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33  

高教研究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大学生创业伦理培育实践研究 
◆李艳艳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江苏南京  210044） 

 
摘要：“双创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大学生创业伦理培育是高校

创新创业教育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解与诠释，也是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在创业领域应发挥的价值引领。大学生创业者在创业过程中应遵

守社会主义的价值规范，实现个人创业理想和社会理想的统一。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也应通过影响创业教育的目标、内容、方法来引领大学生

创业伦理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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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创”时代，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关注并积极投入到创业活
动中，随之，也逐渐暴露出许多创业的道德问题。这些道德问题
的出现进一步强调了“双创”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大学
生创业伦理培育的紧迫性。 

一、创业伦理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创业伦理是指创业者在创业活动中应该遵守的道德规范和

伦理准则，具有一定的规范性、主体性、实践性的特点。大学生
创业伦理培育就是要培养大学生创业者的道德意识、道德判断
力、道德人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反映的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的主要价值，它也决定和影响了当代道德生活价值观的时代规定
和内涵。党的十八大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了提炼，将其总
结为 24 个字。在宏观层面提倡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价值
观，展现了人们对国家富强、人民富足的期望。在中观层面提倡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价值观，这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属
性，也是社会主义社会应有的特质。在微观层面提倡爱国、敬业、
诚信、友善的价值观，这些是我国公民应具备的基本素养，是与
新时代相匹配的公民品格。 

对于大学生创业者而言，创业伦理是具体阐释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重要途径，因为创业伦理本身是一种调节创业活动的行
为规范，要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创业活动中得以阐释，就要
发挥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大学生创业伦理培育中的引领作
用。 

二、大学生创业实践需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 
（一）用社会主义的价值原则调节大学生创业者经济关系。 
价值原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本质体现，是在社会主义

社会中人们处理社会关系应该坚持的基本原则。“双创时代”的
大学生创业者创业时需扮演不同的角色，处理不同的社会关系，
然而他们往往缺少社会阅历，在协调这些社会关系时需有一定的
价值原则指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集体主义原则就是他们
此时应坚持的基本价值原则。大学生创业者在创业时应该努力劳
动，获得一定的物质利益，但决不能将个人的利益凌驾于他人之
上，更不能损害他人利益来获取自身利益，而应通过合法劳动实
现共赢。 

（二）大学生创业者的创业行为需遵守社会主义的价值规
范。 

价值原则要通过一定的价值规范表现出来，在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中，集体主义是价值原则，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出
是以维护集体利益为目的的价值规范。大学生创业者除了需了解
市场规律，还需按照集体主义原则所确立的价值规范来进行创业
活动。大学生创业者们既要遵守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社会层
面的要求，协调好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也要具备社会主义建
设者应具备的基本素养。 

（三）用社会主义价值理想引领大学生创业者的个人理想。 
理想是主体基于现实状态表现出的对现实应然性的憧憬与

追求。社会主义价值理想是全体社会主义者的共同理想。大学生
创业者应以中国在当代的发展状况为现实背景来树立个人创业
理想，要以中国的发展为条件，个人创业理想不能脱离社会的共
同理想，而应以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为引领。大学生创业者在考
虑个人发展和个人利益的同时也应心系国家、心系社会。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创新创业教育路径研究 
当代大学生创业者应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基本价

值取向，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影响创业教育的目标、内容、方
法。进而发挥其对大学生创业伦理培育的引领作用。 

（一）建立多维度的创业教育目标。 
教育目标是各项教育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决定了整个教育

活动的发展走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大学生创业伦理培育的
引领首先应是对大学生创业者创业教育目标的引领。创业教育既
要培养大学生的创业意识、知识、技能，又要兼顾对大学生创业
者道德、价值观的培育；创业教育既要培养大学生创业者的创业
素养又要培养大学生创业者的社会责任感，进而实现个人理想与
社会理想的辩证统一。 

（二）充实创业教育道德层面的内容。 
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下，大学生创业教育培育的应

该是拥有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创业者。目前针对我国大
学生创业教育的内容多以创业流程为主，多是关于创业和创业者
的概念、撰写商业计划的步骤等具体的培训，缺少对创业道德、
创业价值观方面的引导，因而大学生在创业时往往重视个人的成
本和利润，忽视创业活动的社会效益。因此，对于大学生创业教
育应进一步重视创业道德、创业价值观的培育，让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融入创业伦理教育中，让大学生创业者注重集体利益而非
专注个人利益。 

（三）引入德育方法，增加创业教育方法中的道德元素。 
教育方法是实现教育目标，传递教育内容的一种方式。目前

我国大学生创业教育主要采用案例分析法、实践教育法等等。创
业教育目标更加关注大学生创业者创业意识和创业技能的培培
训，相对忽视创业伦理的培育，没有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效
地融入创业教育中。在实践中，无论是创业竞赛还是其他创业活
动，都更加注重创业项目的经济效益，致使大学生创业者往往以
经济利益为出发点，忽视创业在解决社会问题方面起到的作用。
因此，对大学生创业伦理的培育既要在教育方法中增加道德元
素，更要适当引入德育方法，如激励教育法、典型示范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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