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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学生商业计划书写作课程是传授学生商业计划书知识、树立双创意识、提高综合能力的重要环节。课程的

效果关乎我国新一代年轻人参与创新型国家建设的热情和能力。本文通过分析目前《商业计划书写作》课程

的实际教学情况，从商业计划书课程的教学内容、方法、考核等方面提出商业计划书写作课程的教学改建议，

以期达到课程教学目的，获得更好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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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大学生是我国创新创业潜力最大的群体之一［1］。到 2020 年 5 月，全国各类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近

4000 万人［2］。在高等学校开展创新创业教育，各大高校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也是高等教

育教学改革的重要途径［1］。自 1998 年创业计划大赛以来，全国掀起高校学生创业热潮，但高校学生的

创业成功率却很低［3］。由于大部分学生对投资、金融等领域几乎没有或是很少有接触，如何完成一份

让投资人满意的商业计划书成为众多学子首要面对的挑战［4］。

随着各大院校均不断加强改进创新创业教育课程体系建设，作为双创教育发展的核心课程之一，商

业计划书写作能力的培养及提升引起了高度重视。本课程的开设，旨在增强学生商业计划意识，引导学

生系统地掌握商业计划书写作的主要概念、方法和思路，为其他创新创业课程的学习奠定基础。从商业

计划书本身内容来说，它需要多个领域的专业知识能力，及较好的写作能力，可以说同时具备综合性、

应用性、实践性的特点。然而，目前此门课程的开设对学生其后的创新创业实践还没有起到预期的作用。

有不少同学在需要商业计划书这一敲门砖时依然无从下手，在构思框架、撰写内容时感到迷茫。商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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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书写作这门课程的有效展开还需要进一步探索。

2  课程教学状况

2.1  教学内容

本校商业计划书写作课程目前主要为大三学生的选修课，理论课时 32 课时。本课程主要是以商业

计划书的撰写思路为主线，阐明商业计划书的基本概念、理论，及其相应的知识和方法，使学生逐步理

解并领悟创新创业过程，同时具备相应的产品、行业、市场等的分析能力及生产、财会、融资方面各种

情况的应对能力。课程要求学生对商业计划的构思、类型、写作过程、格式要求和一般规范等有较好的

掌握，了解并掌握商业计划书写作的写作方法。能综合运用所学的譬如管理学、经济学等专业知识，设

计针对创新创业企业相关的复杂问题的解决方案，作出预测与模拟，并进行较好的阐述等。

2.2  考核方式

本课程考核方式一般为考察。期末考察为撰写一份完整的商业计划书。学生的课程总成绩为平时成

绩和期末课程论文成绩按比例组成。

3  目前存在问题

3.1  形式鸡肋、课程重视不够

调查显示，近年来我国各大高等院校基本都开设了商业计划书写作课程，但大多没有认识到课程本

身的重大意义。本课程常常被划为选修课或考查课，教学时长最多 30 个课时。从教学安排来看其中大

部分课时还局限在理论知识传授上，缺乏实践锻炼［5］。考查课是大学教改的成果之一，各类论文写作

类的专业辅助课程多采用这一形式，授课方式与考试课程一致，但成绩评定为平时成绩和课程论文成绩

的总和［6］。商业计划书写作这门课程，同样主要采用让学生完成一份完整商业计划书的形式。虽然，

完成一份完整的商业计划书能够考察学生对这一课程所有的内容的把握程度，也能体现学生所具备的分

析和解决问题能力，但较多学生对考察课的态度是“好过”“好得学分”，在完成课程论文时更是会容

易陷入简单的“复制粘贴完成”中。教学双方对考察课程的一贯漠视，使得这一课程形式的正面作用无

法发挥，甚至逐渐成为“鸡肋”。

3.2  教材缺乏、专业契合不足

商业计划书是在我国加入 WTO 后才开始应用的一种经济文书。国内对于商业计划书写作体系研究

时间较短，不够全面和系统。相关的论文和书籍也比较少，主要是从可行性分析报告的写作理论基础之

上进行延伸扩展和转变，且没有统一的定论［7］。这也导致目前高校专用的商业计划书写作课程可选教

材非常少，大多为非权威系统的商务写作类书籍或商业培训机构自编教材，一些概念目前尚无统一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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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造成学习者的混淆［4］。常用参考的书籍资料主要为王舒编著的《新编商业计划书写作一本通》（2007），

国家科技风险开发事业中心编著的《商业计划书编写指南》（2012），王凯等编著的《创业计划书编写

理论》（2012），北京科技大学邓教授编著的《商业计划书原理演示与案例》（2019）等，以及一些译著，

如弗兰德的《商业计划指南》（朱必祥译，2010），哈弗商学院出版的《制订商业计划》（王春颖译，

2011）等。

3.3  内容偏窄、教学方法受限

目前教学内容主要以相应的市场营销相关知识为主。比如商业计划书写作课目前的课程目标和毕业

要求前几项分别为：①能够运用统计学、经济学、管理学和营销学的基本原理，识别和表达企业营销管

理问题，并通过文献研究分析以获得有效结论。②能够设计针对营销相关的复杂问题的解决方案，比如

企业产品与服务的营销方案，并能够在方案中体现创新意识。③能够基于市场营销学相关原理并采用不

同方法对企业营销问题进行研究，例如设计实验，对取得的数据结果进行分析与解释，通过合理的演绎

推理得到结论等。这就导致实际教学内容与相应的市场营销专业课程重合度较大，使得相关专业学生在

辅修商业计划书课程时觉得老生常谈，学起来乏味，而外专业的选修学生会觉得知识面过窄，提不起兴

趣等。

同时，现在的教学方法也主要停留在普通的类似“填鸭式”教学方法上，即单一的“教师讲学生听”，

比如：增强产品竞争力的方法有哪些？在企业所处行业的分析中，该行业关键的成功因素有哪些？企业

产品与服务的营销环节中，营销计划制定的 4P 理论是哪 4 个？等。这样的教学思路也许从“教”的层

面可以保证严谨而扎实的，但是从学生“学”的层面而言是缺乏生气，毫无创新可言的。商业计划书写

作能力作为一种和创新创业获得密切相关的能力，从这样的教学内容和模式中无法获得足够的浇灌。启

发式教学的缺失也是学生实际目标能力无法达到的原因之一［2］。

3.4  近利浮躁，学习风气不佳

根据实际教学经验，大三学生因为临近毕业，更为浮躁，对于能力培养和提升的重要性认识不深，

更偏重眼前利益。同学们往往认为选修、辅助课程只是一个形式，不存在挂科问题。大学四年目标主要

是毕业、就业或者考研、考公，只要不挂科平安度过就好。还有一些同学觉得真正的创新创业离他们太远，

商业计划书写作更是无用武之地。现有课堂上也存在做其他作业、写实验（习）报告、考研复习、看其

他书籍等现象。课后对老师布置的课堂作业不认真，简单复制粘贴，缺少思考和参与。

3.5  短缺拼凑，师资力量不强

2001 年以前，人们对商业计划书了解不深入，商业计划书的撰写多建立在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基础上。

自从中国加入 WTO 之后，它为企业筹措融资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国内才开始相应的商业计划书研究［3］。

商业计划书中涉及学科知识面较广，但国内大多数高校实际上并没有开设此类课程。导致此类教学师资

严重不足。大部分教授本课程的老师都是相关专业调配过来，诸如经济学以及企业管理等传统学科。还

有一部分教师是本身参与过创新创业的其他专业老师，部分甚至是行政人员中选拔而出。专门教师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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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缺，且现有的执教教师无论是职称、年龄结构均不合理。大部分教师本身理论基础薄弱，实践经验不足，

在传授知识时无法将核心内容灵活生动地讲透，导致课堂效果不佳，课程的教学发展迟滞，明显跟不上

现有需求。

4  教学改革建议

4.1  教学内容

现有的教学内容较为枯燥，同时侧重点过于明显。根据实际教学经验，当下学生对课本上的现有内

容兴趣缺缺，他们更偏好个人、集体在生活中、成长中、学习中的事例，或是结合时事新闻等对相关原

理方法进行讲解［6］。教师可以针对这一切入点，开发相应的兴趣案例来引入相关专业课题的讨论。

另外，商业计划书涉及较多不同知识领域，在课时有限的情况下，加强与学生的沟通，并汇总整理

学生在商业计划书写作过程中的实际问题，根据学生的专业情况，及时调整教学内容，精简理论环节，

形成“查漏补缺”式的理论教学。尽量避免重复内容消磨学生听课积极性，针对非商科学生教学，理论

课程宜多以翻转课堂等方式引导参与。

4.2  教学方法

4.2.1  着重观念培育

商业计划书是创新创业企业生成过程中一项极其重要的一环。这主要体现为商业计划书是创业者

开发机会，进行资源整合活动的综合思考。计划意味着撰写者已经在脑海里大体勾勒出了自有企业经营

方式，可以为企业本身提供实际的利益，包括更高的利润和更大的竞争优势，这些专业的、经过深思熟

虑的计划能保证企业更大概率的续存，这使得更加高效和经济上可行的新企业成为可能［3，8］。因此，

商业计划书写作培养，最重要且首要的是培养学生的创新创业综合思维能力——如何合理有效的运用已

有资源，设计并构建出一份企业的“蓝图”？使学生建立起创新创业所必备的庞大缜密的宏观思维，

而不仅仅只是局限于写一份计划书之上。从这个层面上来看，商业计划书写作课更应该跳出传统的教

学方式，不能只是简单的传授计划书的格式、内容、技巧等表面上的东西，而需要走观念—运用的路

线。例如通过一个个具体的企业生成案例，逐步引导学生来思考，企业的每一步该如何进行。让学生

从思想上认识到商业计划书是一个企业的整体发展思路，它不仅仅只是简单的陈述想法，罗列调查数

据，更是一种计划思维和实践尝试的融合和展示，那么它的写作自然会水到渠成。Kuratko 和 Hodgetts 在

Entrepreneurship：Theory，Process，and Practice 中就指出，企业管理者或创业者熟悉项目这一过程，

应在商业计划书的写作之前，对企业及市场所需要的信息了解和掌握越多，越会使写作变得容易［4，9］。

4.2.2  丰富教学模式

商业计划书综合性、应用性和实践性的特点，决定了此门课程需要互动式、开放式的教学方法进行

教学，传统的教学方式无法带给学生课程应有的体验。该课程不应该只包括抽象的知识传授，还需要借

助一些诸如市场变化、区域特色、社会环境等特定的情景，一些创业典型等来辅助课程进行［10］。比如

不同的企业在面对相同或不同的竞争对手时，可能会有怎样的策略，商业计划书中需要对这样的情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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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何等的预判和应对。此类问题不能只是教师一个人讲解个别思路，而应让学生与学生设身处地的去思

考、讨论，作出不同的理解和回应。“教”与“学”是矛盾的两面，从教师层面需要积极创造课堂参与

机会［11］。以往受到教学场地、教学安排的限制，情景模拟、案例分析等教学方法难以实施，分组讨论、

个性化教育更是无法展开，学生往往会感觉课程枯燥乏味，使得课程失去了应有的吸引力。充分利用提问、

讨论、指定阅读、学生发表看法等措施，督促学生参与思考互动，而无精力干无关事情，更有利于高质

量完成课堂教学。

4.2.3  尝试专业混合教学

一个企业的生成离不开各个部门的协调配合，一份好的商业计划书也是。它的综合性表现在内容非

常丰富，涉及各种不同知识领域，方法原理与实际实践联系紧密，还兼具定性与定量分析。这就决定了

商业计划书撰写更适合团队合作，并且需要较好的团队知识结构和能力构成。因此有些高校也将其视作

一门非常重要的素质拓展课程。但目前本课程的教学安排与课程设计常常是单一专业排课，学生互相之

间缺乏理解。尤其是当要求团队合作完成一份商业计划书时，几乎无法达到这样的训练目的。同一专业

班级的学生在知识结构上大多相近，协作伙伴间几乎没有互补性，完成的结果往往具有相似的问题，如

对问题的综合性理解不够，整体性把握不了等。根据实际教学经验，可以考虑尝试混合不同专业的班级

教学，这样可以模拟真实的企业生存环境，给学生创造更为真实的课程体验。

4.3  考核方式

为提高商业计划书写作的实质性效果及引起学生对课程态度方面的改变，建议灵活调整期末考核方

式。比如学生的整份商业计划书撰写不再放在学期末来完成，而放在整个课程的推进过程中，算在平时

成绩里。例如计划书的每个部分跟随相应的课程章节来完成。这是商业计划书的实践性所带来的要求。

创新创业不是纸上谈兵，商业计划书的写作更不能八股限定。对于教师而言，最好的教学和考核方法就

是带领学生一起参与，让学生在写作的过程中学习创新创业的知识，锻炼能力，提升素质，也有利于教

师在过程中真实掌握学生的学习情况，考察教学效果。避免出现学生在最后提交计划书时滥竽充数，使

整个写作训练得不到应有的考核目的。

期末考核则可以通过设计一些开放性的试题，体现学生的创新创业思维及搜集处理资料、撰写文书

的能力。实际上，商业计划书本身是一种较为灵活的不断演进的文书，目前尚缺乏系统的理论指导和相

应的规则标准。现有的各种要求只是一些约定俗成的东西。因此，只要是能清楚表达其中的意义，商业

计划书写作课程的考核可以采取更多、更开放的形式进行。

4.4  课程建设

商业计划书不但是企业发展蓝图，同时也是企业获得风险投资的敲门砖［12］。可以看到它是创新创

业能力的综合体现，也是双创思维与商业现实的结合点，商业计划书写作作为学生创新创业培养的前站，

目前受到的重视尚不足够。这要求我们重视课程建设，包括：

（1）编写具有针对性的教材。目前商业计划书相关研究较少，专于高校教学的更是少之又少。这

需要我们已有的执教教师发挥创新精神，精心设计好教学过程，搜集整理实用的教学案例，积极编写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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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教材。

（2）培育知识结构合理的商业计划书教师队伍，从教师素质着手，打通综合性、实践性、应用性

之间的壁垒，争取“以通才之教师，育通才之学子”。努力寻求任课教师培训和深造的机会。

（3）在实际教学中更多尝试邀请一些实际创新创业人才和有突出成就的教师参与到课程建设、教

师队伍建设和课堂教学中。

5  结语

商业计划书是能帮助学校、学生实现实践与理论相结合，大学与社会相结合的桥梁［13］，也是最大

限度整合校内外资源，培养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的重要工具。高校商业计划书写作课程，应该以综合培

养建立学生的创新创业思维为首要目标，坚持以实践和应用为专业发展导向。通过对教学内容、方法、

考核方式等课程全方位一体化的改革，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学生知识获取低效率的情况，达到理想的教学

效果。有效开展高校学生商业计划书课程，将其转化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力，仍是一项重大课题。当前形

势下，问题的关键是通过厘清实际教育情况，认识到存在的问题与不足，方能对症下药，形成有序教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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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Teaching Reform of Business Plan Writing 
Course for College Students

Huang Chaowen* Wang Tianguo Zhao Jianbin

East China University, Nanchang

Abstract: Business plan writing course is an important link to teach students business plan knowledge, 
establish the consciousness of entrepreneurship and improve their comprehensive ability. The effect of the 
curriculum is related to the enthusiasm and ability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young people to participate 
in building an innovative country.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teaching situation of business 
Plan Writing course,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on the teaching reform of business plan writing 
course from the aspects of teaching content, methods and assessment of business plan course,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teaching purpose of the course and obtain better teaching effect.
Key words: Business plan writing; Teaching reform;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