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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就业市场竞争激烈，毕业生面临着很大的挑战，创新创业无疑是缓解就业压力的一剂良药，而如何提高

学生创新创业的能力，则是当前各个高校开展创业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高校要想让毕业生能够顺利转

变角色融入社会，势必离不开与企业之间的沟通合作。作为创业教育发展更为成熟的以色列，自然是我

国高校很好的学习和借鉴的对象，以色列创业教育是由政府、企业和高校三者共同构建，呈现出“三位

一体”的特点。希望以色列成功的校企合作经验能为我国高校创业教育的开展提供有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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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mpetition in the job market is fierce, and graduates are facing great challenges.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is undoubtedly a good medicine to relieve employment pressure. How to 
improve students’ ability to innovate and start a business is the top priority of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n variou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want graduates to suc-
cessfully change their roles and integrate into society, they must be inseparable from communica-
tion and cooperation with enterprises. In Israel, where the development of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s more mature, it is naturally a good object for Chinese universities to learn and learn 
from. Israeli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s jointly constructed by the government,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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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universities, show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 “trinity”. It is hoped that Israel’s successful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experience can provide useful inspir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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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从 2014 年李克强总理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发起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倡议以后，全国各地

广泛传播了“创新创业”的理念。在当前的“就业难”大环境下，这一理念成为了推动就业的一盏明亮

的指引灯。顾名思义创新是创新创业的特质，创业是创新创业的目标，而能否通过教育的形式来提高人

们的创业成功率便成了高校的研究目标。国内一些高校根据现实需求纷纷尝试开设创业教育相关的专业

方向，甚至是创新创业的学院，希望能够增强高校毕业生的创新创业能力。尽管高校积极回应国家倡议，

投身于创业教育的推广，但我国创业教育依然处于“探索阶段”。由于教育经验和专业师资的不足，以

及课程体系的不完善，高校创业教育亟待学习和改进。尽管以色列是位于贫瘠地区的小国，但其创新成

功率、创新成果转化率和创业项目的生存率均令人瞩目。因此在近年来，我国学界开始关注以色列的创

业教育，也有了一定的研究成果。本文旨在整理现有的以色列创业教育的研究成果，根据政府、企业和

高校“三位一体”的特点来呈现。 

2. 以色列政府在创业教育中发挥的作用 

2.1. 政策的支持 

在以色列，政府在创业教育中担任指导者和协调者的角色。早在 1984 年，以色列就制定了《鼓励产

业研究与研发法》，以促进政府和私营企业之间的紧密合作，推动创新发展。政府不仅推进了促进创新

的政策，还重视创新思想的培养。为了培养创新思维，政府在系统化的政府框架内采用了企业运营管理

模式，要求各级官员按照层级管理并从各自的领域开始促进创新文化的发展。曾智(2017)在研究中指出，

以色列政府在其高校校企合作的工作中扮演着重要的地位，政府制定政策保护市场，以创造机会，提高

大学创业项目的生存率。此外，政府提供稳定的财政支持，以刺激其他资本注入，进而创造更多商业机

会。同时，政府通过出台《投资促进法》并且不断完善相关法规保障投资人的权益，鼓励外部风险投资

市场为高校创业项目投入资金，以促进高校创业项目的发展。另外，国家也强化了国家项目对于校企合

作的影响，国家项目由各个部门专家共同制定，提高可行性降低风险性，使项目具有稳定产出的优势，

进一步吸引外资进入校园创业[1]。苏晓华(2011)在研究中着重介绍了以色列政府通过给予充足且稳定的

财政投入来促进创新创业项目的开展，其中 85%的研究经费由政府承担，企业仅需承担其中的 15%，这

无疑为外资的投入打入了一针强心剂，降低了企业投资的风险，极大的吸引了外资的注入[2]。政府与企

业共同承担科研经费损失，这样促使企业创业没有后顾之忧。政府、企业、高校及其他科研机构都非常

注重科研经费的分配和使用，因为这直接影响到科技创新的发展。为了鼓励创业和创新企业的成长，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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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可以通过提供资金支持和税收减免等政策来帮助它们获得必要的资金。同时，企业也可以通过借款来

获得资金。为了循环使用资金并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政府、企业和高校可以积极推广技术转移和 TTO
计划。技术转移是指将高校和科研机构研发的技术转移给企业，并将专利技术的所有权和使用权进行规

范化管理。而 TTO 计划则是指在高校设立专门的技术转移机构，帮助高校将研发成果与企业联系起来，

促进科技创新的转化和产业化。 

2.2. 对于高校的扶持 

对于高校的扶持，以色列政府在教育支出和高校自主权方面给予了充分重视。自 2003 年以来到 2014
年年末，以色列从欧盟的第七次研究和创新框架项目中共获得了 87,560 万欧元的资金，其中 70%流向了

大学[3]。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报告显示，以色列在高等教育排名中位列第三，得分甚至超过美

国。充足的资金和充分的自主权毫无疑问是以色列高校创业教育成功的关键[4]。因此学校应该有能力支

付外部项目的费用，例如创业项目。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的教育系统允许校长从预算中支付外部课程

费用。学校管理层决定如何使用学校预算，而非受教育部等上级机构约束。这种方法赋予校长自主权，

并使他们能够提高学生在认为重要的科目上的水平。外部课程由教育部审查，一旦获得批准，学校就可

以教授这些课程。陈晓翠(2021)也关注到了在高校成人教育中，政府开展了各种文化活动，激活公众对于

创业的热情和关注。大力支持民间创业服务机构，促进创业者俱乐部等机构成立，以此为基地，使有创

新想法的人凝聚起来，相互碰撞产生思想火花[5]。 

3. 高校在创业教育中的措施 

3.1. 师资建设 

苏晓华(2011)在对以色列高校创业教育的师资配置中发现，以色列高校已经形成了“全员创业、实战

为本、国际视野”的独特风范。特拉维夫大学有三分之二的教师是外籍的师资，创业教育更是学校全部

专业的必修课；以色列理工学院的教师中，既有诺贝尔奖获得者、知名科学家，也引入了许多在以色列

国内和全球具有代表性的企业家、杰出创业者作为大学的创新创业教席[2]。同时，以色列高校重视挖掘

国际人才，为了吸收各国优秀人才，还特地成立了科学移民中心[6]。赵建华(2019)在研究中也发现了，

以色列高校创业中心指导教师由校内外两部分组成，他们共同的特点是专业能力强、相关工作经验丰富，

对创业有热情[7]。以色列大学为教师提供了灵活的工作机制，大学教授同时是多家初创企业创办者或合

伙人的现象十分常见。另外，以色列部分高校在创建创业中心时，是由校外的公司重组而成的，例如 2001
年希伯来大学成立了创新创业中心 Asper，2012 年该中心由希伯来大学科学院与商学院、伊斯姆科技转

移公司重组为希伯来大学创业中心。该国的高校教师们在政界和商界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以色列高校

教师们凭借自身的经验和优势，致力于将传统理论教学真实化，并通过易于理解的方式让学生更好地理

解知识。政府和企业也积极支持以色列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政府为教学资源的提供投入了大量的资金，

并与企业展开校企合作，共同推动以色列高等教育的创新和发展。高校教师们也深知自己的社会责任感，

注重培养学生的商业敏锐性、创新创业能力和实践动手能力，以适应快速变化的社会发展。在以色列的

高等教育中，教师们注重将课程与实际应用结合起来，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应用所学知识。这种注

重实践的教学方法，培养了许多具有实际操作经验的毕业生，他们在各自的领域中表现出色。因此，以

色列高校教师们的教学方法不仅有助于学生的学术成长，同时也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8]。意外的是，

以色列高校也会邀请创业失败的创业者来高校分享经验并且认为失败的经验同样值得参考，能够给予学

生更加直观现实的创业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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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设立相关机构 

不仅仅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王媛(2020)发现以色列许多高校均成立了研发机构，并且与企业设立的

研究机构不仅在研发项目上相互合作，也为企业的研究机构提供了充足的人才储备。另外，以色列部分

高校在创建创业中心时，是由校外的公司重组而成的，例如 2001 年希伯来大学成立了创新创业中心 Asper，
2012 年该中心由希伯来大学科学院与商学院、伊斯姆科技转移公司重组为希伯来大学创业中心[6]。值得

一提的是以色列高校的科技成果转化平台，以色列各大学早已摒弃了以发表论文为主的科研评价指标，

而转向由基金和私人投资为主要股权结构、商业化模式运作的技术转移或创新中心所产出的科研成果孵

化、高新技术转化、创新人才培养和中小企业培育为主的科研评价指标体系。 

3.3. 让企业参与其中的课程构建 

上文提到以色列高校普遍在创业教育的师资选择上偏向于有实际经验的各行各业从业人员，不光如

此，一些以色列高校在创业教育课程设置上也有其独特之处。赫兹利亚研究中心的“up start”项目中，

通过强调多种工具、方法和技术，并与行业导师紧密合作，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并且在结课时要求学

生提交自己的创业计划，与来自企业的导师密切沟通，将自己的创业计划推进到执行层面。在“Zell”项

目中，高校通过举办校友会等活动加强往届毕业生和在校学生的联系，选拔富有创业经验的毕业生来学

校举办讲座以及提供给在校学生一些实际性的创业方面的帮助。同时，赫兹利亚大学也通过与众多企业

的合作，为一些成绩优异的学生提供各个领域的实习岗位，学生的项目成绩由企业的实习主管进行绩效

考核[9]。 
在阿德尔森创业学院，除了上文提到的“up start”项目和“Zell”项目之外，还有“IDCHUD”项目，

该项目是一个额外的学术框架，为创业学生提供各种内容，例如实践研讨会、讲座以及来自学术界和行

业的顶级导师的指导课程。参与的学生获得对专业工具、应用知识的体验式学习，借此促进他们的创业

能力以及他们的专业发展，该项目的特别之处在于与大规模网络研讨会不同，IDCHUB 的重点是分享个

人经验、重视反馈和参与。因此，每次会议可以注册的学生人数相对较少，并且限制在 40 名学生以内，

每个学生可以拥有 30 分钟的咨询时间，讲师也会在后续跟进学生的进展[10]。不仅如此，一些高校还定

期或不定期邀请科研人员到实验室分享研究进展，行业专家分析行业趋势，企业家介绍市场需求，填补

科技成果转化领域供需信息不对称的局面，使学生可以紧跟时代变化，洞悉市场行情和行业趋势，为技

术研究增长知识和捕捉灵感，完成创新创业的规划。这种求实的教学理念促进了专业教育与创新创业教

育的融合，拓宽了学生在专业领域创新创业的视野[11]。 

4. 企业在创业教育中扮演的角色 

部分企业积极与以色列高校合作，主动为在校学生提供实习机会，免费培训以增强其创业能力。例

如，阿德尔森创业学院的“CO-OP”项目为学生创造了独特的机遇，使他们能在学习期间参与创业公司，

亲身体验创业过程[12]。以色列大学技术转化平台培育的初创企业以新技术研发为主要方向，注重专利申

请、风险投资和产业化，通过创新创业的有机结合不断提高创新成果转化的效率。以色列资本市场的资

金充裕、集中度高，而且投资方向和领域比较明确，为潜力产业的快速发展和市场对接提供了良好的条

件。因此，以色列资本市场在推动产业结构调整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8]。在以色列，投资机构、创业咨

询机构、律师事务所以及其他创业相关设施通常位于大学附近，甚至设于大学科技园内。此外，一些大

型工业机构与高校保持密切联系。因此，大学生创业时能更便利地获得物资资源和人际网络资源。公益

组织的活动弥补了政府政策和企业行为的薄弱环节，缓解了大学生创业资源短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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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研究小结与展望 

在以色列成功的创业教育背后，政府、高校和企业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相较之下，由于中国创业

教育起步较晚，部分国内高校的创业教育在广度和深度上仍有所不足。这不仅体现在师资配置上，缺乏

来自企业的专业人才，同时课程设置也较为刻板，与实际应用脱节，导致对学生的实际指导性不足。这

种现象更像是高校在创业教育方面抛开企业进行“孤军奋战”。尽管中国创业教育研究领域逐渐清晰，

学科建设逐步完善，但高校创业教育课程的丰富性、完整性和科学性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创业教育与

专业教育的融合问题已开始受到关注，但融合的“深度与广度”仍然不足。针对这一问题，我们应借鉴

以色列高校积极与企业寻求合作的经验，引入专业人才参与创业教育的师资建设，使实际创业经验和技

巧融入课程。此外，以色列高校孵化机制中的企业在未来发展中会以各种形式回馈高校，形成良性循环，

进一步加强企业与高校之间的联系。国内高校也应建立专门的创业教育组织机构，统一管理高校内部的

创业教育，加速内部知识产权等技术转化与转让，实现高校内部与政府、地方、社会、企业等外部因素

共同构建创业教育生态系统。企业也积极参与创业教育的推动，与高校紧密合作，参与课程设计，提供

实习机会，使学生能够在实际环境中积累创业经验。这种合作方式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业热

情。从以色列校企合作的经验中，政府在校企合作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一方面，通过各种政策和措施为

企业兜底并给予补贴，激励企业参与高校创业教育；另一方面，通过各部门间的合作为企业与高校“牵

线搭桥”。政府的参与为校企合作提供了便利条件和平台。此外，以色列政府通过监管和立法确保高校

创新成果的权威性，为创业教育保驾护航。因此，我国政府亦应实施类似政策并组织相关活动，以改变

企业与高校在创业教育领域的相互孤立现象，促进校企合作。政府应承担引领创业教育校企合作的责任，

同时履行相关法规保障与监管职能，确保创业教育的健康、稳定发展。 
通过政府、高校和企业的共同努力，我国可以逐步构建一个完善的创业教育生态系统，为培养更多

创新创业人才营造良好的环境。这将有助于推动国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创新能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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