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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国际创业型大学研究主流理论与热点图谱形象地表明:四位高影响力作者在国际创业型大学研究

领域形成了“知识生产模式 、学术资本主义 、组织转型的途径与变革的持续动力 、三螺旋”等主流理论;国际创业

型大学研究热点从 20 世纪 90 年代的“管理 、创新 、科技型企业” , 正发展为“大学的创新与创业” 、“知识与技术

转移”等。目前我国该研究热点主要为“创新型国家 、研究型大学 、三螺旋 、技术转移”等。 最后对研究结果进行

了一定的讨论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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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经济背景下 ,全球金融危机中 ,一些研究型大学彰显“创新创业”之新姿态 ,向“创业型大学”转

型。创业型大学正成为世界一流大学转型的重要方向 ,引起各国的高度重视。本文旨在通过一系列知识

图谱的绘制 、分析和解读 ,梳理国际创业型大学最新理论研究成果 ,力图客观 、科学 、形象地追踪和把握国

际创业型大学研究的趋势和特点。

数据来源与方法 。在美国科学情报研究所(ISI)数据库中 ,以检索式“ Topic=(entrepreneurial uni-

ve rsity),入库时间=所有年份(实际检索所用文献为 1992-2008年 12月 31日),数据库=SCIE(科学

引文索引扩展版),S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PCI-S(科技会议录引文索引), CPCI-SSH(社科与人

文会议录引文索引)” ,下载检索到的 294条英文记录 。在中国全文期刊数据库(CNKI)中 ,以“创业型大

学”为主题词 ,检索时间为 1915-2008年 12月 31日 ,下载所检索到的 224条中文记录(实际检索所用文

献为 1991-2008年 12月 31日)。知识图谱(Mapping Know ledge Domains)是集成了科学计量学 、信息

可视化技术 、应用数学 、图形学 、计算机科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 ,将科学技术前沿领域的海量数据转化

为可视化图像 ,以显示科学知识的发展进程与结构关系的一种交叉科学研究方法 。①本研究主要使用

CiteSpace软件 ,并结合 Bibexcel 、Ucinet软件绘制创业型大学知识图谱。

一 、国际创业型大学研究的基本情况

20世纪 80年代末国外已出现与创业型大学直接相关的研究 ,并在 90年代末尤其在进入 21世纪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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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迅速 ,如 2000-2008年为 263篇 ,占 90年代以来总篇数 89.5%。国内这一研究自2003年开始快速

增长 ,2003-2008年为 210篇 ,占 90年代以来总篇数 93.8%。90年代国际创业型大学研究高产国家集

中在美国 。但从 2000年开始研究的高产国家呈现多元化 ,美 、英 、澳大利亚 、荷兰 、比利时 、瑞典 、德国和

加拿大等国家的研究明显增多 。

整体趋势表明当前创业型大学越来越受到国内外研究者的关注 ,其主要原因一是知识经济时代全球

范围内大学创业活动的增加;二是大学特别是研究型大学成为创新的关键来源之一;三是产业界对大学

技术创新的不断需求;四是 1980年美国《拜杜法》的颁布促进了大学的专利发明和科研成果的转移;五是

大学面临的内外部挑战 ,如政府资助的下降 、院校竞争的激烈 、创业科学的兴起 、组织的变革等 。

二 、国际创业型大学研究的主流理论知识图谱

借助科学知识图谱 ,使用 CiteSpace软件进行基于引文和文献共引的聚类分析 ,可以探寻该研究领域

中的关键人物及其代表理论。CiteSpace 软件是美国费城德雷塞尔大学陈超美教授开发的信息可视化应

用软件① ,适用于多元 、分时 、动态的复杂网络分析 ,成为近年来在全美信息分析中最具特色和影响力的

信息可视化软件 。它可以分析随时间变化某一研究领域不同阶段的研究前沿 ,并通过文献信息可视化方

法 ,展示出学科前沿的演化路径。在国际创业型大学研究主流理论知识图谱(图 1)中 ,最大的 7个节点

所代表的关键文献 ,其作者是吉本斯②、斯劳特③、克拉克④、埃慈科维茨⑤ ,他们对创业型大学的研究与发

展起到关键作用 。同时本研究经过定性分析查实 ,由这七篇文献主导所形成的相关理论 ,构成了国际创

业型大学研究的主流理论 。

1.吉本斯等:知识生产模式

吉本斯及其同事根据全球化背景下知识生产方式的变化 ,在《知识的新生产:现代社会中科学和研究

的动力》一书中提出一种不同于“模式Ⅰ”的新知识生产模式 ,即“模式 Ⅱ”。模式 Ⅰ强调基于学科内部 、以

“学科导向”为逻辑 、线性的 、阶层性的 、研究者忠于学科组织;模式Ⅱ强调知识的实用价值 、以“问题导向”

为逻辑 、跨学科 、非线性的 、网络式的 、研究者的身份多重化 。

知识性质的变化是知识生产模式变革的重要原因。知识经济时代 ,知识不断以“多价”(poly valent)

的形势出现 ,具有理论的 、实践的 、跨学科 、跨领域 、可商业化和公开的特点。⑥ 多价知识观点超越了传统

的知识生产模式 Ⅰ ,知识生产模式Ⅰ反映的是“单价知识”观念。“单价知识”观点将知识划分为理论的 、

实践的 、产业化的 ,知识生产和扩散遵循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的顺序 。多价知识观点认为应用研究与

开发研究更可能与基础研究同时进行 ,从而改变了由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的线性模式 。同样 ,现代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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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知识生产方式也需要转型 ,需要直面不断变化的实践环境 ,发展模式Ⅱ。随着知识生产模式 Ⅱ的出现 ,

教授 、学生的创业 ,大学与企业战略联盟等大学市场化或类市场化行为也进一步显现 ,推动了学术研究人

员身份的变革和学术劳动性质的变化 ,进一步拓展了大学的职能 。随着知识生产模式 Ⅱ与“知识经济” 、

“全球化”特征相契合 ,进一步促进了创业型大学的发展 。也因此在相应研究中 ,较多的研究者以知识生

产模式理论为支撑 ,阐释创业型大学发展的内在原因。

2.斯劳特等:学术资本主义

斯劳特和莱斯利在着重考察了 20世纪 80 、90年代美 、英 、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四国学术劳动性质的变

化后 ,出版了《学术资本主义:政治 、政策和创业型大学》一书 ,开创式地提出了“学术资本主义”术语。学

术资本主义是指院校和教授为获取外部资金而进行的市场或类似市场的活动。① 其中心论点是学术人

员工作的性质正随着全球市场的出现而发生变革 ,改变着本科生与研究生教育。斯劳特和罗德斯在《学

术资本主义与新经济:市场 、国家和高等教育》中则论述了学术资本主义与新经济结合下的特点:知识的

新循环圈 ,知识不只在研究人员范围内流动 ,延伸到更广阔的知识领域;中介组织(Inte rmediating O rgan-

izations)将不同性质的社会机构联结在一起;间隙组织(Interstit ial Organizations)把大学 、企业和政府更

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知识新循环圈与间隙组织的出现 ,大学由“服务市场”转向“创造市场” ,这些都对大

学的管理和创业能力提出了新要求 。

学术资本主义反映了院校的一种价值取向 ,引发了诸多讨论 ,如创业型大学的市场化及其追求经济

利益的问题就是诸多讨论中最主要的一种。但如果把创业型大学拟定在追求经济利益方面 ,显然是一种

误解 。因为创业型大学在为经济与社会发展作出贡献的同时 ,也体现了大学传统的教学与科研功能。

如 ,学术资本主义用企业家的精神活力打破了学术界的沉闷氛围 ———知识的资本化成为知识生产的新动

力。创业型大学在面对商业价值和市场标准中恪守界限 ,努力在教学 、科研 、经济发展(创业)三个使命之

间保持一种创造性的张力 。

3.伯顿·克拉克:组织转型的五种途径与变革的持续动力

伯顿·克拉克对创业型大学的研究可凝练为“转型”和“可持续性”两个关键词 。“转型”主要浓缩在

克拉克撰写的《建立创业型大学:组织上转型的途径》一书中 。他对欧洲五所案例大学 1980-1995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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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创业经验进行研究 ,提出了创业型大学概念 ,其核心是开拓与创新的企业家精神 ,寻求成为“站起来

的大学” 。同时总结出 20世纪晚期大学对多样 、复杂的社会需求所做出的“创业型反应” ,提出著名的“大

学组织转型的五种途径”理论: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 、一个拓宽的发展外围 、一个多元化的资助基地 、一

个激活的学术心脏地带 、一个一体化的创业文化。“可持续性”主要体现在《大学的持续转变:创业型大学

新案例和新概念》一书中 ,克拉克充分扩展和延续了早期对大学“转型”途径的分析 ,提出了“使大学变革

得以保持的持续动力” 。他认为 ,这种持续的变革 ,是指持续的创业精神及其改善 ,促进变革的稳定的状

态和走向自力更生的创业道路 。这需要转型诸要素的相互作用 ,形成一种新的基本组织特性;需要渐进

的 、积累的变革;需要形成一种“集体意志的动力” 。① 正是这三种持续动力使得大学的变革在实质上处

于稳定和持续状态。国际创业型大学研究者对大学组织的“转型” 、“变革的可持续性”广泛关注 ,也激起

了对创业型大学的个案研究 ,但在不同情境中如何具体运用这些理论是研究者关切的事情 ,因为几乎每

所大学都有自己的文化性格 、发展战略和特定的内外部环境 。

4.埃兹科维茨:三螺旋理论

“三螺旋”由埃慈科维茨和特劳德斯多夫 ,在 1995年发表的《官产学关系的三螺旋:一个知识经济发

展的实验室》一文中提出 。三螺旋是一种创新模式 ,指大学-产业-政府三方在创新过程中密切合作 、相

互作用 ,同时每一方都保持自己的独立身份。由于联系与作用 ,代表这些机构范围的每个螺线都获得更

大的能力 ,进一步相互作用与合作 ,支持在其他螺线里产生创新 ,由此形成持续创新流 ,共同发展。② 三

螺旋理论不同于伦德瓦尔等所强调的产业部门作为创新主体的国家创新系统理论 ,不同于经济学家萨巴

托强调的国家作为创新主体的政府 、学术界和产业界三者结合的“三元模型” ,因为三螺旋模型并不特别

强调在创新系统中谁是主体 ,学术界 、产业界 、政府都可以是创新的组织者 、主体和参与者。它对创业型

大学研究的主要意义在于 ,为促进政府 、企业 、大学的有效互动 ,建构区域创新实体和发挥创业型大学的

主体作用 ,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理论模型。但围绕知识和创新所构建的三螺旋是否代表大学的未来角色 ,

三螺旋之外是否有第四螺旋 ,如劳动力 、风险资本 、公众等 ,大学 、政府 、企业三个螺旋之间知识的转移机

制是什么等问题 ,已引起了诸多学者的讨论。

三 、国际创业型大学研究热点知识图谱

使用 Bibexcel软件对国际创业型大学文献的关键词进行计量分析 ,提取关键词 549 个 ,总词频数为

780次 ,每个关键词出现频次 1.4次 。对关键词进行标准化处理 ,使用 CiteSpace 软件进行分析 ,形成以

关键词为内容的国际创业型大学研究热点知识图谱(图 2 、图 3)。

20世纪 90年代国际创业型大学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管理 、创新 、科技型企业”三个聚类。其中“管

理”与“财政绩效 、组织决策 、真实性”等紧密相联;“创新”与“个体 、工程教育 、生物技术”等紧密相联;“科

技型企业”主要包括“生物技术 、新技术公司 、衍生企业(spin-of f firm)、知识资本化(capi talization of

know ledge)、产业 、需求”等关键词。这些热点的出现与当时的办学背景紧密相关 ,如 90年代欧洲普遍对

大学资助的下降所导致的管理注重财政绩效 、办学效益 。其中生物技术也出现在其中 ,揭示出当今世界

三大革命性技术之一的生物技术 ,已引起政界 、学界 、产业界的浓厚兴趣。

进入 21世纪后 ,研究热点发生了变化 ,出现六个明显的聚类 。一是学术研究 ,它主要包含科学这个

关键词;二是衍生公司 ,主要包含科技园和技术型公司;三是技术转移组织 ,主要包含绩效 、创业精神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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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创业企业 、公司等;四是以大学及创新与创业为核心形成的一个内容与语境复杂的聚类。在这个聚类

中 ,产业 、知识 、技术转移 、知识产权 、学术创业 、《拜杜法》等是重要的研究内容。五是经济学 ,主要包括经

济学 、技术;六是创业型大学 ,主要包括创业型大学 、生物技术 、三螺旋等重要研究内容。

纵观这六大聚类 ,这一阶段国际创业型大学研究最为人们关注的是“大学的创新与创业” , “知识与技

术转移” 。进入 21世纪 ,知识和创新愈加成为知识经济社会竞争力的关键性驱动因素 ,而大学特别是创

业型大学将成为创新的重要源泉。创业型大学在倡导并弘扬创新精神的同时 ,提高和加强创业能力。创

新是创业的基础 ,创业型大学的创业 ,必须是在创新基础上的创业;反之 ,创新应是在具备创业欲望的基

础上进行才能进行有效创新 ,才能促进技术的转移 。创业型大学以促进地区和国家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

步为目标 ,教学与研究更注重实际问题 ,更直接参与研究成果商业化活动 ,它不仅注重知识的创新而且重

视知识的资本化 。因此 ,创新与创业 、知识与技术转移均成为创业型大学的研究热点 。其次“绩效 、产业 、

创业精神 、衍生公司的创建 、知识产权保护”等研究热点 ,与创业型大学强调企业家的冒险 、开拓创业精

神 ,与产业界 、政府等其他机构密切地发生相互作用 ,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等特征直接相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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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国内创业型大学研究热点概述

国内创业型大学研究热点与国际研究不同 ,主要集中在创新型国家 、研究型大学 、三螺旋 、技术转移

等方面 ,参见图 4。这与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 ,力争早日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国家发展战略直接相关 ,也

体现出国内研究者对三螺旋理论的重视 。但总体而言国内相关研究少 ,已有研究主要是对西方学者观点

的介绍与阐述 ,对中国特色创业型大学的内涵 、运行机制 、办学模式 、在国家创新系统中的定位等研究基

本处于空白状态 ,亟须理论创新与本土化实践 。另外 ,目前国内对创业型大学研究以“组织转型的五种途

径”为理论支撑者较多 ,但对“组织持续变革的系统动力”关注甚少;以“学术资本主义”为理论支撑 ,从宏

观角度分析创业型大学正逐渐出现 ,但从微观角度予以研究者甚少;以“三螺旋”为理论支撑开展相关研

究者甚众 ,但对其内在组织结构与运行机制系统研究者较少 。

五 、结论与展望

国际创业型大学研究为我们展示出大学变革的新图景和创业型大学研究的新图景:“知识生产模式

的变革”支撑了对创业型大学发展内在动因的阐释;“学术资本主义”支撑了对创业型大学价值取向形成

的阐释;“组织转型的五种途径”与“变革的持续动力”铺就了向创业型大学转型的途径;“三螺旋”支撑了

创业型大学组织的形成 ,阐明了创业型大学在创新体系中的角色。这些理论交相辉映 ,构成国际创业型

大学研究之经纬 。国际创业型大学研究热点从 20世纪 90年代聚焦于“管理 、创新 、科技型企业” ,演进为

当前“大学的创新与创业” 、“知识与技术转移”等内容 ,展示出一幅研究新图景。

借鉴国际研究经验 ,为我国创业型大学研究提出如下建议。第一 ,把握国际研究热点 ,了解国际上该

领域研究的理论基础 ,并基于我国的实际境遇 ,对接国家科技 、教育发展战略 ,进而推进创业型大学研究

与建设。第二 ,加强创业型大学的“元研究”。“元研究”是创业型大学实践的根基。把握创业型大学的本

真意义 ,凝练创业型大学的价值取向 ,明晰创业型大学的组织结构与运行机制 ,是其建设实践的重要前

提。因此对“创业型大学”本土化概念是什么 ,创业型大学的典型特征及基准是什么 ,我国是否存在创业

型大学 ,转型为创业型大学的要件又是什么等重要理论问题开展深入研究。第三 ,扎根中国特色的创业

型大学实践研究 。目前我国该领域基于国际比较的定性研究多 ,实践研究少 ,使得研究结论的实证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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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度不够 ,为政府的决策参考带来难度 。在借鉴西方相关理论时 ,应注意“中西方社会场”的差异 ,拒绝简

单移植西方的思维特征和话语体系 ,以民族文化与国际性视界的融合为出发点 ,结合高等教育强国的时

代要求 ,解读动态文本 ,将西方的相关概念 、原理等融入我国创业型大学的实践研究中 ,不断提升该研究

理论品质 ,增强理论普适性与解释力 ,不断构建起一个由一系列比较稳定的概念 、原理等要素组成的逻辑

严密的中国特色的创业型大学研究范式 。

Map pin g of Main stream Theories and Research Hot-t opics

in th e F ie ld of In t ern at ional Ent repreneurial Un ivers ity Research

YI Gao-feng1 　HOU Hai-yan2

(1 .The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 ,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 Shanghai , 200240 ;
2 .WISE LAB , I nstitute of Science St udies and Manage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 Dalian , Liaoning , 116085)

Ab str act:Based on the mapping o f the mainst ream theories and the research hot-topics in the filed
of international ent repreneurial university research , the maps reveal that the four highly inf luent ial au-
tho rs put fo rw ard the core theo ries in the research area of the international ent repreneurial university:
the production of know ledge , academic capitali sm , o rganiza tional path -ways of t ransformation and

sustaining change in university , and triple helix .A t present the research ho t-to pics are sw itching to-
ward the “universi ty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 know ledge and technology t ransfer” f rom “ the
management , innovation , scientif ic and technological fi rms” in the 1990s.The research hot-topics in
China mainly include “ innovative nation , research unive rsity , t riple helix , and techno logy t ransfer” .A t
last , this pape r discusse s the research outcome and looks into the future development in this area.

Ke y words:mapping know ledge domains;entrepreneurial univer sity ;mainst ream theory;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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