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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 1999—2020 年 10 月的 CNKI 数据库中的 2 204 篇论文为数据源，运用 CiteSpace 软件对“创

新创业教育”相关文献的作者、机构和关键词聚类等进行可视化分析，得到 21 个高频关键词、64 个

关键词聚类和 21 个突现词。研究发现，虽然国内已经形成了若干核心作者群、核心研究机构以及核

心发文期刊，但彼此间合作相对松散，主题较为广泛。现阶段创新创业教育研究热点主要表现为创业

意识、创业能力和创新人才培养等，创新创业教育改革可能在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研究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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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新创业教育不仅是时代发展的需求，也是

提升大学生创新创业意识和能力的重要途径，同

时也是中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必然要求[1]。然而，

创新创业教育并非是一种急功近利的精英教育，

而是全面覆盖、全员参与、全程贯穿于高等教育

整个过程的一种素质教育，是素质教育在市场经

济条件下不断深化发展的时代体现，因此，创新

创业教育也可以理解为是一种通识教育[2]。我国

创新创业教育最早始于 1998 年清华大学举办的

创业设计大赛，相较于西方国家，发展时间很短，

所以目前国内学术界对创新创业教育的文献研

究相对缺乏，极少学者关注创新创业教育研究的

动态演变规律。本文采用文献计量的研究方法，

对该领域研究进行全景式动态分析，首先总结该

领域研究的知识图谱、演进脉络与关键节点，然

后分析未来该领域研究的前沿，从而更为全面地

把握创新创业教育研究的规律和特征，为今后的

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鉴与参考。 

一、资料来源和方法 

本文的数据及有关资料来自中国知网(CNKI)

学术期刊库。我们以“创新创业教育”为主题进

行文献检索，在北大核心、CSSCI 和 CSCD 数据

库中筛选了 2 204 篇论文作为本文分析的内容，

文献跨越时间为 1999 年 8 月—2020 年 10 月。

CiteSpace 是一款可视化软件，自 2003 年问世以

来，已多次更新了版本，可以为目标研究领域的

文献绘制知识图谱。通过对图谱的分析，我们可

以清楚地认识到某阶段的研究热点和发展趋势，

掌握与之相关的信息，从而更好地开展相关研 

究[3]。本文采用 CiteSpace V.5.7.R2 对 1999 年以

来关于创新创业教育研究的文献绘制图谱，分别

选取作者、机构、关键词为节点类型，进行图谱

分析。 

二、创新创业教育文献结构特征分析 

(一) 年发文量分析 

对“创新创业教育”相关文献按发表年限进

行分析，图 1 为 1999—2020 年之间年发文数量

趋势图。由此可见，近年来年发文量较大，但是

在创新创业教育的研究起步的早间 10 年内，该

领域的研究文献数量极少。直到 2007 年，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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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相关创新创业教育发文数量趋势图 

 

十七大提出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

家、发展综合国力的战略要求，创新创业教育领

域的发文数量才逐年攀升。在 2007 年至 2014 年

的七年时间内，每年的发文数量都呈现缓慢但稳

定的增长。自 2014 年起至 2017 年，相关的文献

发文量急剧上升，到 2017 年达到最高峰，为 400

篇，这也是我国经济飞速发展、科技创新与全民

创业逐渐引领国家发展的必然结果。 

我们对创新创业教育领域发文排名前十的

期刊进行分析后发现，在该领域发文最多的是

《中国高教研究》(37 篇)，占比 46.25%，其在创

新创业教育研究领域的地位可见一斑。发文量排

在第二的是《教育研究》，发表了 22 篇论文，其

次是《中国电化教育》(8 篇)，其余的期刊所发文

献数量相差不大。 

(二) 学科分析 

学科分类是学者研究角度和路径的体现。创

新创业教育覆盖范围较广，不仅涉及高等教育、

职业教育、企业经济、教育理论与教育管理，还

包括贸易经济、计算机软件及计算机应用、医学

教育与医学边缘学科等。图 2 为近年来有关创新

创业教育研究学科论文数量前十名，由此可以看

出，高等教育学科的贡献最大，占据了一半以上

的比例，论文量达到 1 726 篇。位于第二的是职

业教育，文献数量是 381 篇，除了高等教育，相

比于其他学科的论文数量，它是遥遥领先的。 

(三) 发文机构分析 

使用 CiteSpace 对创新创业教育研究领域的

机构进行分析，发现国内众多高校都对此领域开

展了研究，但各研究机构分布比较分散，东北师

范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心为主要发文团队。

从发文数量来看，东北师范大学最多，达到了 45

篇，发文量排名前十的高校都发表了近 20 篇的

论文，说明创新创业教育受到了他们的广泛关

注。而且，985 和 211 院校在该领域的研究表现

明显优于其他普通高校。总的来说，我国目前已

形成较多的研究创新创业教育的机构，但是相互

之间的联系并不紧密，彼此间的合作研究尚需  

加强。 

(四) 作者分析 

现阶段，创新创业教育研究领域的学者和机

构都比较多，但是单个作者的发文量并不算  

多，这也和我国在该领域的发展时间较短密切相

关。样本期间内单个作者发文量最多的是东北师

范大学的王占仁教授和广东工业大学的张育广

教授，分别为 19 篇和 8 篇，研究创新创业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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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创新创业教育学科研究分布 

 

的一些代表作者还有张秀娥、卓泽林、宋妍、任

泽中等。但和研究此领域的机构类似，很多作者

之间也没有联系，只有少数的学者开展了合作 

研究。 

三、创新创业教育研究主题分析 

(一) 关键词分析 

我们对 2 204 篇文献的关键词进行高频词分

析(见表 1)，发现一些曾经被热烈讨论的关键词，

在 2011 年和 2012 年便不再受到高度关注了，这

与国家的相关政策有关。2011 年，《中共中央关

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

的建议》明确提出，要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

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将自主创

新摆在突显的地位，使其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内

驱动力。另外，2012 年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要 

 
表 1  创新创业教育研究热点关键词 

关键词 频数 中心度 年份 

创新创业教育 885 0.30 1999 

创新创业 382 0.07 2003 

创业教育 276 0.3 1999 

高职院校 163 0.03 2010 

大学生 160 0.05 2002 

高校 135 0.15 2008 

人才培养 117 0.03 2008 

创新 78 0.23 2002 

高校创新创业教育 58 0.12 2015 

创新教育 58 0.61 1999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培养高质量的创新人

才。在这种形势下，学术界开始关注创新创业教

育尤其是对高校学生的“双创”教育问题。十三

五规划的出台让“对策”在 2016—2017 年间一

度成为焦点话题，2018 年教育部办公厅发布关于

做好 2018 年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高校建

设工作的通知，在这之后，对“大学生创新创业

教育”、双创教育与专业、“融合”“高职院校”

的研究开始兴起。 

(二) 突变分析 

我们利用 CiteSpace 绘制出 1999—2020 年间

突变率前 21 位的关键词图谱(见图 3)。图中线条

加粗部分为关键词突变的时间段，在图谱中从

“Begin”“End”列可知关键词突变的起始和终

止的具体年份。突变词突然出现的程度越高，说

明该关键词越受学术界关注，可以让我们了解某

时间段内的研究热点。很显然，我国创新创业教

育经历了创业教育启蒙、高校创业人才培养、高

校创新创业教育三个阶段。1999 年，我国高校

开始大规模扩招，人才培养数量也随之增加，大

学生就业形势变得愈发严峻。在这种形势下，国

家提出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自上而下地大

力推动高校创业教育改革发展[4]。所以，在 1999

年形成了对该领域的研究热潮，创新创业教育分

别派生了创新创业、创业教育两个主流分支。直

到 2008 年，国内创新创业教育才开始向高校人

才培养转变，在这一时期高职院校创业教育也被

高度关注。面对经济结构的转型与调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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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创新创业教育研究突变性关键词图谱 

 

众创业、万众创新”等关键词开始频频出现在国

务院常务会议和政府工作报告中，于是，高校创

新创业教育开始成为学者们关心的热点主题。 

(三) 聚类分析 

我们在 CiteSpace 软件中进行如下参数设置：

Years Per Slice=1，Node Types=Keyword，Top 

N=50，选择 Pathfinder & Pruning Sliced Networks，

进而绘制出 1999—2020 年关键词的聚类可视化

图谱(见图 4)。该图谱由 707 个节点、1 041 条线

组成，且 Q=0.875 5(＞0.3)，S=0.965 1(＞0.5)，说

明该视图是显著且合理的。由图 4 可以看出，有

关创新创业教育的研究围绕创客、中职学校、高

校思想政治教育、高等教育、一流本科教学、创

新创业教育模式、人才培养质量、职业生涯规划、

课程体系设计等聚类展开。 

同时，分析过程中还出现 64 个聚类，本文

选取规模最大的十个进行分析，其中“#”代表

标签，它的数字越小，意味着其所涵盖的范围越

广，具体如表 2 所示。 

(四) 创新创业教育研究领域的高被引文献

分析 

表 3 是创新创业教育研究的高被引文献，学

者们主要围绕着“大学生创业教育”“教育模式”

和“创业生态”展开讨论。木志荣[5]最早指出我

国大学创业教育发展的重心是建设合理的创业

教育课程和培养优秀的创业教育师资。其中，创

业教育课程主要包括创业课程、创业研究、创业

论坛、创业竞赛和创业者联盟五个模块的创业教

育体系，创业教育师资的储备则要通过培训、国

际合作、人才引进以及聘请实践经验丰富、理论

素养扎实的企业家、政府官员等担任兼职讲师等

方式，加强师资队伍的建设。事实上，我国绝大

多数高校并没有把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看作是

其高等教育主体的一个部分，在教学管理方面更

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学科地位尚处于边缘化。

黄兆信和王志强[6]认为，加强创业教育与专业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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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创新创业教育研究关键词聚类图谱 

 
表 2  创新创业教育文献聚类分析 

聚类号 紧密度 年份 LLR 值最大的三个聚类标签词 

#0 0.992 2013 创客 (15.49)；创客教育 (15.49)；政策引导 (10.31) 

#1 0.979 2012 创新 (20.8)；教育 (15.56)；课程体系 (11.22) 

#2 0.989 2009 中职学校 (23.85)；中等职业学校 (23.8)；职教中心 (17.84) 

#3 0.971 2013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19.97)；思政教育 (15.13)；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和创新创业教育协同育人研究 (14.94) 

#4 0.955 2014 高等教育 (28.24)；运行效率 (22.54)；实践 (22.54)；产业绩效 (22.54) 

#5 0.976 2010 一流本科教学 (12.89)；创业素质 (12.89)；众创时代 (12.89) 

#6 1 2017 创新创业教育模式 (21.84)；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 (19.25)；影响因素 (16.34) 

#7 0.956 2008 人才培养质量 (18.63)；教育教学改革 (12.38)；创新模式 (6.17) 

#8 0.926 2010 职业生涯规划 (12.3)；模式探析 (12.3)；高校众创空间 (12.3) 

#9 0.929 2013 课程体系设计 (11.52)；培养体系 (11.52)；研究生 (11.52) 

注：紧密度代表聚类成员之间的相似程度，数值越高代表聚类成员间的相似程度越高；LLR 为对数似然，LLR 值越大越能

反映这个聚类的属性特征 

 
表 3  前十高被引文献 

序号 第一作者 发文期刊 发文时间 文献 被引次数 

1 吴爱华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2017 加快发展和建设新工科主动适应和引领新经济 999 

2 马永斌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15 大学创新创业教育的实践模式研究与探索 619 

3 吴岩 中国大学教学 2018 建设中国“金课” 594 

4 李家华 中国高等教育 2010 把创新创业教育融入高校人才培养体系 532 

5 黄兆信 教育研究 2013 论高校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的融合 524 

6 杨晓慧 中国高教研究 2015 我国高校创业教育与创新型人才培养研究 478 

7 木志荣 高等教育研究 2006 我国大学生创业教育模式探讨 453 

8 刘艳 中国大学教学 2014 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的深度融合 439 

9 王占仁 教育研究 2105 “广谱式”创新创业教育的体系架构与理论价值 414 

10 高晓杰 中国高教研究 2017 
创新创业教育—— 培养新时代事业的开拓者—— 中国高等

教育学会创新创业教育研讨会综述 
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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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之间的深度融合，提升专业教师对创业教育的

内源性支持是推动创业教育改革的重点。刘艳 

等[7]也指出，创新创业教育应以生物学、药学、

医学、化学、工程学等优势交叉学科资源为基础，

以课程改革与人才培养方案改革为重点，将创新

创业教育融入专业课程和专业实践教学当中，从

而构建多学科交叉、研究与应用结合、教学与创

新创业内容相衔接的协同创新体系。为应对专业

化、一体化、科学化发展的挑战，杨晓慧[4]则提

出我国高校首先要明确创业教育的科学定位，着

重建立创新型人才素质结构框架，努力构建中国

特色的创业教育理论体系。同年，马永斌和柏喆
[8]通过对大学双创教育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

行系统分析，结合清华深圳研究生院双创教育的

实践经验，提出在全国范围内运用“大学—政府

—企业”的生态网模式，解决双创教育发展过程

中存在的瓶颈问题。 

四、结论与展望 

本文使用 CiteSpace 对中国知网(CNKI)学术

期刊库检索筛选到的时间跨度为 1999—2020 年

的 2 204 篇创新创业教育研究文献进行计量和知

识图谱分析，结论如下。 

(1) 二十多年来，创新创业教育研究呈现出

不断上升的趋势，相关研究在 2007 年党的十七

大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后，发文数量开始稳步增

长，2014 年至 2019 年间的文献数量急剧上升，

2017 年达到最高峰。(2) 近年来，很多机构和学

者对创新创业教育的研究十分重视，但是由于国

内对此领域的研究起步较晚，整体的研究体系尚

不成熟，虽然已经形成了若干核心作者群、核心

研究机构以及核心发文期刊，但是机构之间、作

者之间的联系太少，建议国内的各大机构和作者

加强合作，相互学习、共同进步，在国内形成权

威的研究网络，为该领域研究做出更大贡献。(3) 

通过关键词分析可以发现，我国创新创业教育研

究聚焦于创新创业教育、创新创业、创业教育、

高职院校等主题。并且，突变性关键词图谱显 

示，“创业教育”强度最强，“企业创新”持续时

间最长。“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融合”“新工

科”等是最近两年新出现的关键词，说明未来一

段时间内的研究热点必然仍与高校的创新创业

教育及其改革相关。 

整体来说，我国创新创业教育改革还处在起

步阶段，各个改革领域正处在顶层制度设计与开

始实施的关键期。创新创业课程体系设计作为改

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体系能否搭建成功直接影

响着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整体进程与效  

果[9]。创新创业课程建设的近期目标是帮助大学

生创业以促进就业，其长远目标是提高我国的自

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10]。在国际国内经

济格局深度变化的形势下，着重于覆盖性地培养

全校学生创业精神和创业思维的创业教育理念

成为当前世界范围内高校创业教育的主要发展

趋势[11]。将创业课程与专业课程、创业课程教学

与创业实践、内源性师资与外引性师资协同融

合，重构创业教育师资培训体系和教师评价体

系，是破解目前困境的路径之一[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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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sing 2 204 papers in CNKI database from 1999 to October 2020 as data sources, CiteSpace was 

used to conduct visual analysis of authors, institutions and keyword clustering of relevant literature on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nd 21 high-frequency keywords, 64 keyword clustering and 21 

salient words were obtained. The research discovers that although a number of core authors groups, core 

research institutions and core publishing journals have been formed in China, their cooperation was 

relatively loose and the topics were fragmented. At present, research topical issues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mainly include entrepreneurship consciousness, entrepreneurship competence 

and cultivation of innovative talents. Reform in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may become a 

hot area lasting a long time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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