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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全球化和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对于培养具备创新思维和跨界融

合能力的复合型人才至关重要。聚焦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六所国内高校，采用多案例分析方法深

入分析其创新创业教育生态系统的构建与实施经验，基于扎根理论所识别的文化氛围、课程体系、核

心主体与基础平台四个关键部分以及相互交织的思想文化、组织协作、理论教学、实践操作、教师资

源、高校治理、政策环境、企业因素、校友网络九个核心要素，构建出中国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生态系

统，并从培育创新文化、整合课程资源、强化师资建设、扩展合作网络四个维度提出了优化我国高校

创新创业教育生态系统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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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世界经济格局正经历深刻变化，技术创新成为国际竞争的新焦点，

新质生产力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产业结构与生产方式[1]。在高等教育领域，创新创业教育通过激

发学生的创新思维与实践能力，培养能够引领技术革新、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的复合型人才，为我

国在全球经济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提供人才保障。我国自 20 世纪末引入并推进创新创业教育以来，

在高等教育体系中不断融入创新创业理念并开展实践教学，并有部分先锋高校已构建了较为完善的创

新创业教育机制，但教育内容跟不上市场快速发展、师资匮乏、实践机会不足等问题在高等教育领域

依然存在，并制约着创新创业教育的深入发展及其质量的提升[2]。 

    创新创业教育生态系统是以高校为中心，以统筹优化高校、政府、企业三方的资源配置为目的，

以培养大学生的创新精神、创新意识和创业能力为根本指向而形成的多主体、多要素、多元协同且具

有鲜明内生动力性、发展可持续性、一定自我调节性和互惠互利共赢性的复杂育人系统。从研究视角

看，尽管我国在创新创业教育领域已积累一定的理论和实践经验，但面对教育实践与市场需求的不断

演变，现有研究在系统性认知和理论深度上有待进一步加强，现有文献中关于创新创业教育生态构建

的研究多停留在理论层面，缺乏具体的实证研究来验证理论假设并提出有效策略。 

    本文基于扎根理论，运用多案例分析方法，从开展创新创业教育成绩突出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

等六所高校的创新创业教育实践出发，对构建高效且富有活力的创新创业教育生态系统进行深入研

究，以识别生态系统的构成要素并分析这些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为中国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改革与

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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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文献综述 

创新创业教育是一种综合性教育，专注于培养大学生的创新意识、创业能力和企业家精神[3]。它

不仅仅是一个理论概念，更是一个动态的、由多个利益相关者组成的网络结构，涵盖高校、企业、政

府、学生等多元主体。随着创新创业教育的发展，创新创业教育研究已经从理论探索逐步发展为体系

化的研究领域。生态学视角的引入，为理解创新创业教育系统中各要素的角色、资源和优势，促进系

统内部的协同进化和整体效能的提升，提供了新的视角[4]。相关研究进一步明确了创新创业教育生态

系统的互联特性，强调教育系统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依存和协同发展[5−6]。 

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相关研究已经关注于创新创业教育生态系统的构建与优化，聚焦于系统

要素的选择与配置、系统结构的设计与调整等关键问题。研究者们致力于构建一个多元主体参与、协

同共建的生态系统，以实现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实证分析和模型构建等方法被广泛运用

于探讨不同生态要素在系统中的互动机制和协同效应，为系统的持续发展和优化提供理论支撑[7]。国

际案例的深入分析，如斯坦福大学与硅谷的紧密合作，为创新创业教育生态系统的构建提供了成功经

验[8]。然而，国内关于创新创业教育生态系统构建的研究仍面临挑战：首先，理论研究的深度有待加

强。尽管已有研究探讨了创新创业教育生态系统的构建和运行机制，但大部分研究仍停留在现象描述

和浅层分析层面，缺乏深入的理论探讨和机制揭示[9]。例如，有的研究虽然强调学生和教师在系统中

的核心地位，但对校外利益相关者的作用考虑不足[10]。其次，量化研究的缺乏限制了对创新创业教育

生态系统内部各生态要素之间的关系和系统整体效能的科学评估。有的研究虽然探讨了创新创业教育

生态系统的构成要素，但缺乏广泛验证和适用于中国高校的模型构建[11]。 

    扎根理论是由 Glaser 和 Strauss 于 1967 年提出的研究方法，它通过系统化的数据分析来构建理论，

尤其适用于从二手数据中提炼理论模型[12]。这种定性研究方法，因其能够深入分析教育生态系统中的

关键要素，揭示教育过程中的复杂性和动态性，而被应用于创新创业教育领域[13]。在构建创新创业教

育生态系统时，需要考虑多个维度，包括政府政策导向、高校管理体制、激励机制、教育教学模式以

及政府、学校和企业之间的协作机制[14]。通过案例研究，可以更具体地了解创新创业教育生态系统的

构建过程和效果。例如，通过分析国外高校的实践，可以为我国高校提供构建创新创业教育生态系统

的启示和路径[17]。在应用扎根理论的过程中，研究者可能会面临数据收集和分析的挑战，但同时也有

机会通过深入分析教育生态系统中的相互作用和影响，为创新创业教育提供新的视角和策略[16]。当前，

我国高校在创新创业教育生态系统建设方面已取得一定成效，但仍需进一步优化相关政策、管理体制

和激励机制，以促进创新创业教育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17]。 

    综上所述，创新创业教育生态系统的研究需要在理论深度、实证研究和量化分析方面进行进一步

的深化和完善。未来的研究应当更加注重理论的系统性和科学性，同时结合国内成功高校案例，探索

适合中国高校特点的创新创业教育生态系统构建路径。 

    三、研究设计 

    基于对已有研究的梳理，本文拟选取在创新创业教育领域有着丰富经验的高等教育机构作为案例

研究对象，采取多案例分析方法，借鉴国外创业教育和国内先进高校的发展经验，探析创新创业教育

的参与主体、组成成分以及关键因素，尝试构建一个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创新创业教育生态系统。 

    (一) 数据选取 

    多案例分析法在选择案例研究对象时，对案例的具体数量并没有规定统一的标准，通常建议选择

3～6 个案例[18]。从创新创业教育生态系统构建考虑，本文案例高校的选择标准如下： 

    (1) 综合实力：在全国大学综合排名中位居前列，享有高度的声誉与社会影响力，在内地高校创

新创业教育方面扮演着领头羊的角色。 

    (2) 地域代表性：所选大学分布在北方、中部和东南沿海地区，这有助于从多地域视角考察创新



理论研究                        张卓，赵峯祥：中国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生态系统构建：基于扎根理论的多案例分析 

 

31

 

创业教育的发展态势及所面临的挑战。 

    (3) 类型多样性：包括综合性大学、理工科大学等各类教育机构，使研究可以涵盖不同类型高校

在创新创业教育方面的多元实践与模式。 

    (4) 历史积淀：均成立于 20 世纪初或更早，积累了丰富的教育经验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可为创新

创业教育的深入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和历史借鉴。 

    根据以上标准，本文最终选择国内开展创新创业教育领先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华中科技大学、

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和浙江大学作为案例分析对象。总的来说，所选定的这六所高校具备代表性、

多样性和可比性，被广泛认为在推动创新创业教育方面具有示范性和引领性，能够为构建和完善高校

创新创业教育生态系统提供宝贵的经验和见解。综合分析这些高校在创新创业教育领域的有效实践，

对于构建一个先进的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生态系统模型具有借鉴意义。 

    (二) 数据收集 

    本文采取系统化的数据收集策略，专注于二手资料的系统化收集，以体现创新创业教育领域的动

态性和案例高校的长期发展历史。数据收集的具体策略和理由如下：①二手资料的优先选择：考虑到

一手资料收集的资源密集性和创新创业教育领域的复杂性，优先采用经过验证的二手资料。这些资料

来源多样，包括高校的官方发布，权威媒体、行业期刊和专业机构的报告，这些来源的资料因其已经

经同行评审或官方认证而具有高度的可信度和学术价值。②数据的可追溯性：选择的二手数据具有明

确的出版背景和出处，这不仅能增强研究的透明度，而且便于进行数据的纵向追踪和横向比较，从而

确保研究的严谨性和可靠性。③三角测量法的应用：为进一步提高数据的可靠性和有效性，采用三角

测量法以确保数据来源的多样性和互补性。具体数据来源包括：①国家教育部门网站：作为政策指导

和统计数据的官方来源，提供关于创新创业教育政策框架和实施效果的权威信息。②高校官方网站及

学院网站：提供案例高校在课程设置、研究项目、企业合作等方面的具体实践和成果展示。③搜索引

擎：利用百度、谷歌等搜索引擎，通过关键词搜索，广泛收集与案例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相关的新闻报

道、案例分析和专题讨论。④相关机构报告：参考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中国青年创新创业教育学会等

专业机构发布的报告，这些报告通常包含深入的分析和丰富的统计数据。⑤高校排名榜单：通过“中

国大学创新创业排行榜”等榜单，评估和比较不同高校在创新创业教育方面的表现和发展动态。通过

上述策略，本文为案例高校构建数据库，为深入分析和理解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生态系统的构建和优化

提供数据支撑。 

    四、数据分析与理论模型构建 

    扎根理论作为一种科学研究方法，主要依赖于对现有资料的深入分析，以此来构建和发展理论模

型。这种方法特别强调通过对二手数据的系统化处理，来提炼出有价值的理论洞见。在扎根理论的运

用过程中，编码技术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它不仅涉及对数据的收集，还包括对数据的分析和发展，

以此来验证和丰富理论框架[19]。编码具体步骤如下：第一，成立一个包含文章作者的专门编码小组。

小组成员独立进行案例资料的筛选、归纳、编码，如果出现了编码不一致的情况，小组成员会集合起

来，通过讨论来解决分歧，直至达成一致的编码结果。第二，建立动态数据库。这个数据库不仅包括

了相关的期刊文献，还涵盖了报纸报道和互联网资源。通过创建一个初始的资料库，为编码工作提供

坚实的基础。随着编码过程的推进，这个数据库也会不断地得到更新和扩充，以反映最新的研究成果

和理论发展。第三，比较分析动态编码过程。在编码的每一个阶段，新产生的编码结果都需要与已有

的编码结果进行对比。这一步骤的目的是确保新的编码能够形成新的范畴或者维度，从而为理论模型

的构建提供更丰富的内容和更深入的见解。扎根理论不仅能够充分发挥其在理论模型构建中的优势，

而且也能保证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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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开放式编码 

    开放式编码是扎根理论的第一步，它通过对复杂原始数据的细致分析，帮助提炼出关键概念并归

类。在本文中，通过初步分析收集到的资料，识别出 51 个初始范畴，这些范畴为后续研究提供了一

个广泛的视角。为了便于展示和讨论，在表 1 中仅列举了其中 7 个代表性范畴以示例说明编码的具体

过程。这个过程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和解释数据。 

 
表 1  开放式编码结果示例 

初始范畴 案例支撑 

创新创业 

教育办学 

理念 

清华大学：通过清华 x-lab 强化了跨学科合作与探索精神，注重体验式学习与团队合作的教育方式 

北京大学：秉承深化教育改革的宗旨，致力于培育学生的创业意识、创新思维和创造能力，同时强调国际

视野与未来领导力的重要性 

华中科技大学：将人才培养作为核心，把创新作为教育的灵魂，并通过责任感的实践来指导学生的成长 

南京大学：强调人本教育，推崇品德修养与广泛学识并重，鼓励学生不断追求道德与知识上的创新与卓越

上海交通大学：重视坚实的基础与高起点，以严格要求和实践导向为特色，激励学生追求创新 

浙江大学：专注于以学生为中心的综合培养，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和对创新的追求，以实现卓越为目标 

创新创业 

教育课程 

教学 

清华大学：构建了涵盖自学、课程、项目和工作坊的全方位创新创业教育体系 

北京大学：推出了一系列覆盖创业各阶段的公选课与北创营专业课程，超过 500 种定制课程 

华中科技大学：实施大学生创新研究计划，建立了跨学科课程体系和实训平台，包括与企业合作的创新

学院 

南京大学：发展了包含通识教育、专业教育与个性化发展的“五位一体”创新创业教学系统 

上海交通大学：开发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核心与选修课程，形成了高质量的创业教学体系 

浙江大学：专注于打造特色示范课程，并构建了包含 100 多门课程的创新创业教学群 

创新创业 

教师资源 

清华大学：清华 x-lab 在国内首创 EiR 和 AiR 项目，引入百余位业界专家参与教育 

北京大学：积极引入杰出校友及行业精英作为创新教育的导师团队 

华中科技大学：组建了近 300 人的导师团，由教授、企业家等多领域专家组成 

南京大学：顾问委员会汇聚各领域精英，为学院发展提供强力支持 

上海交通大学：集结了校内多个学院的教授与各界著名人士共同指导创业教育 

浙江大学：利用院士与教授资源，邀请超过 150 位企业家加入创业导师行列 

创新创业 

组织协作 

清华大学：清华 x-lab 是集创意、创新、创业于一体的 i.center 创客平台 

北京大学：建立了创业训练营、创新创业中心和青年 CEO 俱乐部等多样化创业环境 

华中科技大学：设立了大学生创业实践中心，为学生提供实践机会 

南京大学：推出创新创业基金和多个实训及成果转化组织，支持文化创意产业 

上海交通大学：拥有创业学院和多个创新中心，构建全面的创业教育平台 

浙江大学：通过强鹰俱乐部、创业联盟等 30 余个社团及紫金创业元空间等孵化场所促进创业活动 

特色(重点) 

活动 

清华大学：“清华创客日”已发展成具有显著影响力的教育盛会，体现了独特的中国特色和清华风格 

北京大学：举办创新创业大讲堂及创业大赛，搭建知识分享与竞技平台 

华中科技大学：推出“大学生创新研究计划”，创立跨学科课程体系和实训平台，包括与企业合作的创新

学院 

南京大学：提供产业人才和科技型企业家的专项培训项目 

上海交通大学：主办各类创业竞赛和创新活动，为学生提供实践机会 

浙江大学：推行“求是强鹰实践成长计划”，成立工程师学院，通过实际工程项目强化学生的应用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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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初始范畴 案例支撑 

创新创业 

教育成果 

清华大学：以 35 位独角兽企业创始人校友数量领跑，是排名第二的大学的两倍 

北京大学：培养出诸多著名企业创始人，被评为全国创新创业典型经验高校和北京地区示范性创业中心 

华中科技大学：培育了众多创新领军人物，学生和校友年创公司超 100 家，吸引投资逾百亿元。 

南京大学：成为国家双创示范基地，并在“互联网+”大赛中获得多项金银铜奖 

上海交通大学：成立中美青年创客交流中心，5 年内获得国家级双创奖项超过 1600 项 

浙江大学：合作建设双创基地，推动项目合作与资金对接，带动千万级投资 

创新创业 

教育校友 

网络 

清华大学：收到校友李然和施锦珊捐赠，支持清华 x-lab 的创新创业项目 

北京大学：由 120 位校友发起建立燕缘雄芯平台，增强校友合作 

华中科技大学：通过校友募集设立千万级创新创业种子基金及天使基金 

南京大学：获校友捐赠，包括实验室设备、空气净化产品及赞助，支持学校发展 

…… …… 

 
    (二) 主轴式编码 

    主轴式编码的目的在于提炼和升华初步范畴之间的逻辑联系，从而形成更为抽象和高层次的主范

畴结构。本文通过对开放式编码产生的初步范畴与原始资料进行深入对比和分析，运用主轴式编码方

法，将 51 个初步范畴整合为 9 个核心主范畴。表 2 展示了这一编码过程及其成果。 
 

表 2  主轴式编码结果 

主范畴 初始编码 

思想文化 
双创教育具有深厚的历史根基；双创教育理念的构建与实践；校园文化在促进创新与创业方面的扶持

作用 

组织协作 内部组织协作；外部组织协作；资金支持 

理论教学 
课程体系多样性；合理性；层次分明的结构化设计；覆盖广泛的知识领域；系统完整性；课程内容前卫、

创新；跨越学科界限；紧密契合行业的实际需求 

实践操作 
学生积极融入社团组织；主动构建创业集体；校园创业网络；创新创业类的活动与竞赛；校际合作；创业

主题的讲座与沙龙；创业交流活动；学校的孵化支持 

教师资源 
多元化；高水准；专业化的师资配置；教学评估体系；多样化的教学手段；前瞻性的教学理念；教师终身

学习体系；绩效考评；国际师资的交流与合作 

高校治理 高校出台相关政策；建立二级学院/单位；资金管理；空间分配；设备投入. 

政策环境 政策导向；学校与政府机构对话与协作；联合实施项目；政策优惠倾向；政策执行 

企业因素 
校企合作；产学融合；企业资助与合作机制；高校实施企业培训项目；建立创业孵化基地；企业孵化器与

加速器 

校友网络 拥有校友网络；校友网络回馈机制；优秀校友支持；校友资源整合 

 
    (三) 选择式编码 

    在选择式编码阶段，研究进一步提炼主范畴，通过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构建一个核心范畴的统一

框架。此过程要求不断地与原始数据对照，确保分析的全面性与准确性。通过定位高等院校作为关键

枢纽，本文把学生群体和多样化资源纳入作为输入变量，并以培育学生的创新意识和能力作为成果输

出，试图构建一个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生态系统模型。该模型不仅要实现对主要类别的有效串联，还要

洞察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生态系统运作方式。表 3 呈现了这一主轴编码过程的分析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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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选择式编码结果 

组成部分 主范畴 主要作用 

创新创业文化氛围 思想文化；组织协作 强调整个校园内对创新创业精神的培养和鼓励 

创新创业课程体系 理论教学；实践操作 涵盖了从理论到实践的全面教学活动 

创新创业核心主体 教师资源；高校治理 直接参与创新创业教育活动的关键行动者 

创新创业基础平台 政策环境；企业因素；校友网络 为创新创业教育提供物质和非物质支持的基础设施 

 

    五、中国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生态系统的构建与优化 

    (一) 中国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生态系统构建 

    通过对清华大学等六所高校的创新创业教育生态系统构建案例的深入分析，本文识别出若干关键

要素及其相互关系，在深入分析高等教育机构的创新创业教育生态系统后，得到了一个多维度结构框

架，该结构框架揭示了学生群体作为核心受众的重要性以及高校教师团队在推动整个创新创业教育生

态系统发展中的关键作用。这一框架不仅强调了创新创业课程在培养学生创新思维和创业技能方面的

核心地位，而且突出了精心设计的课程对于提升教育成果质量的决定性影响。高校及其他组织机构在

整合和协调各类资源方面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这些资源不仅包括高校内部的知识创造和给学生提

供实践机会的能力，还涵盖了政府、企业以及校友网络等外部资源的投入，这些资源在资金支持和人

力资本方面为创新创业教育提供了坚实的基础。通过扎根理论的选择式编码过程，将这些资源和要素

细分为四个关键部分，形成了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生态系统的主要构成要素：文化氛围、课程体系、核

心主体、基础平台。这四大要素进一步被细化为思想文化、组织协作、理论教学、实践操作、教师资

源、高校治理、政策环境、企业因素以及校友网络九个核心因素。基于上述所识别的关键部分以及相

互交织的核心要素，本文构建出中国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生态系统(如图 1 所示)。在这个系统中，创新

创业文化氛围的营造是激发学生

创新精神和创业动力的土壤，它

通过塑造积极的价值观和行为准

则为创新创业活动提供良好的环

境。创新创业课程体系的构建旨

在将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确保

学生所获得的知识与技能能够有

效地转化为产业中的实际应用。

创新创业核心主体包括学生、教

师和高校，核心主体的发展是推

动创新创业教育向前发展的关键

力量，而创新创业基础平台的建

设，如实验室、孵化器和创业支

持服务，为学生提供了将创意转

化为实际产品或服务的必要条件。 

    (二) 中国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生态系统优化策略 

    基于本文所构建的中国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生态系统模型，提出以下优化创新创业教育生态系统的

策略。 

    1. 营造创新创业文化氛围，精练组织合作架构 

    大学应当积极营造一个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文化环境，这对于激发学生的创业热情和创新思维

图 1  中国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生态系统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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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关重要。定期举办创业论坛、研讨会和竞赛，邀请创业家、企业家和行业专家分享经验，可以有效

提高学生对创新创业的认识水平和兴趣。同时，建立跨学科的协作平台，如联合研究中心和创新创业

实验室，鼓励不同学科间的交流与合作，不仅有助于知识的交叉融合，也是培养新质人才的重要途径。 

    2. 完善创新创业课程教学，深化理论与实践的融合 

    课程设计应更加注重理论知识与实际应用的结合，以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需求。增设案例分析、

现场考查和实习等环节，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理论知识在实践中的应用。通过模拟商业环境的教

学方法，如创业大赛和孵化项目，学生可以在实际操作中学习创业技能，这对于培养具备实际操作能

力的新质人才具有重要意义。 

    3. 建设创新创业核心主体，提升教师队伍素质，实现师资来源的多元化 

    高校应当致力于提升教师队伍素质，尤其是丰富教师的实战经验，实现师资来源的多元化，吸纳

具有行业背景的教师并鼓励他们分享实际工作中的经验和见解。这样的多元化师资队伍可以为学生提

供更广阔的视野和更实用的知识，满足新质人才培养的需求。同时，高校管理层需要制定明确的创新

创业教育政策并提供必要的支持措施，如资金、指导服务和知识产权保护等，以营造有利于学生创新

创业的环境。 

    4. 打造创新创业基础平台，扩大校企合作范围与校友网络的影响力 

    通过建立产学研合作平台，促进不同领域间的知识交流与合作，为学生创造多元学习和研究的条

件。与企业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为学生提供实践机会和就业渠道。利用校友网络等资源，帮助学生

与初创企业建立联系，共同推动创新创业生态系统的发展，不仅有助于学生的个人成长，也有利于为

国家的创新和经济发展贡献力量。 

    六、结语 

    构建一个高效且富有活力的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生态系统，对于培养适应新时代要求的新质人才、

推动国家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基于对国内六所顶尖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案例的

分析，运用扎根理论构建了一个全新的中国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生态系统，该系统显示创新创业教育生

态系统中文化氛围、课程体系、核心主体、基础平台是其关键构成要素，对创新创业教育生态系统的

优化应以此为重点，促进创新创业教育可持续高质量协同发展。创新创业教育生态系统是一个涉及多

方面因素的相互影响的复杂系统，本文的研究主要关注于高等教育机构内部，未来的研究应拓宽视野，

关注政策等外部因素对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生态系统的作用，助力创新创业教育生态系统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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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and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is crucial for cultivating composite talents with innovative 

thinking and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capabilities.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six top universities in China, 

such as Tsinghua University and Peking University, employing a multi-case analysis method to scrutinize the 

construction and implementation experience of their innovative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ecosystem. 

Based on the cultural atmosphere, curriculum system, core subjects, and basic platform identified by 

Grounded theory, as well as the intertwined elements of cultural atmosphere, organizational collaboration, 

theoretical teaching, practical operations, teacher resources, university governance, policy environment, 

corporate factors, and alumni networks, a Chinese university innovative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ecosystem is constructed. The study offers recommendations for optimizing the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ecosystem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in four key dimensions: fostering innovation 

culture, integrating curriculum resources, strengthening faculty development, and expanding cooperation 

net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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