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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创业生态系统视角出发，以工科院校为研究对象，选取 10 所工科院校为研究样本，对工科院校创业生态系统

评价指标进行扎根分析，通过三级编码，提取出“创业主体”“创业服务”“创业环境”3 个主范畴，在此基础上凝练出“工科

院校创业生态系统评价指标”这一核心范畴；进而构建了工科院校创业生态系统评价指标体系理论模型，并对模型进行

了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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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trepreneurial ecosystem, this paper takes engineering universitie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selects ten of them to conduct a grounded analysis of the ecosystem evalu-
ation indicators. Through tertiary encoding three main categories of “entrepreneurship subject”, “en-
trepreneurial service” and “entrepreneurial environment” was extracted and based on this the core cat-
egory of “entrepreneurship ecosystem evaluation index” has been refined, Such being the case, the pa-
per constructs an engineering universities entrepreneurial ecosystem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model and
explains the model in det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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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创业活动作为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得到了高度重视，以创新为主要内容的创业更是受到了
广泛的关注。 同时，理论界关于创业活动的研究也在快速发展之中。 实践中，构建完善的创业生态系统
是促进创业活动深入开展的有效手段，受到了政府、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普遍认同。 研究表明，对创
业生态系统可以从微观、中观、宏观 3 个层次进行划分，高校创业生态系统属于微观层面，区域或城市
创业生态系统属于中观层面，国家或全球创业生态系统属于宏观层面。 [1]

2014年以来，创新创业已成为我国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支撑。 [2]与此同时，创新创业
教育成了高等院校改革发展的重要方向。 工科院校作为专业特点明显的高等院校，应发挥自身工科优
势，为创业活动培养人才，提供科技支撑；在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获得自身发展。 作为特定区域和
领域的微观创业生态系统，工科院校创业生态系统既有中观、宏观创业生态系统的特征等，也有个性化
的特征。 就现有文献来看，对于工科院校微观创业生态系统的研究较少，对其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更
少。 如何评价，从哪些方面评价工科院校创业生态系统的运行状况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1 创业生态系统研究现状

高校创业生态系统研究。 DUNN 提出“大学创业生态系统”这一概念，并指出麻省理工学院校园内
已经形成了培育创业精神的“创业生态系统”。 [3]BRUSH指出基础性资源、关键性活动以及外部环境（创
业文化、资源、股东、基础设施等）构成了大学创业生态系统。 [4]ANDREW 以芬兰阿尔托大学为例，认为
高校创业生态系统由创业课程、校园孵化器、技术转化、创业师资队伍以及支持保障等要素构成。 [5]王旭
燕认为大学创业生态系统是由内部要素（参与主体、正规课程、课外活动和资本）和外部环境（政策、创
业文化、区域经济发展与服务）构成。 [6]张凤和沈映春研究认为大学创业生态系统条件要素中社会网络、
人才、基础设施要素对中美大学生创业意向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 [7]姜月鑫从生态多样性、协同共生性、
网络互动性和自我演化性 4 个方面构建了大学创业生态系统评价指标体系，为评估大学创业生态系统
提供了理论框架。 [8]

创业生态系统评价的研究。 IARNSITI等从创业企业的视角，认为创业生态系统评价指标可以由稳健
性、生产率和创新性 3个一级指标，资产状况、研发投入、多样性、创新性、创业企业数量及其存活率等 6
个二级指标构成。 [9]VOGEL 依据创业生态系统的构成要素，从创业基础因素（基础设施、管理、政策、市
场、创新、区域环境）、创业环境因素（金融服务、创业教育、文化氛围、网络服务、创业支撑）和创业主体
因素（创业团队或者创业者）等 3个方面构建了创业生态系统的评价模型。 项国鹏研究认为创业生态系
统评价对于制定公共政策和促进整个系统演化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并开发了国家、 区域和通用型 3
类创业生态系统评价指标体系。 [1]MULAS 等认为创业企业与创业生态系统中很难遇到的投资机构、孵
化器等相遇会刺激创新创业的产生。 [10]随后，NYLUND和 COHEN认为可以用碰撞密度来评价创业生态
系统。 [11]AUERSWALD 和 DANI 站在区域的角度，从密度(集聚外部性)、流动性(要素间替代弹性)、连通
性(吸收容量)和多样性(组合增长)等 4个方面提出创业生态系统评价指标。 [12]SIDDHARTH和 KIM从支
持性创业文化、资金获取机会、人力资本可用性、创新能力、正式的支持组织等 5 个方面提出区域创业
生态系统评价指标。 [13]LIGUORI 等站在创业者个人感知的角度，基于 ISENBERG 创业生态系统的 6 个
构成要素：政策、金融、文化、支持、人力资本和市场，开发了评估 6 个特定领域的创业生态系统评价多
维量表。 [14-15]

从现有文献来看，高校创业生态系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概念内涵、构成要素和对大学生创业的影
响等方面；关于创业生态系统评价研究主要集中在指标体系、评价维度和评价方法等方面。 关于高校创
业生态系统评价的研究鲜有涉及，基于中国情境下的高校创业生态系统评价研究更是缺乏，特别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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