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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现在俨然已成为大学校园里一道亮丽的风景，教育部也曾在
去年 12月份发布通知，提出高校要建立弹性学制，允许在校学生休学
创业。在创业热情高涨的环境下，各大高校也积极推进学生创业，然而，

支撑学生创业的创业教育是否跟上了脚步？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创
业教育？清华大学副校长杨斌讲述了他眼中的创业教育“正解”。

■   杨   斌

一流大学应有什么创业教育

“勿以创业成败起伏来简单衡量创业教育的成效”
创业教育的成效一直是全社会共同关注的议题。对此，社会

上经常有机构或者媒体以多少学生组成创业团队，取得多少融资，

注册了几家公司等统计数据来回答这个问题。这种评价方式与“记

工分”差不多，有很大的局限性，因为创业教育的效果不应单纯

地以是否创办新企业来统计衡量，或以融资或者上市的公司数字

来评价，不该以创业者阶段性的成功或者失败而论。失败的创业

经历对创业教育的学习者来说也是一笔财富。清华校友同时也是

北极光创投创始人邓锋也有类似观点：“当人们把失败的创业经

历当做军功章和犒赏，为创业失败者鼓掌而不仅是为成功的创业

者鼓掌时，创业所需要的氛围才算真正形成。”同样在美国硅谷，

有意义的失败在这里被推崇，被追捧，创业者们纷纷在公开场合

分享自己的失败经历，以及从这些经历中学到的宝贵经验。

“创业教育需要开放的生态系统支持”
创业在中国要真正形成气候，实现大繁荣，绝不仅仅通过自

上而下的指令性行为，更要依靠一种内生的热浪催生而成。这也

正是草根创业的重要特点。为了加速并深化这种内生型创业活动，

创业教育生态系统的营造非常关键，应具备开放性、跨学科性和

文化性等特征。

创业教育天生具有开放性，大学创业教育的参与者应该是一

个非常丰富的构成，要充分考虑投资家、创业前辈、科学家、教

 ▲杨斌，清华大学副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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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校友和在校生分别在创业教育生态系统中所

发挥的作用。

其次，创业教育的生态系统具有天然的跨

学科性质，显然，在学科门类更丰富的高校中，

创业教育具备更明显的优势。为什么硅谷聚集了

越来越多的创业者？显然创业文化的作用不可小

觑。周遭的文化氛围非常重要，很多创业教育产

生于文化层级更平等的氛围中。

同时，在创业教育生态系统中传播者很重

要。好的传播能够让创业者感到自己并不是孤军

奋战，能让他们在创业路上坚持不懈；当创业者

的需求和困难被传播出去的时候，也会促进更多

资源向他们靠拢。

“学习与创业之间要实现无缝切换”
目前，创业与在校学习在很多高校中仍然泾

渭分明。不要把教育划分为学习阶段和创业阶段，

而是要创造条件实现这两个阶段之间的无缝切

换。比如，有些创业经历也可以折算成满足培养

方案的学分；建立弹性学制甚至打破学制来满足

创业或学习的需要。“嵌入”是实现创业与学习

相融合的方式。

一流大学的创业教育与培养学生创办公司

应区分开来。一流大学开展创业教育，不是帮助

学生开办公司缓解就业压力，更不是把学生都往

商业这条路上引导；一流大学创业教育的目标，

是为学生创造未来发展的平台和机会，培养具有

首创精神和创业能力的创业者，培养既有梦想又

肯实干的创业者。将来他们走出学校，可以创办

企业，也可能是创办社会公益事业，或者在大型

组织中创造性地改变现状，实现创新突破。无论

是走学术研究道路还是投身于公共服务，首创精

神都是基本功。不同行业其实都需要创业。以创

业教育中的一个基本训练—— business plan 为

例，这个词汇常被翻译成“商业计划”。实际

上，这种翻译过于狭隘，不能揭示其实质内涵。

Business，可以是商业活动，还可以是事业，是

创新实践，是新的政策或者服务，凡此种种都需

要系统性地训练如何筹划和赢得资源与支持，这

是一种广泛存在而且极具价值的本领。从这个意

义上来说，尽管创新创业的学术研究发生在商学

院或管理学院中，但创新创业教育不该是商学院

或管理学院的某种专才培养类型，更应该被定位

为具有通识内涵、多元目标的人才培养模式。

“创业教育：培养什么样的创业者？”
Entrepreneurship 一词可以清晰、全面地表

达创业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从字面意义上来看，

它表示成为企业家应具备的能力，而引申开来，

它意味着首创精神，这种精神对很多创业者来说

是终生受用的，也是衡量创业教育成效的一个重

要标准。正是具备了这种精神，创业者才会在以

后的事业开拓和发展中，不抱怨、不等靠要、更

积极主动地把想法变成现实。

首创精神实际上是三种素质的综合体——

“LIG”，即 Leadership（领导力）、Innovation（创

新力）、Globalization（全球化）。其中，“领导力”

意味着心中有愿景，可以团结合作并共同实现目

标；“创新力”是指敢于打破不合理的旧制度，

创造性地构建新格局，使组织焕发新生。全球化

是指在更大范围里去改变世界，包容多元并强化

自信。今天，以移动互联网为代表的创业热潮从

一开始就具备全球化特征。以清华的一个创业团

队为例，他们的资金可能是全球化的，合作者和

用户可能是全球化的，未来他们还可能通过上市

成为全球化经济体的一部分。

总而言之，如何评价创业教育？什么是真正

的创业教育？创业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是什么？

对这些问题我们需要深度思考。既不能只看表象

的繁荣，走向记工分式的误区，也不能当作一种

政绩工程来做。真正的创业教育是对创业能力的

锻炼培养，更是对首创精神的激发塑造。

（转载自 2015年 3月 24日新浪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