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企业管理人才的专业创业一体化教育 

文/王铁生 

   创业就是创造新事业，是在不拘泥于当前资源条件的限制下对于机会的捕捉和利用。20世纪
90年代以来，我国正逐步进入创业经济时代。如果说传统经济以零和博弈你胜我输为基础，强调时
刻规避风险；新经济的基础则是双赢博弈，看重如何在动态复杂环境中识别把握机会，强调理性的
冒险。1985年，著名管理学家彼得·杜拉克在《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中预言，未来经济增长将不再
以现有业务的增长为基础，而是以创新为动力。管理者不仅必须学会对创新业务的管理，还必须学
会管理创新型组织。管理者将面对与曾经熟悉的经营环境完全不同的新形势，面对一个由创新和创
业精神主导的新社会。 
   创业精神是一种特殊的思维倾向，一种独特的世界观，一种积极的冒险精神以及自我实现和
完善的终极手段。企业家精神的深处隐藏着进取和创造的欲望，对自主与独立的向往，并且通过永
不疲惫的努力工作，大胆而谨慎的冒险，永无止境的创新和坚忍不拔的毅力使自己成为企业家梦想
的化身。 
   中国现有的管理教育有重大的缺陷，缺乏创业精神教育的功能，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扼杀了创
业精神。表现在：管理理论的发展主要以大企业的管理实践为基础，管理教育侧重于为学员提供在
现存大企业中开展管理工作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并围绕职能(如计划、组织、领导、控制等)或者
功能(生产、营销、财务、人事等)展开、细化，管理理论和方法被割裂开来。从某种意义上说，管
理教育是在为把学员培养成优秀的职业经理人而努力，而这样的学员只适用于那些拥有确定产品和
市场的大公司。在开展创业教育过程中，还有不少人把创业课程作为整合性课程看待，将其设计为
职能管理知识的累加，这同样是不科学的。创业与新创建企业管理需要有相对独立的理论体系支
持，中小企业的管理也不是一般企业管理知识在中小企业领域的翻版。由此，我们提出现代管理人
才的“专业创业一体化”教育理念。这一理念涵盖的主要内容有： 
   第一，转变教育观念：我们的理念是管理教育必须实现从“守成教育”向“创业教育”的转
变。将专业教育与创业教育有机融合在一起，不仅仅是为了培养创业人才，更是希望学员学会如何
主动地获取新知、创造新知，并通过有效地配置自身的各种资源，将知识转化成现实的个人和社会
价值，最终实现知识的最大效用。 
   第二，确立培养目标：专业与创业有机融合的教育，其目标有两个：一是增加学员对新创事
业的创始与管理过程的认知与了解，二是增加学员对创业生涯的职业选择的了解。其教育重点有三
个：其一是培养学员对创业机会的识别、评估和捕捉能力；其二是培养学员掌握和运用管理知识与
技能创建并管理新企业、新事业，使机会转化为商业利润和社会价值；其三是培养学员应对不确定
性环境的能力。 
   第三，整合课程体系：专业与创业有机融合的教育其课程设置模式强调以创业精神为核心向
管理职能活动的渗透，并结合新创企业特性与已有企业特征形成基于创业导向和基于公司型创业的
具体课程内容，在实现培育学员识别把握机会、创新变革等企业家能力同时，教授学员应付不同实
践需求的特定技能。从课程内容侧重点看，可分为理论导向型课程与实践导向型课程两类。理论导
向型课程旨在培养创业精神方向的理论思维能力、研究能力；实践导向型课程旨在培养学员对新机
会的识别、评估、捕捉和应对不确定性的实践能力。 
   第四，创新教学方法：与传统经管教育相比，我们的教育模式强调理论与实践互动、灵活多
样的授课方式，以期基于现实模拟的教学方法逐步锻炼学员的企业家能力。主要应采用的教学方法
如下：组织学员团队设计并推荐商业计划书，进行商业模拟练习；邀请成功创业者向学员讲授现实
创业的经验，以加深学员对创业过程的理性认识；组织学员进行个案分析，以提高学员的理论水
平；鼓励学员演讲，以锻炼学员的表达能力与沟通能力，并逐步培养说服他人的谈判技巧；组织学
员完成企业课题，如投资管理公司，使学员了解资金获取渠道与技巧；定期的课程研讨会和文献探
讨，以促进学员对相关理论知识的掌握。逐步由单纯的创业导向教育模式拓展为以培养具有创新
性、创造性与理性承担风险能力的适应新经济时代的管理人才为核心的教育体系。 
   第五，培育师资队伍：新的人才培养模式强调培养学员识别把握机会的能力、创新能力与应
对不确定环境的能力，这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识别机会、创新以及应对不确定环境这些行为
本身就蕴涵大量的不确定性因素，它需要敏锐的洞察力与以动制动的快速反应能力。这决定了教学
内容必须贴近实际，若没有深刻的实践体验，教师不可能形象传递变动中求规律性的知识内容。因
此，具有实践管理经验甚至是已创办企业的教授将成为创业精神教育的主体。 

 



   第六，完善实践教育体系：完善辅助课堂教学的实践环节，保证知识点试验、课程试验，保
证课程实习与专业实习，做好毕业设计。建立创业实验室，创办大学科技园，营造校园创新氛围，
举办丰富多样的科技创新活动，诸如举办创业大赛，组织学员社会实践，与创业者交流，开展拓展
训练等等（作者系衡水学院经济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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