词，如将“大学生创业意向”

“创业意识”“创业意愿”“创业意向”“创业倾向”，

合并为“创业意向”。合并后频率大于或等于 8 次

的关键词见表 5。从高频率关键词来看，创业教育、

创业意向、创业能力和就业问题是国内大学生创业

主题研究的热点。从高频关键词年份分布看，自

2006~2016 年，创业教育连续 11 年位列高频关键词

首位。 

(七) 关键词共词分析 

1. 高频关键词共词矩阵 

关键词共词分析法利用文献中共同出现关键

词的情况，来确定该文献集所代表学科中各主题之

间的关系。一般认为“关键词对”在同一篇文献中

出现的次数越多，则代表这两个主题的关系越紧  

密[9]，因此统计关键词两两之间在同一篇文献出现

的频率，便可形成一个由这些词对关联所组成的共

词网络，网络内节点之间的远近便可以反映主题内

容的亲疏关系[10]。本研究抽取出阈值大于等于 8 次

的 24 个高频关键词进行共词分析，部分高频关键

词共词矩阵见表 6，其中共词在 10 次以上的有创业

教育与创业意向(22)、就业问题(18)、创业能力(14)、 

 

表 4  CSSCI 来源期刊高被引论文 

排序 题名 第一作者 刊名/年份 被引频次 

1 我国大学生创业教育模式探讨 木志荣 高等教育研究/2006 330 

2 美国大学生创业教育模式及其启示 房国忠 外国教育研究/2006 198 

3 中外大学生创业教育政策的比较分析 郭丽君 高教探索/2008 176 

4 大学生创业教育的实践与思考 夏春雨 江苏高教/2004 170 

5 英国大学生创业教育政策探析 牛长松 比较教育研究/2007 163 

6 中国高校创业教育的发展难题与策略 梅伟惠 教育研究/2009 160 

7 大学生创业政策：价与展望 陈成文 高等教育研究/2009 154 

8 
中国需要真正的创业教育——基于“挑战杯” 

全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的分析 
丁三青 高等教育研究/2007 112 

9 对大学生创业教育的思考 尚利 江苏高教/2004 104 

10 借鉴国外经验构建我国大学生创业支持系统 何云景 教育理论与实践/2006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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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大学生创业主题研究高频关键词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1 创业教育 317 13 创业素质 14 

2 创业意向 93 14 创业文化 13 

3 创业能力 45 15 创业公司 10 

4 就业问题 45 16 创业技能 10 

5 人才培养 27 17 创业态度 10 

6 影响因素 23 18 创业团队 10 

7 自主创业 22 19 创业知识 9 

8 创新创业 21 20 女大学生 9 

9 创业政策 20 21 社会资本 9 

10 对策 20 22 创业管理 8 

11 创业环境 19 23 创业精神 8 

12 创业实践 16 24 思想政治教育 8 

 

表 6  高频关键词共词矩阵(部分) 

 1 2 3 4 5 6 7 8 9 10 

1 创业教育 317          

2 创业能力 14 93         

3 创业实践 10 0 16        

4 创业文化 9 0 4 14       

5 创业意向 22 3 1 3 93      

6 创业知识 8 0 0 3 3 9     

7 就业问题 18 1 2 2 4 1 45    

8 人才培养 12 0 0 2 0 1 0 27   

9 自主创业 13 1 3 4 6 3 3 0 22  

10 影响因素 0 1 0 0 13 0 1 0 1 23 
 

人才培养(12)、学生自主创业(11)、创业实践(10)、

创业意向和影响因素(13)，说明研究者在关注创业

教育的同时关注其与创业意向、就业、创业能力、

人才培养的关系，在关注创业意向同时关注其影响

因素。 

2. 高频关键词共词网络分析 

本研究引入Ochiai系数，计算出共词相异矩阵，

为了直观呈现关键词之间的内在相关关系，将数据

导入社会网络分析软件 Ucinet，然后通过 Ucinet 的

绘图软件工具 NetDraw 绘制共词网络图谱，得到高

频关键词共现网络可视图，见图 2。 

如图 2 所表示，图中关键词节点越大表示其中

心度越高，是网络中最重要的节点。创业教育、创

业意向、就业问题处于网络的中心位置，其中心度

最高，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大学生创业研究的主

要内容与主题，围绕它们形成了创业知识、创业政

策、创业环境、对策、影响因素、创业能力、创业

文化等研究热点结构，它们之间具有紧密的关   

联性。 

3. 多维尺度分析 

在对高频关键词进行共词聚类分析的基础上，

为了更好地显示关键词的聚类群体，采用 SPSS 中

的多维尺度分析功能来构建了多维尺度可视化图

谱，见图 3。 

通过多维尺度分析结果可以直观、形象地看出

关键词的聚类群体[11]，图 3 较好地显示了大学生创

业关键词聚类群体结果，根据每个群体在坐标中的

位置(即欧几里得距离)，创业教育、创业意向、就

业问题处于大学生创业主题研究的中心位置，群体 

 

 

图 2  高频关键词共现网络可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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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多维尺度分析结果 

 

1 和群体 2 联系较为紧密，主要关注大学生创

业所需要的知识、能力和技能；群体 3 主要关注大

学生创业的意愿及影响因素；群体 4 关注大学生创

业的社会环境和社会支持。 

四、研究结论 

(1) 二十年来，我国大学生创业研究从无到有，

从少到多，大致经历四个发展时期：①萌芽期(2000

年之前)，针对创业教育提出大学教学改革；②探索

发展期(2000~2008 年)，随着社会创业的兴起，大

学开始探索大学开展创业教育的方法和思路；③深

化发展期(2009~2014 年)，主要探讨大学生创业教

育、创业意向和创业能力的培养；④转型发展期

(2015 至今)，关注大学创业实践活动实施，思考大

学生创业与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 

(2) 在综合期刊发文量和文献被引次数方面，

关注大学生创业主题的期刊主要为教育学类期刊，

在 CSSCI 来源期刊中，江苏高教、黑龙江高教研究、

教育发展研究、中国高等教育、中国高教研究对大

学生创业主题最为关注，也最有影响力。 

(3) 在综合机构发文量和被引次数方面，温州

大学、浙江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发文量最大且最有

影响力；从机构的分布省市看，江苏、浙江、北京、

广东和上海等经济发达省市为大学生创业研究的

热点地区。 

(4) 大学生创业主题研究的高被引论文主要集

中在大学生创业教育与创业模式、政策和困难，创

业意向及影响因素。 

(5) 从关键词频次分析来看，创业教育、创业

意向、创业能力、就业问题和人才培养是大学生创

业主题研究的热点。 

(6) 从关键词共词分析来看，大学生创业教育、

创业意向、就业问题处于大学生创业主题研究的中

心，围绕中心主题，研究者开展了大学生创业知识、

创业政策、创业环境、对策、影响因素、创业能力、

创业文化等热点主题研究。 

五、研究展望 

大学生创业主题研究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发展，

论文数量逐年增长，近五年来，平均每年发表期刊

论文 1454 篇，说明这一主题研究的旺盛生命力。

纵观二十年多来的发展脉络，大学生创业主题研究

始终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相一致。未来，随着

我国经济发展的转型升级，经济发展将更多依靠创

新创造，大学生创业研究也必将转型发展，从理论

思考转向实证研究，从创业教育转向创业实践，从

传统创业研究转向“互联网+”创业研究。相关研

究将为大学生创业提供量化、务实的指导，助推大

学生创业教育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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