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院创业教育政策是在特定的价值观和价值标准主导下形成的袁这种特定的价

值观和价值标准将对其实施效果产生重要影响遥 通过对相关文献梳理发现袁国内对教育

政策价值结构的主流观点是从实体价值和符号价值两方面对政策文本进行实证分析遥 实

体价值包括经济尧权力尧知识尧技术尧福利袁符号价值包括专有称谓尧名誉尧意识形态尧规划

目标遥 以此为基础,对 2001年来国务院以及中央各部委颁布的一系列创业教育政策文

本进行分析袁并从实体价值和符号价值两方面揭示了中国创业教育政策价值结构遥 在实

体价值中袁对知识尧经济尧权力和技术价值的关注较多曰在符号价值中袁对规划目标关注最

多曰政府对创业教育政策的实体价值关注度远远高于符号价值曰不同阶段的创业教育政

策价值呈现出不同的结构特征遥 最后提出对策建议院适度保持或强化政策实体价值袁发挥

政府主管部门的行政推动和保障作用曰适当加强对符号价值的关注袁促进创业教育政策

的专业化发展曰加强创业教育课程建设袁培育创业教育师资曰鼓励利益相关者参与创业教

育袁建立适合创业教育发展需求的支持体系曰在不同层次袁不同类型教育中开展创业教

育袁并建立各种教育有机衔接的创业教育体系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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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问题提出

创业教育源于现代社会对创业型尧创新型人才的迫切需求遥 它强调运用各种资源将机会

转化为现实的能力[1]遥 创业教育政策是国家在一定历史时期内袁对创业教育及相关主体利益进

行表达整合的战略性和准则性的政治行为和政策措施袁是国家在干预创业教育过程中袁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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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教育与社会经济矛盾而采取的公共政策总和遥 创业教育政策是在特定价值观和价值标准

渊即价值体系冤主导下形成的袁这些特定的价值观念和标准将对政策实施效果产生重要影响遥
创业教育政策的价值体系是由不同种类的价值构成袁了解不同种类的价值在创业教育政策中

的构成袁既可观察政府部门在特定情境下如何控制不同的价值袁又可观察这些价值本身体现

的价值观遥 这对于规范和指导创业政策主体行为尧提高创业政策效率袁具有重要意义遥
渊一冤中国创业教育政策概况

从 20 世纪 90年代末开始袁为缓解大学生就业压力袁提升创业者人数尧提升国家竞争力袁培养

具有企业和创新精神的复合型尧外向型人才袁中国政府开始提倡创业教育遥 经过 20 多年发展袁中
国创业教育经历了从自发性探索到系统推进的历程袁出现了全社会高度关注尧支持创业教育的局

面[2]袁创业教育已经成为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遥 进入 21 世纪袁为提高人才培养

质量袁促进创业教育的发展袁中国各级政府相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创业教育政策遥 从这些政策出

台背景和价值取向看袁可划分为两个主要阶段遥 2001-2009 年为第一阶段袁此阶段创业教育政策

主要针对缓解扩招带来的巨大就业压力而制定袁政策出台不但涉及国务院办公厅尧劳动和社会保

障部尧国家工商总局等多个中央机关袁而且也涉及各地方政府遥总体而言袁这一阶段创业教育政策

属于教育系统外部驱动型的袁且相关政策规定较为粗放袁可称之为野外部需求驱动尧粗放推进阶

段冶遥 2010 年至今属于第二阶段袁创业教育政策的出台开始以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为主袁旨在满足

缓解就业压力尧建设创新型国家袁以及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遥在这一阶段袁创业教育政策条文涉及

面广袁内容相对系统曰初步形成一套较为完善的大学生创业教育政策体系曰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

的创业教育环境袁凸显教育行政主导袁社会尧学校多方利益群体共同推进遥 因此袁该阶段可称之为

野教育行政主导尧系统推进阶段冶遥 总而言之袁经过 10 多年地不断探索袁中国在创业教育政策方面

积累了一定经验袁然而袁从各国创业教育政策发展来看袁中国的创业教育政策仍存在诸多问题袁其
中之一是对创业教育政策背后的价值结构研究尚未引起重视袁急需进行系统深入研究遥

渊二冤教育政策价值结构研究综述

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发现袁在教育政策价值构成问题上存在多元研究视角遥 有的学者从教

育政策价值的主体进行研究遥 刘复兴认为袁教育政策价值主体分为教育政策决策主体尧执行主

体尧利益主体 [3]遥有的学者从教育政策的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等视角进行研究遥桑德拉认为袁教
育政策至少包含三种价值院自由价值尧公民价值和职业价值[4]遥 祁型雨认为袁教育政策包含政治

价值尧社会价值尧教育价值和人的价值四方面[5]遥 有的学者从价值的表现状态进行研究袁这是国

内通过政策文本对教育政策价值结构研究的主流观点遥 涂端午以此为标准对 1978 年以来中

国高等教育政策价值结构进行了深入系统的分析[6]曰朱春奎以此为标准对国家教育中长期发

展规划渊2010-2020 年冤的价值结构进行了分析[7]遥
然而到目前为止袁学界以创业教育政策为研究对象袁通过政策文本对其价值结构特征的

相关研究较少遥 这导致研究者缺少对创业教育政策现象的深入了解和理论探求袁难以对创业

教育决策产生影响遥 因此袁本研究以 2001 年来中国创业教育政策为研究对象袁通过规范的文

本分析袁梳理尧阐释相关数据袁分析中国创业教育政策包含的价值结构袁以期为中国创业教育

政策价值研究提供新的视角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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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尧研究设计与方法

渊一冤研究框架设计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袁物质和精神关系问题是全部哲学的基本问题袁是处理和驾驭同外

部世界关系的一切活动必须解决的根本问题遥 这一点同样适用于教育政策价值研究遥 价值是

指在教育领域中具有公共性效用并反映在教育政策文本中的事物袁可以相应划分为物质层面

的实体价值和精神层面的符号价值[8]遥 实体价值是价值的客观形态袁是一种所期待的目标事

物袁它包括经济尧权力尧知识尧技术和福利遥 符号价值是一种信仰尧伦理尧标准袁它包括专有称谓尧
名誉尧意识形态尧规划目标[6]遥

本研究选取 2001 年至今中国政府发布的创业教育典型政策文本袁采用文本分析法袁结合

创业教育教育发展实际袁 依据国内教育政策研究的主流观点袁 从实体价值和符号价值两个维

度袁对中国创业教育政策价值结构的整体特征袁以及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创业教育政策的价值结

构特征进行分析袁以期为我国创业教育的发展提供参考遥 研究框架如图 1 所示遥

图 1 研究框架图

渊二冤主要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文本分析法遥 文本分析法是一种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内容分析方法遥 它可以通

过文本深入到文本背后所蕴含的内容袁 并透过文本话语揭示政策过程中价值冲突和选择的过

程遥文本分析最初来源于信息科学袁后来逐渐成为社会学领域的研究方法遥在政策研究领域袁文
本分析通常作为重要工具来分析政策文件以获得政策制定者的知觉重点遥 在政策文本中袁文字

的使用频次反映了文字使用者对事务重视程度与认知变化遥 正式文件作为重要文本袁与具体决

策存在紧密关系袁 文字中关键词的频次统计可作为决策者认知集中度或重要性的指示器遥 因

此袁可以通过抓取文本中的关键词袁分析其在文本中的频次袁分析政策制定者的知觉重点遥
渊三冤研究样本的选取

考虑到地方政策通常具有地域性袁本研究所采用的创业教育政策仅限于国家层面颁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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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文件遥 研究样本采用 2001 年来国务院及中央各部委颁布的代表性创业教育政策文件遥 经

过收集与遴选袁最后选定代表性文本 7 份袁如表 1 所示遥 为保证研究的信度和效度袁研究样本

全部为公开的尧关联性强的政策文本遥
表 1 2001-至今中国创业教育政策文本一览表

渊四冤研究变量的界定

本研究以政策文本为研究对象袁借鉴国内对教育政策价值结构研究的主流观点袁从符号

价值和实体价值两个维度出发袁分别对不同价值变量赋予操作性定义袁相关价值变量的操作

性定义如表 2 所示袁并对应于文本中相关标志性词语渊关键词冤遥
表 2 价值变量的操作性定义

资料来源院根据参考文献[6]整理遥

三尧研究过程与结果

本研究以前述所选的代表性政策文本为基本分析单位袁根据表 2 中创业教育价值变量的

操作性定义袁计算出创业教育政策价值结构的各维度及关键词的频次袁计算出其在总价值中

渊1冤
渊2冤
渊3冤
渊4冤
渊5冤
渊6冤

渊7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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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占的比例袁并进行排名袁然后针对不同阶段进行合并袁从而得出中国创业教育政策对各价值

维度的关注度袁以及不同阶段创业教育的价值结构遥 研究结果如表 3尧表 4 所示遥
表 3 2001至今中国创业教育政策价值结构表

表 4 不同阶段创业教育价值结构表

考虑到本研究选择样本为小样本袁且样本虽为定量数据袁但不清楚分布形态袁因此袁选用

非参数检验方法袁来分别验证两个发展阶段的创业教育政策文本在实体价值和符号价值方面

的差异是否显著遥 本研究提出如下两个假设院
假设 1院H0院两个发展阶段的政策文本在实体价值上总体分布相同曰

H1院两个发展阶段的政策文本在实体价值上总体分布不同遥
假设 2院H0院两个发展阶段的政策文本在符号价值上总体分布相同曰

H1院两个发展阶段的政策文本在符号价值上总体分布不同遥
选用极端反应检验渊Moses test of extreme reaction冤方法袁得到的非参数检验检验结果如表 5所示遥

表 5 不同阶段创业教育政策价值结构差异的非参数检验结果

备注院设定显著性水平为 匮=0.05遥

次 次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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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5 可以看出袁设定显著性水平为 匮=0.05 的情况下袁两个假设均为 P=0.000,显然袁都拒

绝了零假设袁由此说明院两个发展阶段的创业教育政策文本袁在实体价值和符号价值上都存在

极其显著的差异遥
四尧研究结论及对策建议

渊一冤研究结论

1.创业教育政策对实体价值的整体关注度远高于符号价值

如表 4 所示袁 在中国创业教育政策文本中实体价值出现的频次远高于符号价值遥 实体价

值出现 512 频次袁占文本价值频次总数的 82.98%曰符号价值出现 105 频次袁占文本价值频次总

数的 17.02%遥 从表 5 可以看出袁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创业教育政策的实体价值的各价值变量

普遍高于符号价值的各价值变量遥
从两个阶段的创业教育政策价值比较可看出院在两个阶段对实体价值的关注均高于对于

符号价值的关注袁 如图 2 所示曰 知识价值呈上升趋势袁 在第一阶段袁 知识价值占总价值的

34.52%曰 在第二阶段袁 知识价值占总价值的 36.02%曰 经济价值呈上升趋势袁 在第一阶段为

17.86%袁而在第二阶段上升到 20.64%曰技术价值呈下降趋势袁从第一阶段的 23.81%下降到第

二阶段的 10.13%曰权力价值却成上升趋势袁从 1.19%上升至 16.51%袁如图 3 所示遥
由此可见袁政府在各阶段创业教育政策文本中袁对实体价值的关注呈递增趋势袁这反映了

政府在推进该项工作方面的决心和工作力度遥 但各阶段政策文本中对符号价值的关注则远远

落后于实体价值遥 值得注意的是袁在第二阶段对符号价值的关注呈现下降趋势袁这提醒相关行

政部门在通过政策制度推进创业教育过程中袁应该加强对创业教育内涵和规律的深入系统的

研究遥

图 2 不同发展阶段创业教育政策实体价值和符号价值的关注度

2.对实体价值的关注更多集中在知识尧经济尧权力和技术方面袁对福利的关注极为薄弱

从表 3尧图 4 可以看出院从 2001 年至今袁在中国创业教育政策实体价值中关注最多是知识

价值袁出现 221 频次袁占 35.82%曰其次是经济价值袁出现 125 频次袁占 20.26%曰接下来是权力和

技术价值袁福利价值关注的最少遥 在不同发展阶段袁创业教育政策对实体价值中知识价值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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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始终居于首位袁并呈现递增趋势袁如图 4 所示遥 这反映了中国在创业教育促进政策中袁始终

将知识作为首要要素予以重视曰随着创业教育的推进袁在政策中对经济要素的关注呈现递增

趋势袁对权力的关注尤其呈现剧增态势袁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对技术的关注出现明显下降趋势袁
对福利的关注则始终处于最低水平袁而且在第二阶段呈现下降趋势遥

图 3 不同发展阶段创业教育政策的实体价值特征

图 4 2001至今中国教育政策文本不同类型价值变量频次百分比分布

图 5 不同发展阶段创业教育政策的符号价值特征

3.对符号价值的关注更多集中于规划目标袁对专有称谓和荣誉等的关注极为薄弱

从表 3尧图 5 可以看出袁中国自 2001 年至今的创业教育政策符号价值中袁频次最多的是规

划目标袁出现 83 频次袁占 13.45%曰其次是意识形态袁出现 14 频次袁占 2.27%曰专有称谓和名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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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少遥 但与第一阶段相对比袁第二阶段对规划目标的关注呈下降趋势袁其原因可能是经过一段

时间的探索实践,大家对创业教育的规划目标有更多了解袁政策文本的价值关注重点开始向更

内涵更深入的方面转移遥
渊二冤对策建议

中国的创业环境具有一定特殊性袁在制定和实施创业教育政策时必须予以充分考虑遥 野科
学的宏观调整袁有效的政府治理袁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冶 [9]袁这一点同

样也应该成为创业教育政策的出台的宏观要求遥 对于创业教育政策来说袁也应该体现出政府

在职能转变中的作为袁以及行政管理方式的创新程度遥
1.适度保持或强化创业教育政策的实体价值袁发挥政府主管部门的行政推动和保障作用

创业教育是一个需要教育和社会尧经济尧政治等相关系统协同合作的系统工程遥 基于中国

国情袁现在乃至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袁创业教育政策应继续保持甚至继续加强权力和经济方

面的关注袁发挥政府在创业教育推广过程中的政策引导和条件保障作用遥 政府通过设立大学

生创业绿色通道尧提供相关税收优惠政策尧提供资金支持尧设立大学生创业项目等措施鼓励大

学生创业活动袁同时也需要增强创业教育政策的系统性尧协同性袁加大创业教育政策的监控力

度袁对创业教育政策的具体落实情况进行监督和评估[10]遥 未来适当时候袁在形成相对成熟的创

业教育环境与氛围之后袁政策对权力价值的关注可适当弱化袁并逐渐放权给教育机构尧知识智

力群体和创业者本身遥
2.在创业教育政策中袁需适当加强对符号价值的关注袁促进创业教育政策向专业化发展

创业教育政策的符号价值有其独特作用袁符号价值很大程度上不仅决定了实体价值实现

的范围和程度袁同时也影响了实体价值在政策文本中配置和话语表达方式[6]遥 从某种意义上

看袁教育政策的出台就是不同意识形态博弈的结果遥 由此可见袁符号价值在教育政策中占有举

足轻重的地位遥 因此袁中国未来的创业教育政策出台需对符号价值应给予更多重视袁加强对意

识形态的引导遥 在继续关注规划目标基础上袁特别加强对专有称谓和荣誉等等的关注袁促进创

业教育政策向专业化发展袁提高创业教育政策在提升学生的创业意识尧创业动机尧创业成就感

和价值体验等方面的引导作用遥
3.加强创业教育课程建设袁培育创新创业教育师资

在中国高校目前开展的创业教育中袁从清华大学尧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高校采用引进开

发尧试点探索袁到整个高等教育的积极探索袁创业教育取得了长足进展遥 创业教育在人才培养

的重要性得到普遍认同曰很多高校将创业教育纳入学分管理袁积极开发创业教育课程曰结合

专业教育将创业教育融入人才培养过程中袁开展形式多样的创业实践活动等等遥 但从世界创

业教育发展经验来看袁中国创业教育整体上还处于起步阶段袁缺乏适合中国国情的创业教育

课程和立足于学校的校本课程袁缺乏吻合社会实际的创业教育实践活动袁缺乏讲授创业教育

所需的知识尧 能力和态度的教师队伍遥 这使得创业教育并没有真正融入到学校教学体系之

中袁多数学校停留在就业指导层面上袁往往通过设立几门创业相关理论课程袁通过以大学生

社团活动为载体袁通过开展创业讲座尧创业设计尧创业大赛等形式强化创业教育袁这使得学生

难以深入领会创业教育的内涵袁难以培养创业者应具备的素质和能力结构遥 这些问题都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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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教育政策在知识和技术层面予以重视遥 对于政府来说袁应鼓励学校采取各种有效措施袁
促进创业教育的内涵发展遥 对于高校来说袁应创新管理体制袁设立创业教育专门机构袁加强创

业教育课程建设袁培育创业教育师资袁帮助教师提升创业教育教学水平和技能袁鼓励教师到

企业兼职袁鼓励企业家及管理人员到学校兼职袁建立一支专兼职结合的高水平的创业教育师

资队伍遥
4.鼓励利益相关者参与创业教育袁建立适合创业教育发展需求的支持体系

虽然中国创业教育走过了十多年的历程袁创业教育政策从粗放到相对系统推进阶段的发

展袁创业教育在量上有了长足进步遥 但就目前形势来看袁大多数高校创业教育效果并不明显,相
对于美国的创业教育与来说袁资金瓶颈是目前大学生创业的一大障碍[11]遥创业教育本身是一个

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教育袁需要政府尧大学尧企业尧教师等的多元主体参与遥 从未来创业教育

来看袁仅仅政策制定方面的支持是远远不够的袁还需要逐步建立起适合创业教育发展需求的

支持体系袁采用多种措施鼓励利益相关者参与到创业教育中袁形成良性发展的创业教育支持

环境遥 一方面袁政府需要成立专门创业指导机构袁实施教师和学校发展保障机制袁使行业尧企业

能积极自愿的参与到创业教育中曰另一方面高校需要依托校企联盟尧创业园区尧大学生校外实

践基地等袁开展市场调查尧成果转化尧项目设计等创业实践活动遥
5.在不同层次袁不同类型教育中开展创业教育袁建立各种教育有机衔接的创业教育体系

创业教育不仅仅是促进就业的教育袁更是以培养学生创业意识尧企业家思维和企业家能

力为目的的教育袁是培养学生创业精神尧提升国家竞争力的重要途径遥 通过创业教育袁不但可

以提高学生创业意识袁让学生掌握企业运营相关知识和技能袁而且可以培养学生将创意转化

为行动的能力袁包括创造力尧创新和风险意识袁以及通过计划尧管理达成目标的能力遥 创业教育

培养的能力是一种通用能力袁是所有人都需要掌握的能力袁也是建设创新型国家需要的能力遥
因此袁创业教育不但涉及高等教育袁而且涉及基础教育尧中等教育尧职业教育尧高等教育袁以及

继续教育等袁政府需要对创业教育进行统筹设计袁采取多种措施建立创业教育体系袁出台相应

政策鼓励各种教育参与创业教育中来袁同时注意不同教育之间创业教育的衔接等袁为建设创

新型国家打下坚实的基础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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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policy is formed in particular value and standard and this value
and standard have an important impact on its effectiveness. According to analysis of research information, it
is found that the integral value of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policy includes physical value and symbolic
value. Physical value includes economy, authority, knowledge, technical, welfare; and symbolic value
includes proprietary title, reputation, ideology, planning objectives, and so on. According to the text of China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policy documents from 2001, conclusion is drawn from physical value and
symbolic value: in physical value of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policy, it concerns more on knowledge,
economy, power and technology than others; in symbolic value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policy, it gives the
most attention to planning target; government pays more attention to physical value than symbolic value;
policy values shows different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in different stages. Finally, suggestions include five
points. Firstly, the physical value should be maintained or enhanced, and the government departments should
play the role of functions in promotion and protection. Secondly, more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symbolic value to promote the specialization of entrepreneurship policy. Thirdly, people should develop
entrepreneurship curriculum and cultivate teachers of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Fourthly, people should
encourage the stakeholders to take part in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nd construct the supporting system
that adapts to the need of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development. Lastly, people should hol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n different levels and different types of education, and people should construct
the system of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on different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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