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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创新教育对我国创业教育的启示 ①

易琳琅
（湖南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湘潭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知识经济”“全球化”“信息时代”这些新名词都标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的大学所
置身的社会环境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面对创新和创业，传统研究型大学面临着一次历史性转变。创业已成为经济发

展的强大推动力，高校有效开展创业教育对培养具有创业意识和创业能力的创新型人才具有深远的意义。以新加坡成

功的创新教育为研究对象，通过比较分析提出改进和完善我国高校创业教育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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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新加坡创新教育发展历程
在亚太地区，新加坡是早期进行创业和创业教育的

国家，并在创业与创业教育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和实

质性成功。城市岛国新加坡，国土面积狭小，自然资源匮

乏，最重要也是仅有的就是人才资源。因此，培养创新人

才和发展先进科学技术对于有效提升国家经济实力和促

进国家经济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创业、创业教育

与新加坡经济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１９６３年新加坡脱离
英国殖民统治，１９６５年独立之初，为解决突出的就业问
题，新加坡政府成立了经济发展局，针对所处经济状况推

行了一系列经济发展战略。

新加坡政府从国家利益角度出发，以竞争性国际市

场为舞台，坚持走开放型经济道路。面对国际市场的巨

大压力，政府加强了技术的改进与效率提高的动力，促使

国家经济向更高层次发展。１９９７年亚洲金融风暴席卷东
南亚，以外向型经济发展的新加坡也遭重创，经过这次金

融危机，让新加坡政府意识到单单靠与跨国企业合作、扶

持和促进本地企业发展只是权宜之计，对促进国家经济

长远发展并非解决之策。促进国家经济发展并保持活

力，必须深化改革，鼓励创业。新加坡还积极开展高校创

业教育，创业教育得到了迅速发展。有政府的大力支持，

新加坡高校与国外知名学府合作先后建立了海外分

校［１］。新加坡－麻省理工联合体于１９９８年成立，得到了
新加坡政府的巨额赞助［２］。这是一个相对固定的研究联

盟体，旨在更好地实现大学的社会服务功能。新加坡高

校从研究型大学向创业型大学转型，不仅满足国家需要，

为国家和企业重大决策提供咨询，并进行科技成果的转

化、孵化，兴办知识企业，带动国家经济发展［１］。随着新

加坡政府的大力改革，在过去十年中，新加坡高校创业教

育逐渐形成一套完备的体系并取得了丰硕成果。

２　新加坡创业教育之成功经验
创业教育始于１９６０年，主要在欧、美等发达国家，亚

洲国家创业教育起步较晚，当前，新加坡是创业教育成功

典范。在新加坡，不论是政府还是高校、企业都非常重视

创业及创业教学。

２．１　办学国际化
新加坡国立大学以其卓越的全球化知识和独特的亚

洲视角，为教学和科研提供了重要平台。有效抓住新加

坡国立大学综合性大学的优势，学生可以通过跨学院、跨

专业等方式来修读不同领域的课程，此外，新加坡国立大

学还为挖掘学生潜能提供特别项目。百余国家的３万多
名学生慕名来到新加坡国立大学，将他们当地的文化和

思想理念注入到这个国际化校园中，使校园生活多姿多

彩，活力四射。新加坡国立大学与世界著名学府建立了

合作关系，如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

的伯克利分校等。此外，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海外学院运

作方式也很有意思，其分别与斯坦福大学、宾夕法尼亚大

学、复旦大学、瑞典皇家技术学院和印度科学研究院合作

共同建立了硅谷分院、生物谷分院、上海分院、斯德哥尔

摩分院和加罗尔分院［３］。跨国办学模式本身就是一种创

业实践，是值得我国高校借鉴的一种创业教育和创业实

践模式。

２．２　教学设施、教学理念现代化
新加坡国立大学注重教学质量，拥有现代化的教学

设施。随着ＩＢＭ计算机系统的建立，计算机已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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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学过程中。学校计算机中心有十万台计算机，教师

和学生可以在任何时候使用。学校还建立了现代化实验

室，鼓励学生实践。为了培养学生收集、汇总、整理和使

用知识与信息的能力，教师通常利用启发式实验、设计作

业、开卷考试等方式进行教学。选修课于１９９０年７月在
二年级学生中实施，旨在拓宽学生视野，扩大学生知识

面。为适应社会、经济和科技事业发展的需要，该校不断

改革课程设置，同时增设新专业。为了培养学生适应分

子生物学和生物工艺学发展需求，理学院于１９９０－１９９１
学年新开分子与细胞生物学、发展与系统生物学两门课

程。随后，人文科学院针对本科生，增加了语言学、欧洲

研究和东南亚研究等课程，针对研究生教育课程，则增加

了经济学和汉语言研究课程等。

２．３　教师专业化
为培养具有全球思维的人才，打造拥有国际理念的

专业化师资队伍，积极开展创业教育，重点之一是与发达

国家之间的合作，新加坡国立大学与澳大利亚、法国、英

国、美国、日本等国家的大学进行了深入的创业教育交

流，此外新加坡国立大学还派出教师参与学术人员交流

计划到国外进行创业教育方面的专门进修［３］。另外，还

有很多发达国家创业教育方面的专家、教授都是高薪从

全球范围内聘请的。目前，外籍教师在新加坡国立大学

教师队伍中占据一半。教师队伍的专业化保障了新加坡

高校创业教育的高质化。

２．４　创新成果产业化
新加坡国立大学十分注重营销创新，鼓励教师和学

生根据已有的创新成果创立公司，形成技术产业链。在

１９９７年之前，新加坡国立大学总共建立了９家科技企业，
１９９８年到２００１年，每一年新创立的科技企业达到１０家
左右，２００３年到２００５年，新技术企业达２０多家，发展很
快。学校还设有商务中心，包含四个功能模块：创新创业

研究、创业教育、创业发展和风险支持。国立大学还在校

内举办各种创业活动，如：学校于１９９９年开始举办商业计
划竞赛，到２００６年，已促成５０多家新兴企业的成立［１］。

高校与政府、企业的紧密联系与合作，形成了一个固定的

产学研联合体，为创新成果的市场化、产业化提供了良好

的发展环境。

３　对我国高校创业教育的启示
３．１　开拓思维、转变观念，注重创业教育的开展

首先，与国外创业教育发展相比，我国创业教育起步

晚，对创业的认识多数停留在当老板赚大钱的观念上。

当下我国高校教育仍以传统理论教育为主，培养出来的

学生其特征为思维标准化和知识无活力化，自主创业不

被学生关注与重视。就创业教育的实施者而言，教育管

理者自身缺乏创业经验与创业教育经历，难以真正理解

创业教育对人才素质培养的内在价值，因而在推动创业

教育的发展上停滞不前。就创业的教育对象而言，功利

性的价值观占据着许多人的思想阵地。其次，我国综合

性大学专业齐全，但是专业分配平均，没有重点研究领

域，导致创业不能有效集中开展。新加坡政府推行“教育

必须配合经济发展”的方针，在实践领域中开展高等教

育。在学科设置上不吃大锅饭，不是让每个专业都均衡

发展，而是发展那些与国家建设和持续发展密切相关的

学科。我国高校应借鉴新加坡创业教育的成功经验，依

据国内经济现状与国际经济变化发展的要求，抓重点进

行发展研究而不是每个专业平均撒网分配，这样的教育

不能培养出具有创新精神的学生。高校应调整并完善创

业教育课程，鼓励学生跨专业学习，采用灵活的教学方式

并开设国际性课程，如：战略创新、商业融资、企业风险管

理、领导与人际交往能力等课程，旨在培养具备战略眼

光、熟悉并适应不同国家环境、具有创业知识的高水平创

新复合型人才。

３．２　建立专业化师资队伍，加强创业教育理论与实践
研究

教师是高校创业教育的关键因素。目前中国的创业

教育师资不足，而且知识结构不能适应创业教育的要求。

另外，缺少本土化好教材，创业教学教材的选择比较随

意，造成学科系统性和严谨性缺失［３］。因此，高校可以采

取“走出去”与“请进来”的措施，选派优秀的教师去创业

教育发达的国家参加学术人员交换计划，学习国外成功

的创业教育经验，同时，还应鼓励教师多参加企业咨询、

研发与管理等方面的实践活动，增加其实践经验；另一方

面，加强与国外高校的合作，高薪聘请企业、政府和国外

的成功企业家、咨询师、创业投资者等担任兼职教师。还

有，高校可借鉴国外高校优秀创业教育课程教材，并根据

国内经济发展趋势，编写本土化创业教育教材，为学生提

供优质的创业教育教材。

３．３　构建健康创业生态系统
２００５年麻省理工学院提出“创业生态系统”观念，重

视创业所需的环境。健康的“创业生态系统”一是保障其

具有与众不同之处，而不需要照搬和模仿其他创业环境；

二是政府对创业的阻碍最小化，但对创业者的支持和失

败的容忍最大化；三是积极鼓励和邀请投资者参与新的

项目，而不是盲目投资；四是政府、大学和企业积极支持

创业，但不是直接给予创业理念。新加坡高校的创业教

育就是在良好的创业生态系统中健康成长与发展的。创

业教育并非仅仅是学校的教育活动，创业教育可以为大

学生更好地创业打下基础，因此，我国政府、高校、企业应

形成三方合力，构建良好创业生态系统，为创业者创业创

建所需要的环境，培养更多具有创业意识与创业精神的

优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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