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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四螺旋理论的高校女大学生创业教育模式的构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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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山西太原  030006） 

 
摘要：近年来，我国女大学生就业难的现象已经成为社会热点问题。与

此同时，随着创业热潮和创业教育的兴起，越来越多的女大学生将创业

作为毕业的新选择，这对高校创业教育的发展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

本文从高校女大学生就业难、创业更难的现实以及高校创业教育缺乏性

别意识的现状出发，基于四螺旋理论从政府、产业、大学、公民社会四

个角度构建来建构高校女大学生创业教育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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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女大学生在就业市场上面临着不同程度的歧视，导致
了大学生就业难，女大学生就业更难的局面。随着女性独立意识
的觉醒，女性创业在我国已经成为女性就业的新趋势。然而，我
国高校现阶段仍未给予女大学生具有“性别特色”的创业教育内
容，女大学生在创业的过程中困难重重。因此，为更好的帮扶女
大学生创业、缓解女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将性别差异意识纳入
大学生创业教育体系中，以培养高素质、高能力的女性创业人才
为宗旨，探索符合女大学生特点的创业教育模式是高校创业教育
发展的必由之路[1]。 

一、“四螺旋”的内涵 
四螺旋理论模型是在三螺旋理论基础上进一步衍生的产物

[2]。“公民社会”是“政产学”以外的第四个螺旋，既指知识创新
行为主体，包括社团、组织、联盟等，也指公民社会中具体的文
化、价值观以及公共媒体等要素。“公民社会”的加入创新性的
在三螺旋理论的基础上演变出“政府-产业-大学-公民社会”四
螺旋理论模型，四个主体相互交叉、相互影响，形成一个良性循
环的协同创新主体。 

二、高校女大学生创业教育模式的现状及问题 
（一）高校女大学生创业教育模式仍处于初级阶段 
目前我国多数学者和高校关注点仍聚焦于大学生创业教育

领域，并未将性别意识融于创业教育领域中，鲜有学者从性别差
异的视角出发探索符合女大学生性格特点和心理特征的创业教
育模式[3]。此外，女大学生创业教育模式的构建尚未得到足够的
重视。我国现阶段只有部分女子院校针初步建立起“女院”创业
教育模式，虽然有部分学者初探性的提出了一些女大学生创业教
育模式，但理论色彩多于实践价值。因此，从总体上看，我国高
校女大学生创业教育模式仍处于初级阶段。 

（二）高校女大学生创业教育模式仍以单主体为主 
高校作为女大学生创业教育提供的主体，确实肩负着培养创

新创业人才的重任，当前，我国女大学生创业教育的提供仍主要
由高校承担。女大学生创业教育的提供从创业理论到创业实践，
从政策支持到物质保障，从课程设计到舆论支持，若要求高校“举
一己之力”完成显然不现实。然而，现阶段联合政府、高校、企
业、其他组织与机构等协同创新共同打造多主体、成体系的女大
学生创业教育模式的局面还未到来。 

三、高校女大学生“四螺旋”创业教育模式的构建 
在了解我国女大学生创业教育模式的现状及问题的基础上，

构建女大学生“四螺旋”创业教育模式需要从政府、产业、大学、
公民社会四个主体出发。通过协同政府制度链、产业技术链、大
学知识链、社会服务链四方的力量整合为一个四螺旋模型，四方
联动、螺旋上升，形成女大学生创业教育的合作共同体。 

（一）主导视角——政府 
一方面，政府应营造良好的创业制度环境[4]。在制定创业教

育相关政策的过程中融入性别意识，从官方政策体现出对女大学
生创业以及创业教育的支持与鼓励，为女大学生创业教育提供制
度保障。另一方面，政府应积极发挥自身的主导作用。政府不仅
要加强女大学生创业教育机构与配套服务体系的建设力度，而且

积极倡导各主体主动建立联系，加强交流，共同助力女大学生创
业教育。 

（二）主体视角——大学 
高校作为女大学生创业教育的主要承担者，主要应从课程体

系与师资力量两方面发挥作用。在课程体系方面，高校应关注女
性创业的心理特征与优劣势，适当的增设“女性创业学”、“女性
创业心理学”等课程，有助于女大学生更好的“扬长避短”[5]。
在师资建设方面，目前大多数高校具有创业实践经验的女性创业
导师匮乏，高校除积极挖掘自身院校的师资力量外，也应与企业
对接，通过导师“一对一”帮扶或者开设课程、讲座等形式进一
步丰富师资。 

（三）助推视角——产业 
通过“校企合作”形成女大学生创业教育的双向交流机制，

即“女企业家进校园”和”女大学生进企业。企业应从公司选拔
人才到高校担任创业导师，形成创业指导“双导师制”，女大学
生不仅可以跟随导师学习创业理论，还可以在将创业实践过程中
的问题与困难与导师交流，寻求帮助。同时，通过“校企合作”
女大学生进入企业，真正参与企业的生产、运作，通过在企业中
的实习、实践，为自己后续创业和公司运营积累经验、奠定基础。 

（四）组织视角——公民社会 
一方面，强化女性组织在女大学生创业教育中的作用。妇联、

女性联盟等组织应重点关注女大学生创业，通过女性创业交流会
等形式为女大学生创业提供交流平台，积极引导女大学生建立自
立自强的意识与信念。另一方面，营造宽松的女性创业舆论氛围。
公共媒体应积极报道女大学生创业典型与正面案例，倡导公众建
立对女性创业的正确认识与价值观，让女大学生享有较为宽松的
舆论氛围以更好的投入到创业事业中去。 

四、结语 
高校女大学生创业教育“四螺旋”模式的构建对于激发女大

学生创业信心，解决就业难的问题具有重要意义。该模式能够凝
聚“政-产-学-社”四方力量与资源，为女大学生创业教育提供
较为完善的支撑与保障体系。与此同时，女大学生创业教育“四
螺旋”模式也对高校创业教育起到了推动作用，进一步促进了我
国高校大学生创业教育的发展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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