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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校创业教育研究：全球视角与本土实践》从全球创业发展视角审视创新与创业教育，并根植
于本土高等教育实践，从国家创新体系与教育发展战略层面对创业教育进行国际比较研究，揭示中国
高校创业教育的兴起、发展以及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从创业规律及高等教育规律层面，揭示创业教育
的微观机理及过程模型，对创业教育课程体系、师资建设、创业核心能力培养、创业教育效果评价等
作系统和深入的研究，尝试提出并构建中国高等教育环境下的创业教育生态系统。

　　目前，全球正在孕育新一轮科技革命，世界在短暂的经济波折中必将迎来创新密集与产业振兴的
时代，谁能在危机中把握新一轮的变革机遇，谁就将执掌新的发展引擎。
中国创业和创新品质的提升需要理论的涵养，《高校创业教育研究：全球视角与本土实践》将进一步
引发专家、学者、大学管理者对高校创业教育的重视和反思，引发更多的企业家特别是投资者关注、
重视和支持大学生创业项目，催生本土的比尔·盖茨和斯蒂芬·乔布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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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昊民，博士，上海大学教授、博导。
上海大学人力资源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大攻关课题专家。
主要研究领域：组织创造力与人力资源管理；创新与创业教育等。
公开发表论文100余篇，出版专著及教材13部，主持或参与国家及省部级课题30余项，研究成果曾获省
科技进步二等奖。

　　马君，博士，上海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绩效评价理论与实践。
在重点学术刊物发表论文50余篇，主持省部级项目多项，参与中铁集团、中航集团等多项协同诊断和
咨询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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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在校经历　　本研究显示，在校经历对创业能力和创业知识的影响显著，大学生在校园生
活中可以通过参加创业设计大赛、接受创业培训指导等活动来学习和积累创业知识。
同时，学生也可以通过担任学生干部、参与学生会或参加志愿者活动等社会实践活动的方式，来提升
自己的组织、策划、领导、协调、控制等多方面的创业所需的能力。
高校创业教育课程体系应包含更多、更丰富的课外实践活动教学内容，开拓学生的视野，提高学生的
能力。
　　（三）创业知识、创业能力　　本研究结果显示，创业知识和创业能力均对创业倾向有显著影响
，同时，创业知识与创业能力之间也存在正相关的关系。
这说明创业知识的积累，一方面直接影响创业倾向的产生，另一方面大学生通过将知识内化为个人能
力来促进创业倾向的产生。
因此，大学生创业教育应着重培养学生的能力，运用灵活的教学模式和方法，确保学生能将课堂中传
授的知识吸收、消化并转化为自身的能力。
创业教育需构建开发出一套完整知识能力内化机制。
　　（四）创业环境　　创业环境对于创业倾向的影响显著。
本研究中将影响大学生创业倾向的创业环境分为三类：校园外宏观环境、校园内环境以及社会资本。
　　为了鼓励大学生自主创新创业，培养创新性人才，推动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拓宽就业渠道，上海
市政府统一规划，由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和科学技术委员会牵头，联合财政局、工商行政管理局，成立
专门负责推动大学生创业的实体机构——上海市大学生科技创业管理委员会，并于2006年8月成立了全
国首家从事推动大学生进行科技创业活动的非营利性公募基金会——上海大学生科技创业基金会，俗
称“天使基金”。
政府通过一系列政策性支持，不求高额回报，只为大学生创业营造良好的宏观氛围。
但是由政府承担的“天使基金”有它的局限性，基金规模有限，在选择支持项目时趋向保守。
在调查中发现，每年大学生申请“天使基金”的创业项目很多，但是最终获得支持的比例并不高。
如果将社会上存在的其他资源，如风险投资机构、金融机构、小企业开发中心等，通过一个平台与有
创业倾向的大学生对接，将大大提高大学生创业倾向的积极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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