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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学生创新创业工作是教育领域重要的民生工程和教育教学与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反映。高

校作为创新创业的重要“孵化器”，必须主动担当新使命，努力造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生力军。从高校明

确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目标、为大学生创新创业提供保障、将创新创业教育融入课堂教学中、充分发挥高校众

创空间的作用、推进大学生创新创业文化氛围建设等五个方面提出人才培养的相应措施，为高校开展大学生

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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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前我国大学生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现状及存

在问题

( 一) 高校对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的理解参差不齐

国务院在 2015 年下发的《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

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中指出: “各高校要根据人

才培养定位和创新创业教育目标要求，促进专业教育

与创新创业教育有机融合，调整专业课程设置，挖掘和

充实各类专业课程的创新创业教育资源，在传授专业

知识过程中加强创新创业教育。”［1］根据国务院实施

意见的具体要求，许多高校积极响应，成立了相应的高

校创新创业人才培养领导机构，积极组织开展大学生

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教育工作。但是由于国家对高校如

何开展创新创业培养工作，没有提出具体统一的要求，

造成各高校理解不一，对培养目标存在不同理解，使目

标设置不统一，评价标准不一致。例如，有的高校在培

养中注重理论培养教育，缺乏实践锻炼; 有的高校以参

加各种创新创业竞赛和评比活动为主，片面强调创新

创业成果产出，缺乏创新创业理论教育; 有的高校直接

以注册创业公司、办企业为主，使创业从专业学习中完

全分离出来，没有真正把创新创业教育融入整个高等

教育人才培养体系中。

( 二) 创新创业实践基地和创新实践平台效果不

明显，导向性引领性不强

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基地、创新实践平台和创新创

业孵化器在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培养中起着重要的作

用。为鼓励高校开展好大学生创新创业工作，当前政府

和高校建立了多种类型的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基地，主

要有以下几类: 政府主导类创新创业基地、科技企业类

孵化基地以及高校创业孵化基地。这些大学生创新创

业基地和创新实践平台，主要目的是引导大学生开展创

新创业［1］，为大学生提供相应服务和资金支持，为大学

创客者提供创新创业成果转化。虽然这些创新创业基

地和创新实践平台探索出许多孵化器模式，为大学生创

新创业团队的成长和发展提供了很多帮助和支持，取得

了不少成果，但是许多模式在实际引领大学生创新创业

实践方面有很多欠缺和不足，创新创业效果发挥不明

显，需要进一步加强。在对河南省部分高校大学生创新

创业的调查中，大学生对本校的创新创业实践基地或创

新实践平台了解的不多，甚至一些大学生表示从没有听

说过。这说明大学生对校内的创新创业基地和平台的

认可度不高，对其开展的效果总体评价较低，高校大学

生创新创业实践基地在实际推动大学生创新创业成才

方面作用不突出。大部分高校的创新创业基地和创新

实践平台主要给大学生提供场地、单一的行政服务、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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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资金支持鼓励等，缺乏对大学生实质性、连续性创新

创业的指导教育，这就要求各高校需要结合本校实际改

进大学生创新创业人才培养工作。
( 三) 创新创业教育体系不健全，育人效果不佳

与西方发达国家创新创业教育人才培养体系相

比，我国的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起步较晚，还停留在普

适性、通识性层面，在具体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的细节

上，还没有形成系统的教育体系。甚至有一些高校把

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看作是国家教育部门临时性的要

求，疲于应付，没有把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作为重点教

学工作来抓，造成高校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教育体系存

在滞后性与突击性，导致教学教育实际效果大打折扣，

影响了培养效果。创新创业教育是一种综合性强、具
有时代特征的教育模式，需要授课教师具有丰富的研

发和管理经验、具体的创新创业实践经验［2］。但是，目

前我国高校创新创业课教师主要是有思政课教师、行
政兼职人员、学生管理人员和就业部门相关教师组成，

基本没有受过专业创新创业训练和培训，这些教师平

时接触创新创业工作，缺乏创新创业的实践经验，无法

真正承担起大学生创新创业的成才教学教育培养工

作。同时，一些学校也聘请了创业成功人士、知名创业

校友、创业专家学者等担任创新创业课程讲授，由于这

些老师流动性大，学校无法进行统一的教学管理，教学

实际效果不理想。此外，由于缺乏关于大学生创新创

业的系统指导性教材，许多高校选定教材比较随意，有

的甚至没有教材，全靠上课教师自己组织教材，造成教

学内容随意性强，对学生创新创业指导性差，难以发挥

应有的教学效果。
( 四) 创新创业工作缺乏合理有效的统筹整合，创

新创业培养管理混乱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

出全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对于科技创新工作提出

新的更高要求，这需要国家相关部门和高校内部都能够

统筹各部门职能，制定完善的大学生创新创业的人才培

养体系，为高校提供全方位的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服务，

促进高校大学生初创企业的成长和发展。但是，目前我

国的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缺乏有效的统筹工

作机制，涉及的各部门缺乏有效的协调沟通合作，造成

资源无法有效整合。往往形成各自为政，不愿意负责的

混乱局面。也正是这种原因，导致鼓励和支持大学生创

新创业的资源分散，缺乏统一的整合管理，不能发挥应

有的作用。
( 五) 大学生创新创业环境不完善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国家 2015 年提出的富民

之道、公平之计、强国之策。我国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

工作也是根据国家的政策要求提出的。尽管国家近年

大力扶持大学生创新创业，但高校和社会中对于创新

创业人才的鼓励程度明显不够，对人才的评判标准也

比较单一，对于创新创业人才评判标准的风气尚未形

成。社会上对于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问题理解不够深

刻，大多数人的观念还停留在“就不了业才去创业”的

层面，极大地打击了创业者的积极性。社会人士对于

大学生创新创业也有一些看法，他们认为大学生是一

个缺乏创业经验，缺乏社会阅历，缺乏经济基础，缺乏

吃苦耐劳精神和心理承受能力的群体，对大学生创新

创业工作并不看好。还有一部分社会人员和家长还认

为大学生就业找到稳定性的“铁饭碗”才是正式职业，

对大学生创新创业持不支持态度。在高校内部，由于

开展大学生创新创业时间较短，加上学校内部注重专

业课的教育培养，很多时候忽视创新创业课的培养教

育，创新创业教育有时候也被错误理解为是针对学校

不安心学习特定人群开展的教育和培养，没有形成良

好的人才培养环境。

二、构建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培养体系的对策

( 一) 高校要统一指导思想，明确创新创业人才培

养目标

高校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目标就是要使大学生形成

创业意识、创业能力和心理品质等创业基本素质，明确

这一目标，可以保证高校创新创业人才培养始终朝着

既定目标发展。为此，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好工作: 一

是高校要统一思想，高度重视大学生创新创业工作。
各高校要根据国家相关政策要求，结合本校实际，整合

校内优质资源，明确各机关部门、各专业学院在创新创

业教育中的职责，加大创新创业经费投入，把创新创业

教育贯穿高校人才培养全过程。二是要细化教学培养

目标。大学生学习过程的不同阶段，创新创业目标培

养的内容侧重点各有不同。高校要针对不同年级的实

际情况，制定相应的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目标，把人才培

养落到实处，切实培养大学生创新创业的能力。三是

对大学生要以创新创业意识培养为目标，贯彻面向全

体、基于专业、分类教学、强化实践的创新创业教育工

作方针，将专业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联系在一起，推动

高校人才培养方案的改革创新，实现创新创业教育与

素质教育、专业教育、实践教学的融合统一。四是丰富

大学生创新创业的综合知识。由于大学生在创新创业

过程中不免要与许多部门打交道，这就要求大学生能

广泛学习和掌握工商、管理、金融、财税、法律、公关等

相关综合知识，提高创新创业所需要的技能和能力。
( 二) 统筹整合社会资源，为大学生创新创业提供

保障

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人才培养工作是一个长期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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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系统性的重要工作，决定了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培

养需要“校、企、政、社、家”共同参与的协同创新联动

机制，整合各部门资源，形成合力，切实有效推进高校

大学生创新创业培养工作。国家作为创新创业顶层设

计和宏观调控者，应出台相关政策，完善相关制度和措

施，切实有效为高校开展大学生创新创业提供保障。
各级政府要成立专门的组织领导机构，人社、财政、教
育、科技、工信、工商、税务、司法、金融等有关部门参

与，统筹协调，打造全方位的大学生创新创业服务体

系，加大对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资金支持，加强对创新

创业教育改革的指导，制定完善的激励政策，为高校创

新创业教育和改革创造良好的平台［3］。企事业单位作

为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加强与高校的产学研合作，

建立长期的校企合作协同关系，与高校合作共建大学

科技园、大学生创业园、创业孵化园等有利条件，利用

本身的资金和技术优势，为大学生成功创新创业提供

企业师资、项目指导、咨询服务等，同时要为大学生创

新创业提供更多的企业实战实习机会，提高大学生创

新创业的实践动手能力，相对应的企业也可为自身培

养企业发展所需要的人才。要整合政府、高校、企业和

社会等各方面资源，建立综合性的大学生创新创业网

站，集中打造大学生创新创业服务体系信息网络平台。
( 三) 将创新创业教育融入课堂教学中，培养和帮

助校园创客实现创业梦想

一是要充分认识创新创业课程教育的重要性。高

校要把深化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作为重要任务来抓，深

入研究高校的创新创业课程建设工作，要将创新创业

教育融入课堂中、实践环节中、专题培训中、科技竞赛

中、校园文化中，将创新创业教育质量纳入高校教学审

核评估范围，统筹推进本地本校创新创业教育工作［4］，

使高校创新创业课程教育逐步常态化、正规化、科学

化。二是加强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各高校要明确创

新创业课程教师的教育责任，加强课程教学效果的考

核评价。大学生创新创业课程建设要和专业化师资队

伍建设结合起来，通过稳定创新创业指导教师队伍，注

重加强培训与外出实践，建立一支具有较强理论知识

与实践指导能力的创新创业教师队伍，聘请知名科学

家、成功企业家、成功优秀创业校友和各行业知名专家

作为学校“创新创业指导师”，定期到校对学生进行创

新创业指导。三是强化高校促进校企合作协同育人工

作。高校创新创业课程要能够结合本校实际，按照社

会需求明确课程的教学目标，不断改进教学方式和方

法。要加强创新创业实验室、科技创业园、创新实训平

台、互联网创新创业平台等实践平台的整合工作，为大

学生提供开放的创新创业实践平台。同时，高校要积

极创新教育教学新模式，做好协同创新，开展好校企合

作，探索新的合作模式，在人才培养方案、课程体系建

设和课程教学等方面开展好合作。四是实现创新创业

全程教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课程建设要随着大学生就

业形势和社会大环境的需要与时俱进，要根据各年级

大学生不同的学习阶段，制定不同的创新创业教育课

程，在各阶段的课程教学中要重视创新创业的实证性

和应用性研究，编制符合学新创业教育学科体系，并不

断在实践中提升学科的系统性、严谨性和科学性，从而

更加科学地指导学生创新创业的开展。此外，创新创

业课程体系要根据不断改进教学方法和内容，切实将

创新创业教育渗透到专业教育中，使大学生的创业意

识和创业基本素养得到系统的培养，将培养创新创业

思维融入知识讲授、课堂研讨、见习实习等专业教学的

各个环节，促进有机融合，从而不断培育学生的创新意

识与创业精神，提高创新创业素质与能力。五是各高

校进一步建立创新创业学分积累与转换制度，探索将

学生参与课题研究、项目实验、创业实践、创新实验、发
表论文、获得专利和自主创业等折算为学分，加快推出

慕课、视频公开课等在线开放创新创业教育课程，建立

在线开放课程学习认证和学分认定制度［5］。
( 四) 充分发挥高校众创空间的作用，促进高质量

就业创业工作

高校众创空间是基于网络时代顺应新一轮科技革

命和产业变革新趋势、满足高校师生乃至大众创新创

业需求、体现高校特点、挖掘高校潜能、共享高校资源

的新型创新创业服务平台。因此，各高校要高度重视

众创空间建设，全面加快推进高校众创空间建设工作。
一是高校要构建低成本、便利化、全要素、开放式的众

创空间。实现创新与创业的结合、线上和线下相结合、
孵化与投资相结合，为大学生创新创业提供良好的工

作空间、网络空间、社交空间和资源共享空间。二是政

府、高校、企业应各自发挥自己的优势，在政府政策利

用、高校资源对接以及市场化运营、产业对接方面形成

合力，为高校重创空间建设提供全方位的创新创业支

持。三是努力打造跨地区、跨行业的新型协同合作模

式，实现人才、技术、资本、市场、产业和园区的深度融

合，为大学生创新创业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四是针对

高校创客在创业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困惑，提供应有

的服务和支持，邀请相关创新创业专家，让他们走进高

校，利用专业服务帮助初创企业寻找风险投资，减少创

客在创新创业中的风险。五是加强众创空间与产学研

基地、协同创新中心、知识产权保护机构和校企联合实

验室的资源整合，利用高校科技和人才资源优势，帮助

高校创客的初创型企业解决技术难题、提高研发水平

和降低研发成本，将广大高校创客们的研发成果具体

转为生产力，创造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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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 语

高校的大学生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是一个长期性、
系统性的工程，要注重从多个层面入手，对大学生创新

创业人才培养进行系统设计、整体研究，注重研究内容

的整体性。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涉及政府、
社会、企事业、高校等多个方面，必须整合政府、高校、
科技园区、投资机构等多种社会资源，形成合力，以提

高人才培养质量为核心，以创新人才培养机制为主线，

以构建创新创业服务平台为载体，以完善条件和政策

保障为支撑，充分发挥高校资源优势，激发大学生创新

创业热情，积极推进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人才 培 养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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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on ＆ Entrepreneurship-oriented Talent Cultivation System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I Hui

( Office of Admissions，Nanyang Normal University，Nanyang，Henan，473061，China)

Abstract: Fostering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among college students is an important mission of college edu-
cation，which is also a reflection of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 As an important incubator for innovation and entrepre-
neurship，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must take the initiative to take on a new mission，and strive to create a new
force for public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and problems facing the cultivation of in-
novative talents out of university students are analyzed．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related issues like training
objectives，policy support，classroom instruction，et cetera，are also addressed． In order to further boost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among college students，corresponding measures are put forward herein from five aspects in
the hope of rendering useful reference to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ttempting to improve their talent cultivation sys-
tem．
Key word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college students;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personnel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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