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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知识经济时代,越来越多的工科博士生参与大学的学术创业活动,作为科研训练的一种重要方式,

学术创业对工科博士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基于对16名工科博士生深度访谈材料的扎根分析,本研究发现,

参与学术创业,促进了工科博士生科研能力的提升,非学术技能的习得,广阔的学术观和多元职业观的形成。

为回应学术创业对工科博士教育的影响,建议培养单位形成多元培养观,优选和拓展学术创业项目,提升工

科博士生的科研能力和学术创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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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知识与创新、创业联

系日益紧密,甚至被认为是直接贡献经济发展的关

键要素。新熊彼特主义提出,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

力是能够创造实际产出科学知识的日益增长,以及

经济体系将这些抽象的科学知识转化为具体市场创

新的能力[1]。在此背景下,为社会培养高端人才的

大学成为区域和国家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平

台,学术创业逐渐成为各国激励大学充分发挥其服

务社会职能的重要抓手。所谓学术创业是指学术研

究者(包括教授、研究员、博士生等)和学术组织所参

与商业上的创业活动,如产学合作、以大学为基础孵

化企业、由学者组建创新企业、研究人员在企业和学

术部门具有双重身份等[2]。学术创业的本质是知识

的商业化,它区别于一般创业的重要特点是基于知

识的发现、创新和应用的创业,因此,博士生参与学

术创业既是一种创业活动,也是一种重要的科研训

练方式,即在科研创新中开展创业。“双一流”建设

和《关于开展博士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试点工作的

通知》鼓励培养单位,“紧密结合国家重大科研任务

培养博士生”。在此背景下,博士生越来越多的参与

到学术创业中。2014年一项调查数据显示,20.5%
的博士生参与了纵向和横向项目,8.7%的博士生参

与了横向科研项目,两者之和显示,近三分之一的博

士生在读博期间参与过横向项目[3]。Boh等人的实

证研究也表明有36名研究生和博士后参与了47所

大学衍生企业的创立,占公司创始人的77%,其中

11家衍生企业由研究生或博士后创建[4]。
学术创业行为对大学教育的影响一直是学界关

注的重要议题。从大学使命看,“冲突论”认为,学
术创业会使大学丢失其教育性、学术性和公共性,从
而沦落为市场经济的附庸[5]。“兼容论”认为,没有

证据表明参与学术创业会限制开放科学或者导致基

础研究削弱的系统性证据,采取有效的预防和监控

措施,可以防止因学术创业而引发的诸如培养人才

使命、学术自由、学术创新等冲突[6]。从大学教师



看,学术创业使其减少教书育人时间投入,忽视教学

质量;在学术上,忽视基础研究,强化应用研究[7]。
学术创业的新角色,会引起与传统的“教育者”“研究

者”“知识分子”角色相互冲突,教师会采取摒弃、聚
焦、整合三种策略,角色的选择会传导到人才培养

上[8]。从研究生教育看,Bok认为,商业化利益的驱

动会诱使劝说他们的研究生从事具有商业价值的研

究而不是更有学术价值的研究,进而阻碍学术创

新[9]。赵世奎等人发现,在独立科研能力、发现和抽

象问题的能力、掌握科研基本范式、学科视野、学术

论文写作和发表等方面,参与横向课题的研究生相

比参 与 纵 向 项 目 的 研 究 生,其 满 意 率 分 别 低 出

8.4%、1.6%、0.9%、4.3%、6.2%、2.3%[10]。上述

研究探讨了学术创业行为对大学带来的各种影响,
但对参与学术创业的博士生群体关注较少,尤其是

学术创业行为对博士教育的影响有待探讨。本研究

主要聚焦如下问题:①学术创业是否有利于工科博

士生的科研训练;②参与学术创业对工科博士生的

学术观和职业观有什么影响;③针对博士生越来越

多参与学术创业现象,博士教育该如何回应。

二、研究设计

本研究借助于扎根理论研究方法,采用开放式

问卷对受访者进行深度访谈,获取博士生群体学术

创业的经验性材料并对其进行扎根分析,概括出博

士生群体创业行为对博士生教育的影响。在研究对

象选取上,相比较于人文社科、理学、农学和管理学

博士,工科博士独立承担和在导师指导下承担科研

工作比例最高。因为工科群体拥有更丰富的学术资

源,或说是技术持有,参与学术创业更多[11]。故此,
本研究将研究对象确定为工科博士研究生。

基于信息饱和以及能为研究提供最大信息量原

则,本研究采取目的性抽样和滚雪球抽样,共选取了

16名调查对象,其中,男性10名、女性6名,延期毕

业3名、博四4名、博三6名、博二3名(见表1)。
表1 16名受访者基本信息

编号 性别 学校 专业 年级 参与学术创业方式 就业意愿

D1 女 华中科技大学 机械工程 博三 横向项目 高校

D2 男 武汉理工大学 动力机械及工程 博二 在企业完成委托课题 企业

D3 男 中国农业大学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博三 参与导师创办的衍生企业研发工作 企业

D4 女 武汉理工大学 桥梁与隧道工程 博二 横向项目 高校

D5 男 武汉大学 计算机系统结构 博四 横向项目 高校

D6 女 中国科学院大学 信号与信息处理 博四 参与军工企业委托项目 高校

D7 男 武汉大学 电子与通信工程 博三 参与专利转让 企业或院所

D8 男 武汉大学 光学工程 延期 横向项目 高校

D9 男 华中师范大学 计算机应用技术 博四 参加创业大赛并获奖 企业

D10 女 华中科技大学 先进制造 博三 在学校创办衍生企业参与项目研究 企业

D11 女 华中农业大学 环境科学 博三 横向项目 高校

D12 男 天津大学 应用化学 延期 专利转让 院所

D13 男 湖北大学 化学工程 延期 横向项目专利转让 企业

D14 男 武汉大学 电子与通信工程 博三 横向项目 高校

D15 男 四川大学 环境工程 博四 在导师课题组创办衍生企业参与项目 企业

D16 女 武汉理工大学 岩土工程 博二 横向项目 院所

  本研究采用开放式问卷对受访者进行深度访

谈。访谈内容六个方面:①读博期间,除纵向项目

外,你做过什么样的横向项目、创业项目,是否参过

过创新创业大赛,是否参与大学及导师的衍生企业

的研究活动,是否在企业进行研发工作;②参与上述

项目,对你科研能力提升、论文写作与发表、论文选

题、生导互动等有何影响;③参与上述项目,对你的

学术志趣、学术视野、职业期待有何改变;④参与上

述项目对你获得非学术能力有何帮助;⑤在参与上

述项目过程中,你对高校之外的企业、政府或社会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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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有何印象和看法,毕业后的就业意向;⑥你对当前

的博士生教育有什么思考和建议。
在接受访谈的16位受访人中随机抽取12名受

访者的访谈记录,进行开放式编码—主轴式编码—
选择式编码,在开放式编码时,采用背对背方式进

行,对编码不一致的地方进行讨论,最终从资料中抽

取了78个开放式编码。最后再根据编码间的相关

性,对开放式编码进行意义联结和聚类,形成了12
个主轴式编码,在此基础上对其作进一步整合和类

属提炼,形成4个选择式编码(表2)。之后,将其余

4份访谈记录用于理论饱和度的检验,发现属性和

类属饱和。
表2 参与学术创业对工科博士的影响三级编码

开放式编码(节选) 主轴式编码 选择式编码

有些横向项目学术价值不高,难以提出好的研究问题/从工程项目中挖掘科学问题,研
究来源于工程,应用于工程

提出研究问题(4)

在做一些应用科研时,能够训练解决问题的技术路线/有利于实操能力提升 解决研究问题(3)

有些横向项目倒是可以申请专利,对论文发表作用不大/因为委托方的要求不能公开

发表研究成果

学术论文写作与发表

(5)

科研能力

一个大的项目有不同学科团队参加,有利于开拓学科视野/需要学科交叉融合/成果转

化和应用要依赖多学科人士的合作
整合的学术(6)

注重学术应用/基础研究与应用并重/高校里纯粹的理论研究有,但理论和应用相结合

的情况越来越多/增强动手能力,加深对已有知识和理论的理解和应用
应用的学术(9)

广阔的学术

增强与非学术界人士的沟通能力/让我用非学术语言与产业界介绍学术研究成果及应

用前景
沟通能力(8)

担任项目的实际协调人,提升管理能力/在团队工作,协调共同完成项目 管理能力(6)

学习了与创业有关知识,如市场、营销、融资、管理等能力/加速博士生的社会化进程 创业技能(5)

非学术能力

有些企业的研究院有技术储备、人才、资金、设备、测试条件等,学术研究做的也比较

好/华为、阿里以及大型国企当然要做科研
学术职业概念(7)

进高校尤其是层次较好的高校论文要求高,且分 ABC等/企业的学术研究,偏重于解

决实际问题,偏重于专利,不太看重学术论文
评价标准(6)

科技兴国、产业报国/为研究创造更大的价值/高校是将培养人放在第一位的,同时要

兼顾科研和社会服务
机构使命(5)

二汽的研发院博士学位人员不少,氛围也可以/企业待遇当然比高校要高 氛围与待遇(4)

职业观

  注:条目括号中的数字是指表达了同样观点或类似观点的工科博士生人数。

三、发现与讨论

在分析12名工科博士生的访谈资料基础上,研
究发现参与学术创业对工科博士生的科研能力、学
术观、非学术能力、职业观四个方面有重要影响。

(一)参与学术创业有助于工科博士生科研能力

的提升

访谈发现,工科博士生认为参与学术创业会促

进科研能力提升,主要表现在提出研究问题能力、解
决问题的方法和技能、学术写作与发表三个方面。

1.有助于发现研究问题,但不同的学术创业项

目训练效果存在差异。第一类是在实验室能够完成

的横向项目,委托方要求解决某一技术难题,以改进

工艺或最终形成产品,研究问题相对明确,参与此类

项目的工科博士生往往是在现场调研,进一步细化

研究问题,再阅读已有文献,进行研究设计,寻找解

决方案,类似于一种程序化的操作,对学术创新作用

是有限的。有受访者认为,参与的横向项目,是基于

目前比较成熟的技术应用,如编程、控制、仿真平台

等,对增强动手能力有好处,但对于学术创新作用不

大(D5)。第二类是在企业完成研发类横向课题,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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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聚焦于某一产品和技术,推动技术进步的路线也

比较明确,通过研究可以形成改进工艺的专利。比

如,生产供电设备专用清洁剂,国外有相关的产品,
但是价格比较贵,我们主要是使用替代办法,功效上

差一点,但将成本降下来了,基于此项目,就申请了

技术专利(D12)。第三类是在衍生企业和委托企业

从事研究工作,往往能够从工程中来,到工程中去,
发现研究问题。我们导师强调,做实际的工程项目,
要善于挖掘科学问题,来源于工程,应用于工程

(D1),也就是说,以实际项目为基础,用心深入,从
中归纳和发现研究问题。工科的高水平论文,一个

重要变化是要有工程实例,不能仅仅只是理论公式,
概念模型,做具体工程项目,有利于发现研究问题

(D1)。这与有关研究一致,博士生导师认为任何一

个工程类项目你只要做深了都会有学术点,也因此,
有些工科博士生会直接以横向项目研究作为自己的

毕业论文选题[12]。

2.有助于获得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技能。在解决

问题的方法和技能方面,一些委托课题和横向项目,
由于时间节点的要求和目标导向,导师会对学生阅

读文献后的主要问题归纳、技术难点、实验操作,包
括仪器使用、实验方案调整、仪器维修进行具体指

导,尽管这种指导更多的是包含着督促按时完成项

目的意味,但有利于工科博士生提升解决问题的方

法和技能。工科是应用型比较强的学科,刚开始的

时候,对仪器、设备和操作并不那么熟练,低年级的

时候做些横向项目,从学习和模仿开始,可以提高我

解决问题的能力(D4)。此外,由于学术创业中横向

项目、与企业共同研究新技术,研究问题明确,完成

项目的关键是找到解决问题的路径和方法,有助于

研究能力提升。
3.有助于提高学术写作能力,但不利于学术论

文发表。一类是学术创新要求比较低的横向项目和

委托项目,对学术发表贡献不大,但工科博士生可以

通过课题书的写作,提高写作能力。低年级的时候,
导师会给个模板,让我们写一些小的横向项目,通过

写作,可以对研究问题、技术目标、技术路线、重难点

问题厘清有帮助,客观上有利于今后学术论文写作

(D4)。另一类是学术价值较高的项目,比如共同研

发项目、在衍生企业从事研究等,因为委托方的保密

要求,商业运作的需要,研究成果往往是以申请和获

得专利的形式出现,而不是学术论文的发表。在签

订协议时,委托方就明确研究成果可以共同申请专

利,不能另行发表或公开(D8)。这也较好解释了,

博士生参与横向项目比参与纵向项目发表论文数量

少的原因。
(二)参与学术创业有助于工科博士生形成多元

的学术观

现代博士教育的开端始于柏林大学,其博士学

位教育目标是培养“科学接班人”,也就是说,博士教

育从一开始就注重培养博士生日后成为“探究的学

术”(博耶)的接班人。200多年来,尽管博士教育发

生了诸多变革,但21世纪博士教育的目的是培养

“学科带头人”,学科带头人意味着博士教育还是要

培养具有“探究的学术”能力的人[13]。访谈发现,参
与学术创业,会改变对工科博士生对于学术观的认

识,即从“探究的学术”走向“广阔的学术”。
1.认识到学术的应用价值。在理念层面上,受

访者认同大学要为社会服务,履行好第三使命。读

本科和研究生时,学校和老师常常强调威斯康星大

学的为社会提供直接服务的思想,我很赞同(D9)。
在寻找研究问题上,受访者认为学术研究的实践也

给了工科博士生们启示,发现知识的途径有理论演

绎和推导,但同时也有从应用和实践中来,理论与实

践有机的相互促进,相互更新。在二汽实习时,销售

部门讲到不少客户需求保留和优化发动机的噪声,
而我们传统的研究是怎么去降噪,这个需要给我研

究提供了新的方向(D2)。在学术研究中,将领先的

理念和技术转化成专利和产品,不仅是社会的期待、
研究人员的追求,也给研究人员带来极大的心理满

足。我们在研究中的新发现,申请了专利,并且在中

试阶段效果还不错,正在进行转让,如果能够实现产

业化,将是非常有成就感的事情(D12)。可见,参与

学术创业,能让工科博士生更加注重学术成果转化

和应用,即“应用的学术”。

2.更注重学术的交叉与融合。强调学术研究领

域的拓展和融合。学科交叉与融合,甚至跨学科,这
一点在产品设计与开发中,体现非常明显,“如在新

疆开发的智能水肥项目,涉及到大田作物学、物联

网、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等专业知识,所以要注重学

科交叉融合”(D3)。正如吉本斯指出,知识生产模

式2强调跨学科,即知识的探究在多学科参与下进

行,通过恰当的认知和社会实践,达成共识[14]。“在
参与项目时,最能感受到的是第四次工业革命,强调

学科交叉融合,强调跨学科领域、跨界进行科学研

究,你看,工业产品设计少得了智能制造吗?”(D10)
有研究表明,跨学科研究对于四种典型的学者与产

业的互动模式(企业创造、技术转让、共同生产和响

·81· 张振林,等:参与学术创业对工科博士生教育的影响探析



应模式),都有影响[15]。可见,参与学术创业,能让

工科博士生更加注重学科交叉融合和跨学科合作,
即“整合的学术”。

(三)参与学术创业有助于工科博士生提升非学

术能力

就能力而言,可以将博士生能力划分为学术能

力和非学术能力,非学术能力主要是学术能力以外

的能力,包括:人际交往能力、领导能力、创业能力

等。诚然科研训练会提高博士生的非学术能力,但
现实情况是传统的博士生培养环节几乎将所有精力

都放在提高博士生的学术能力上,以培养满足学科

内部需要的研究人员为目标,从而导致非学术能力

欠缺[16]。参与学术创业,则有利于加速博士生社会

化进程,提高非学术能力。
1.提升人际交往能力。对于那些没有工作经

历,从学校到学校的博士生而言,在学术共同体中所

得到的训练有限,参与学术创业,以项目为载体,直
接与工业界、政府和其他社会组织建立联系,有助于

工科博士生沟通能力的提升。“参与项目逼得我由

一个不擅长交流交往的人,变成习惯主动沟通、协调

工作,可以说,参与项目加速了我社会化进程,塑造

了人格。”(D1)。
2.提升领导能力。在有些横向项目的实际运作

中,博士生导师主要负责项目的组织、进展督促等工

作,导师并不直接参与横向项目的研究过程,在此情

况下,工科博士生成为课题组的具体负责人,直接负

责协调整个项目的实施,对工科博士生锻炼是全方

位的。“我需要与项目委托方联络沟通、参与招投

标、解决项目中的大量难题、完成项目合同等,对个

人后续独立开展项目,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提升很

重要。”(D11)
3.提升创业能力。要将一项科研成果进行转

换,除了科研成果自身的创新性外,转化为产品还需

要资源整合能力、管理支持能力、机会探索能力,即
团队、资源、机会。一位参与创新创业大赛路演的受

访者谈到,“项目路演时,你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告诉

评委,你在做什么事? 卖什么产品? 独特点和前景

怎么样? 以及怎么组建团队、融资和营销”(D9)。
可见,学术创业者要创办衍生企业,对其创业管理的

要求高,也迫使有创业意愿的研究人员通过主动学

习和实践获得创业能力。此外,在参与横向项目过

程中,工科博士生会以参与式观察的方式,获得企业

成长过程中要注意的问题,比如,“开发出人性化产

品,降低成本和营销很重要,另外,管理和融资问题

也非常关键。”(D3)
(四)参与学术创业有助于工科博士生形成多元

化职业观

学界认为,博士毕业后进入学术职业,这被誉为

是“线性的管道”,到非高校和科研院所工作被称为

“管道的泄露”[17]。但现实情况是,博士毕业生选择

高校、科研院所以及攻读博士后的比例不断下降,选
择进入国家机关、各类企事业单位的比例越来越高,
博士生就业呈现多元化的发展趋势[18]。那么,其中

的缘由究竟是什么呢,本研究中参与学术创业的工

科博士生对此怎么看?
1.对学术职业概念外延进行了修正和拓展。研

究者在深度访谈中曾就“博士毕业后,准备选择学术

职业还是非学术职业”进行提问,并解释学术界认

为,博士毕业到高校和科研院所就业是从事学术职

业,到企业和其他单位是从事非学术职业。受访者

认为,这个概念有待商榷,学术职业不能仅仅定义为

“为学术而学术”的高校和科研院所,大型国有企业、
高科技企业的研发部门也是学术劳动力市场,从事

的也是学术职业。如二汽的汽车研究院,会针对新

的汽车产品迭代、新能源汽车、无人驾驶等技术进行

研究,主要进行产品和技术的创新,且有技术储备、
人才、资金、设备,测试条件不比高校差,有些还要

好,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当然是学术研究嘛。(D2)

2.个人的学术创业经历会影响职业选择。这里

又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参加过创新创业大赛

的博士生,更愿意毕业后从事学术创业。比如,华中

科大药理学博士曾建华基于“基因重组改构的还原

酶”研究,开发抗衰老护肤品,参加首届光谷创业大

赛,后其创建的药妆品牌“曾博士”,公司发展到200
多人[19]。访谈中,唯一一位参与创新创业大赛的工

科博士生提到,从本科时代起,参与创新创业大赛的

经历让我喜欢学术成果的应用和转化,喜欢解决生

产和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基于此,会考虑今后创业或

到企业工作(D9)。另一种是在高校或教师创办的

衍生企业进行研发工作的工科博士生,倾向于毕业

后到企业工作,一则是因为导师及团队的示范作用,
我的导师是辞去学院行政职务进行创业的,其对自

己的技术及应用前景很有信心,平常也常常分享他

的创业故事,我或多或少受到影响(D3)。二则是因

为在衍生企业主要从事面向市场的“技术创新”,而
非纯粹在实验室做实验,依赖数据和模型,其研究能

够创造实际价值,自我成就感会让博士生毕业后到

企业就业。与在高校从事纯粹的学术研究相比,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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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生在企业里的技术创新更有应用价值,何况,教授

有很多,企业家还是稀缺的(D10)。这与国外的有

关研究一致,例如法国的研究指出,博士生在读期间

与企业有合作关系会增加其到私营部门工作的概

率[20]。西班牙的研究表明,博士生在读期间参与了

技术开发活动,毕业后到企业工作概率更大[21]。

3.信息的了解增加了到企业就业的意愿。在与

企业合作过程中,博士候选人了解到,与高校招聘强

调论文数量不同,企业的研发部门更强调学术成果

的应用、专利申请和生产工艺的改进,而非发表高水

平学术论文。现在高校招聘看重高质量学术论文,
我目前发表了2篇EI论文,没有SCI,但有2项专

利,综合考虑我可能会选择去企业,毕竟他们对论文

要求不高(D6)。数据调研也证实了这一点,到企业

就业的博士毕业生群体其论文发表数(平均为3.72
篇)低于博士后群体(4.44)和直接到学术界就业的

博士毕业生(4.07),但拥有专利的比例比后两者高

(企业就业博士36.8%、博士后25.9%、高校和科研

院所24.6%)。[22]同时,工科博士生对工商业界薪酬

待遇和工作环境有较全面的了解,出于工作待遇的

考虑,毕业后选择到企业就业。我在跟碧桂园做一

个项目的时候,跟我们一个师兄聊天,他讲到自己的

收入比较高,交的个税也多,住房、工作餐都有保障,
条件很好,对我有吸引力(D4)。

四、对策与建议

本研究发现,作为科研训练的一种方式,学术创

业项目的学术含量的高低与科研能力提升呈正相

关,但相比纵向科研项目训练,更有利于提升非学术

能力;参与学术创业使工科博士生形成了更广阔的

学术观和多元的职业观。针对工科博士生越来越多

的学术创业实际,对工科博士生教育提出如下建议:
(一)高校的工科博士生教育应回应多元主体期

待,形成多元培养观

其一,在知识经济中,人力资源是创新产生、应
用和扩散的关键要素,企业尤其是高科技企业将博

士学位获得者作为创新的重要推动力量,进而提出

要培养复合型和从事应用研究的博士的要求。其

二,在知识生产模式2中,大学不再是培养博士生的

唯一机构,作为博士生未来的雇主,政府和企业根据

自身的需要,与大学进行合作,更加主动地参与到博

士生的培养过程中来。其三,学术创业活动推动工

科博士走出实验室、走出校门,进入企业,深入生产

实践一线,在与企业合作的过程中,认识到在企业研

发部门工作,也是一种学术职业。基于此,要摒弃传

统的博士教育仅仅是培养学术人才的观念,形成通

过科研训练,培养知识发现、知识综合和知识应用并

举的培养观,既培养未来的学术接班人,也要培养面

向经济社会主战场的研究者。
(二)高校工科博士生教育应注重优选学术创业

项目,提高科研训练绩效

学术创业是基于知识的应用和创新的创业,体
现的是知识溢出的价值,顺应了知识生产方式改变

的要求,但作为科研训练的一种重要方式,工科博士

生从各种类型的学术创业活动中得到科研训练绩效

与项目的学术含量高低成正比。为此,减少学术含

量低的横向项目,创造条件,鼓励工科博士生多参与

技术委托课题,或与企业进行联合技术攻关,或在衍

生企业从事研究工作,并从中发现研究问题,进行学

术创新或专利申请。同时,在科研评价上,要改变评

价方式,不以学术论文发表数量、质量论英雄,将专

利尤其是发明专利获批和转化,技术标准制定,科研

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等作为工科博士生科研能力的评

价指标之一。
(三)高校的工科博士教育应拓展学术创业项

目,提升博士生学术创业能力

学术创业是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在
国外,多元主体支持博士生参与学术创业,以推进技

术扩散,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比如,自1980年以来,
为加强大学与工业之间的联系,美国国家科学基金

会(NSF)就开始资助大量的工程研究中心和大

学———工业合作研究项目,用于为进入工业企业工

作的博士生提供训练机会提供资助[23];在德国,为
培养博士生创业精神,提升大学满足工业需求的能

力,联邦教育和研究部发起和资助了 HighTEPP项

目,即高等技术博士生创业项目[24]。当前,我国正

在实施“中国制造2025”战略,促进中国由制造大国

向制造强国转型,迫切需要开拓工科博士学术创业

项目,提升博士生学术创业能力,为博士生多元就业

做准备,加速技术创新和扩散,推进经济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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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nalysisoftheInfluenceofParticipatinginAcademicEntrepreneurshipon
EducationofDoctoralStudentsinEngineering

ZHANGZhenlin1,2,RENLingtao1

(1.InstituteofEducationalScience,HuazhongUniversityofScienceandTechnology,Wuhan430074;

2.SchoolofEducationandPsychology,HubeiEngineeringUniversity,Xiaogan,Hubei432100)

Abstract:Intheeraofknowledgeeconomy,moreandmoredoctoralstudentsinengineeringtakepartintheactivitiesrelating
toacademicentrepreneurship.Asanimportantwayofscientificresearchtraining,academicentrepreneurshipexertsan
importantinfluenceontheeducationofdoctoralstudentsinengineering.Througharootcauseanalysisofthein-depth
interviewswith16doctoralstudentsinengineering,theauthorsfindthatparticipatinginacademicentrepreneurshipcan
facilitatedoctoralstudentsinengineeringtoimprovescientificresearchability,acquirenon-academicskills,andbroadentheir
academicviewandmulti-careeroutlook.Torespondtotheinfluenceofacademicentrepreneurshiponeducationofdoctoral
studentsinengineering,thispapersuggeststhatcultivatingunitsshouldadoptamulti-trainingview,optimizeandexpand
academicentrepreneurialprojects,soastoenhancethescientificresearchabilityandacademicentrepreneurialabilityofthe
doctoralstudentsinengineering.
Keywords:academicentrepreneurship;doctoralstudentsinengineering;doctoraleducation;Influ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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