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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研究缘起

知识经济时代，大学在创新人才培养、知识创新

以及创新型国家建设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提

高大学的创新能力，加快培养高素质的创新型人才，
使之更好地为 社 会 进 步 和 经 济 发 展 服 务，是 世 界 各

国面临的共同问题。创新创业教育是大学培养创新

型人才的一种 教 育 理 念 转 变，是 普 通 教 育 和 职 业 教

育之外的“第 三 张 教 育 通 行 证”。从１９４７年 迈 尔 斯

·梅斯教授在哈佛大学商学院开设第一门创业教育

课程算起，发达 国 家 的 创 新 创 业 教 育 已 有 几 十 年 的

发展历史。除了 美 国 以 外，日 本、英 国、德 国 等 发 达

国家都采取各种措施，鼓励大学开展创新创业教育，
并为大学生的 创 新 创 业 活 动 提 供 优 越 的 政 策 环 境。
目前，创新创业 教 育 已 经 成 为 世 界 高 等 教 育 改 革 和

发展的趋势。
为适应世界 性 的 大 学 创 新 创 业 教 育 发 展 潮 流，

我国政府近年来实施了多项举措促进大学创新创业

教育的实施。１９９６年教育部颁布“关于深化教育改

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明确提出：高等学校要

重视培养大学生的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

２００２年教育部确定清华、人大等９所大学率先进行

创新创业 教 育 的 试 点。２００８年 教 育 部 通 过 了 质 量

工程项目建设 的３０个 创 新 创 业 教 育 人 才 培 养 模 式

试验区。［１］以教 育 部２０１０年 下 发 的“关 于 大 力 推 进

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和大学生自主创业工作的意

见”和教育部２０１２年 印 发 的“普 通 本 科 学 校 创 业 教

育教学基本要求（试行）”为标志，我国大学创新创业

教育开始进 入 了 新 的 发 展 阶 段。近 期，国 家 发 布 的

多项相关文件都对大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业能力的

培养提出了新 的 要 求，以 服 务 创 新 驱 动 国 家 发 展 战

略，把我国大学 创 新 创 业 教 育 提 高 到 了 前 所 未 有 的

新高度。
但是，我国大学创新创业教育的发展历史较短，

只有十几年的时间。创新创业教育学科还没有真正

确立，与专业教育分离，创新创业教育的资源与手段

缺乏，政策环境有待完善。目前，关于创新创业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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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多以定 性 的 理 论 分 析 和 对 策 建 议 为 主，缺 乏

广泛调研基 础 上 的 实 证 研 究。因 此，本 文 通 过 选 取

典型样本，设计 问 卷 来 调 查 我 国 大 学 创 新 创 业 教 育

的现状，以发现 大 学 创 新 创 业 教 育 实 施 中 存 在 的 问

题，并提出政策建议。
二、研究设计

（一）问卷设计和调研方法

大学开展创新创业教育的目标主要通过其实施

过程来实现，具体的实施过程包括学科定位、课程设

置、教学手段、师 资 力 量 等 方 面。另 外，学 生 对 创 新

创业教育的认同度，大学的产学研合作状况、机构设

置、政策措施以 及 国 家 的 政 策 环 境 等 都 会 对 创 新 创

业教育的实施效果产生影响。
本文采取问卷调查与个人访谈相结合的形式对

大学创新创业 教 育 现 状 进 行 调 查 研 究，进 而 判 断 创

新创业教育实施过程各环节对人才培养目标产生的

影响。在借鉴 现 有 研 究 文 献 的 基 础 上，本 文 设 计 了

“大学创新创业教育现状调查问卷”。调查问卷的主

体内容包括２部分，第１部分是基本信息，包括就读

学校、性别、专 业 类 别、年 级。第２部 分 是 创 新 创 业

教育现状调查，具体包括四个内容：一是大学生对创

新创业教育的 认 知 度；二 是 大 学 创 新 创 业 教 育 的 实

施现状；三是大学生对创新创业教育方式的需求；四

是创新创业环境对大学生创新创业行为的影响。在

完成初步问卷设计后，首先随机抽取了３０名大学生

（作者所在单位）进 行 问 卷 的 预 调 查，根 据 问 卷 预 调

查结果，结合专家建议对调查问卷进行了反复修改，
形成最终调 查 问 卷。同 时，为 了 保 证 调 查 结 论 的 全

面性和准 确 性，本 文 针 对 政 府 工 作 人 员、大 学 管 理

者、教育专家、教师、企业家和大学生设计了专门 的

访谈提纲，对调查问卷进行补充。
（二）问卷施测情况

本调查采取随机抽样的方法，选取清华大学、大

连理工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辽宁大学、东北财 经

大学、大连医科大学、大连外国语学院、沈阳农业 大

学的在校本科 生（二、三、四 年 级）为 调 查 对 象，所 选

样本的学校类别和专业类别较为全面，涵盖“９８５工

程”、“２１１工 程”和 一 般 院 校，综 合 性 大 学 和 专 科 性

大学，专 业 分 布 在 理 工、经 管、人 文、农 学、医 学、法

律、外语等专业，调查的样本结构比较合理。本调查

共发放问卷１０００份，实 际 回 收 问 卷９６２份，最 后 获

得的有效问卷９０４份，问卷有效回收率９０．４％。同

时，采取非结构式访谈的方式，对从事创新创业教育

的教师、创新创业教育研究专家、大学创新创业教育

的管理者、政府负责创新创业的工作人员、企 业 家、
在校大学生、自主创业大学生进行个人访谈，搜集相

关人员对创新 创 业 教 育 的 观 点 和 认 识，全 面 了 解 目

前我国大学创 新 创 业 教 育 的 主 观 意 愿 和 客 观 环 境。

有效问卷的基本信息统计如表１所示。
表１　有效问卷的基本信息统计

基本信息 比例（％）

性别
男 ４８．６

女 ５１．４

年级

大二 ３４．９

大三 ３７．０

大四 ２８．１

院校类别

“９８５”大学 ２５．５％

非“９８５”的“２１１”大学 ２５．６％

一般院校 ４８．９％

专业类别

理工 ２３．５

经管 ２４．１

人文 １２．２

法律 １１．４

农学 １０．５

医学 ７．８

外语 １０．５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大学 生 对 创 新 创 业 教 育 的 认 知 度 较 高，创

新创业意愿较高，创业价值取向差异较大

大学生对创新创业教育的理解与认识是影响创

新创业教育的 主 观 因 素，只 有 大 学 生 对 创 新 创 业 教

育具有较高的 认 同 感 和 正 确 的 价 值 取 向，大 学 创 新

创业教育才能取得较好的实施效果。本文设计了二

个题项作为大学生对创新创业教育的理解与认识的

观测点：一是大 学 生 对 创 新 创 业 的 认 知 度 和 价 值 取

向，选择“根据个人兴趣做事情”的学生最多，超过半

数，占 总 人 数 的 ６８．２％，选 择 “创 办 企 业”的 占

１９．５％，选择“开创性工作”的占１０．４％，选择“科技

发明及科学研究”的占１．８％，选择“不了解”的仅占

０．１％。这表明大学生对创新创业有较高的认知度，
但是对创新创 业 的 价 值 取 向 不 同，大 学 生 不 仅 仅 把

创新创业简单 的 理 解 为 创 办 企 业 和 开 创 性 工 作，更

多的认为是根 据 个 人 兴 趣 做 事 情，体 现 了 大 学 生 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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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选择的个性化趋向。只有根据个人的兴趣做事情

才能做出更多开创新的工作，乔布斯、盖茨这些改变

人类社会工作生活方式的创新大师无不是将工作和

兴趣有机的结 合，这 是 企 业 家 精 神 和 创 新 创 业 精 神

的体现。所以，大学如何有效的识别、引导和培养学

生个人兴趣，并 围 绕 学 生 的 个 人 兴 趣 提 升 学 生 素 质

是创新创业教育的核心问题。二是大学生的创新创

业意愿，选择“有想法，视情况而定”的学生占总人数

的８５．６％，选择“准备创业”的占９．２％，选择“不 打

算创业”的占５．２％。从调查结果和访谈结果来看，
多数大学生对创新创业只是停留在感兴趣和观望的

阶段，并无实质的创新创业行为，毕业后直接创业的

人数较少，创 业 成 功 的 人 数 更 少。大 学 生 想 创 业 的

原因在于，一方 面 近 年 来 的 政 府 部 门 和 教 育 主 管 部

门高度重视大 学 创 新 创 业 教 育，出 台 各 种 政 策 措 施

鼓励和引导高 校 开 展 创 新 创 业 教 育，高 校 将 创 新 创

业教育与专业 教 育 共 同 推 进，大 学 生 很 容 易 接 触 和

学习到创新创 业 知 识；另 一 方 面 逐 年 增 加 的 大 学 毕

业生数量和有 限 的 就 业 市 场 需 求 矛 盾，使 得 创 新 创

业成为解决就业的有效途径，同时，以互联网为代表

的新经济又为 创 新 创 业 提 供 很 多 新 机 会，使 得 多 数

大学生的创 新 创 业 具 备 了 可 能 性。但 是，真 正 实 施

创新创业还需 要 现 实 的 可 行 性，大 学 生 创 新 创 业 不

仅需要理论知识和现实机会，还要受到政策、资金等

外界环境和价值观、经验、勇气等自身条件的限 制。
因此，由于支持小微初创企业发展的政策、金融和法

律的不完善，中 国 传 统 文 化 中 保 守 的 价 值 观 念 使 得

大学生缺乏冒险精神，又缺乏实践经验，使得有创新

创业想法的大学生多，但是准备创业的人少。
（二）创新 创 业 教 育 的 受 重 视 程 度 不 够，没 有 得

到与专业教育的同等地位，师资缺乏、课程体系不健

全、政策不到位 等 问 题 是 大 学 开 展 创 新 创 业 教 育 的

主要障碍

学校的重视 是 创 新 创 业 教 育 实 施 的 先 决 条 件，
对“学校对创新创业教育的重视程度”这一问题的调

查结果显示，选择“不重视”的占５５．２％，选择“一般”
的占２０．４％，选择“重视”的占２４．４％。结合访谈过

程发现，目前多 数 高 校 还 没 有 成 立 专 门 的 创 新 创 业

教育机构，创新创业教育的实施多为分散的、非系统

化的形式，创新创业教育在大学生中的覆盖面不足。
分析其原因，我 们 认 为 从 大 学 层 面 来 看 对 创 新 创 业

教育的重视毋 庸 置 疑，但 是 由 于 创 新 创 业 教 育 的 开

展仅有十几年的时间，很多大学更是刚刚引入，处于

摸索和试探阶段，可以借鉴的成熟经验不多。因此，
就导致调查中出现的学生认为高校对创新创业教育

不够重视的情 况。对“学 校 采 用 的 创 新 创 业 教 育 形

式”这一问题的调查结果显示，选择“开设选修课程”
的学 生 占２７．２％、选 择“开 设 专 业 课 程”的 占１１．
１％、选择“成 立 创 新 创 业 教 育 指 导 机 构”的 占１８．
８％、选择“建立创新创业实践基地”的占１５．５％、“开
展创新创业教育讲座”的占６３．１％。访谈中发现，目
前创新创业教育在大学教育中的学科地位呈边缘化

现象，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结合不够紧密，独立

设置的创新创 业 教 育 课 程 较 少，且 与 专 业 课 程 关 系

不大，［２］大学最 为 普 遍 的 创 新 创 业 教 育 形 式 是 开 展

各种讲座和创 新 创 业 竞 赛，其 着 眼 点 是 加 强 创 新 创

业的技能训练，学 生 对 创 新 创 业 理 论 知 识 的 学 习 不

足。另外，大学 创 新 创 业 教 育 机 构 和 实 践 基 地 很 多

没有落到实 处，没 有 发 挥 应 有 的 作 用 和 效 果。在 对

“学校开展创新创业教育中存在的主要障碍”的访谈

过程中，我们发现师资问题最为突出，主要表现在创

新创业教育师 资 的 数 量 严 重 不 足，知 识 结 构 难 以 适

应创新创业教 育 多 学 科 性 质 的 要 求，师 资 资 源 的 整

合和统一组织 协 调 不 够，师 资 成 为 制 约 大 学 创 新 创

业人才培养最为重要的制约因素。其次是缺乏系统

的、可操作性强的课程体系和相应的课程评估机制，
现有专业课程 教 学 对 创 新 创 业 理 念 的 融 入 不 足，理

论课程与实践 课 程 结 合 的 不 好，缺 乏 本 土 化 优 质 适

用的教材和 先 进 的 教 学 方 法。再 次 是 政 策 不 到 位，
现有国家出台的各种创新创业教育政策多为宏观层

面的建议，缺乏操作层面的具体指导，各高校在具体

执行中的标准不统一。
（三）大学生对创新创业教育方式的需求呈现多

样化，与创新创业实践相关的活动最受青睐

大学生对创新创业教育方式的需求是高校设计

创新创业教育 模 式 和 方 案 的 基 础，只 有 满 足 学 生 需

求的创新创业 教 育 模 式 才 能 够 受 到 学 生 的 欢 迎，才

能避免流 于 形 式，达 到 实 施 创 新 创 业 教 育 的 目 的。
对“学校应提供哪些方式支持大学生创新创业”这一

问题的调查结果显示，学生的选择比例最大的“建立

创业实践基地”，占７５．２％，其次是“开设创新创业教

育课程”、“提供资金支持”、“政策支持”等。对“希望

获得创新创业知 识 和 技 能 的 途 径”这 一 问 题 的 调 查

结果显示，选择人数最多的是“到企业亲身实践”，占

７６．６％，其次是参加“创业计划大赛”，占４７．３％，再

次是“通过课程学习”、“向企业家求教”等。对“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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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课程应该包含 哪 些 内 容”这 一 问 题 的 调 查 结 果

显示，大多数学生认 为“个 性 化 的 创 新 创 业 指 导”最

为有效，占总人数的７５．１％，然后依次为创业者亲身

示范、创业模拟分析、创业案例分析、创新创业理 论

等。由此可见，大 学 生 对 创 新 创 业 教 育 的 需 求 呈 现

出多样化趋势，但 是 创 新 创 业 实 践 训 练 是 大 学 生 认

为在教育过程中最应该受到重视的。大学生创新创

业不是仅仅依 靠 理 论 的 指 导，大 学 生 在 创 新 创 业 的

过程中缺 乏 的 往 往 不 是 专 业 理 论 知 识 而 是 实 践 经

验。因此，学校 的 创 新 创 业 教 育 更 应 该 注 重 培 养 学

生的动手能力、组织能力、心理承受能力与团队合作

精神。但是，实 践 性 的 课 程 设 计 难 度 要 远 远 高 于 理

论性课程，访谈中也发现，高校本身也认识到创新创

业教育应更加 注 重 实 践 性，问 题 在 于 缺 少 成 功 的 教

学方法和手段可供借鉴、师资不足、资金、设施、教学

环境的限制使得创新创业教育实践体系还十分不完

善，达不到预期效果。因此，在逐步完善创新创业教

育理论与专业 教 学 有 效 融 合 的 基 础 上，应 重 点 研 究

如何建立一套 系 统 化、可 操 作 强 的 创 新 创 业 教 育 实

践教学体系。
（四）大学生的创新创业愿望和行为受到创新创

业环境的影响较大，政府、社会组织和大学等多方主

体需营造良好的创新创业环境

创新创业环境是影响大学生创新创业行为的客

观因素，包括创新的文化氛围、创新创业平台、创 新

创业的政策机 制 等，而 营 造 良 好 的 创 新 创 业 环 境 不

仅仅是高校的职责，需要政府、社会组织和大学的共

同参与。对“创新创业环境中哪一主体最为重要”这

一问题进行调查的结果显示，选择政府的学生占３７．
９％，选择“社会组织”的学生占２７．８％，选择“大学”
的学生占２６．５％，选 择“其 他”的 学 生 占７．８％。这

一结果也充分反映了不同主体在构建创新创业环境

中的重要性排序，政府的职责在于出台各种政策、法

案等，完善创新创业的政策环境，保护和鼓励创新创

业行为，引导创新创业的方向；社会组织的职责在于

在金融、咨 询、中 介 等 方 面 构 建 创 新 创 业 的 微 观 环

境，保证创新创业行为能够有效的实施；大学的职责

在于通过培育崇尚创新的文化氛围、构建课程体系、
搭建创新创业实训平台等来构建创新创业的学习环

境，培养大学生的创新创业意识和能力。因此，不同

主体在构建创 新 创 业 环 境 中 发 挥 不 同 的 作 用，需 要

各方共同参与 来 构 筑 完 善 的 创 新 创 业 环 境，保 证 大

学创新创业教 育 能 够 落 到 实 处，从 传 播 创 新 创 业 知

识到实现创 新 创 业 行 为。在 访 谈 过 程 中 发 现，多 数

大学生认为创新创业愿望和行为受创新创业环境的

影响较大，普遍认为创新创业教育受到政府、社会和

高校的广泛重 视，但 是 目 前 我 国 各 种 支 持 创 新 创 业

的政策、法律、融资、咨询、中介等环境条件有待进一

步完善，是 否 进 行 创 业 有 待 于 对 创 新 创 业 环 境 的

评估。
四、政策建议

（一）加快推进大学创新创业教育模式和标准的

构建

创新创业教育模式本质上就是把大学生的创业

能力和创新精 神 的 培 养 看 作 一 项 综 合 的 系 统 工 程，
改革大学教育教学目标、教育方式、教学方法以及专

业课程体系等，形 成 一 种 在 过 程 和 结 果 上 都 具 有 创

新特征的教育环境，并在不断的教育实践中，以一套

具有固定 行 为 特 征 的 教 育 表 达 方 式 和 标 准 呈 现 出

来。［３］教育主管部门、大学、社会组织、教师及学生应

多方积极 参 与，共 同 努 力，研 究 创 新 创 业 教 育 的 特

点，加快推进我 国 大 学 创 新 创 业 教 育 模 式 和 标 准 的

构建，让大学在 创 新 创 业 教 育 具 体 执 行 过 程 中 有 据

可依，消除 目 前 执 行 标 准 不 统 一、口 径 差 异 大 的 现

状。改变阻碍学生主动学习和创新精神培养的教育

模式，以培养大学生的创新精神为核心，树立正确的

创新创业价值 观 念，建 立 多 样 化 和 个 性 化 相 结 合 的

科学合理的人才培养模式。
（二）促进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体系的有效

融合

目前，创新创 业 教 育 在 我 国 大 学 教 育 中 的 学 科

地位呈现边缘 化，多 数 学 校 将 其 包 含 于 技 术 经 济 学

科或企业管理 学 科，许 多 大 学 对 创 新 创 业 教 育 的 学

科定位模糊。［４］大 学 的 创 新 创 业 教 育 普 遍 与 专 业 教

育分离，尽管许多大学开始重视创新创业教育，一些

大学在人才培养目标和师生激励导向方面已经涉及

了创新创业教 育 内 容，但 是 创 新 创 业 教 育 一 般 没 有

纳入学科建设规划和质量评价体系之中。
创新创业教育学科地位的边缘化问题使得各个

大学创新创业教育的执行标准不一致，形式多样，不

利于创新创 业 教 育 的 发 展。因 此，教 育 主 管 部 门 应

该积极推进设 立 创 新 创 业 教 育 学 科，明 确 创 新 创 业

教育的学科地位，同时，将创新创业教育思想与知识

逐步融入专业教育的过程之中。在统一的创新创业

教育框架下，进行师资建设、课程设置和学生 培 养。
创新创业教育 学 科 应 以 学 生 的 全 面 发 展 为 导 向，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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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学生创新精神、创业能力，提高学生的综合素 质，
应贯穿于教育 管 理 的 全 过 程，使 全 体 学 生 都 成 为 创

新创业教育的受益对象。［５］

（三）打造 多 元 化 的 高 素 质 创 新 创 业 教 育 师 资

队伍

师资是大学 创 新 创 业 教 育 的 关 键，创 新 创 业 教

育的特点决定了教师既要有广博的创新创业教育理

论知识，又要 具 有 一 定 的 创 业 经 验。而 我 国 大 学 创

新创业教育教 师 的 数 量 严 重 不 足，往 往 由 其 他 专 业

教师兼职讲授 创 新 创 业 课 程，其 知 识 结 构 和 能 力 无

法满足创新创业教育的师资素质要求，同时，大学对

创新创 业 教 师 的 激 励 措 施 不 到 位，教 师 缺 乏 积 极

性。［２］因此，需要 建 设 既 有 理 论 知 识 又 有 实 践 经 验、
专兼职结合的创新创业教育教师队伍。教师应积极

开展创新创业 教 育 理 论 研 究 和 实 践 探 索，加 强 教 学

经验交流，改进教学手段和方法，在专业教育中灌输

创新创业教 育 的 知 识。大 学 应 从 经 费 支 持、教 学 考

核和职称评定等方面给予创新创业教师一定的政策

倾斜，提高教师 参 与 创 新 创 业 理 论 研 究 和 实 践 的 积

极性；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和校友资源，聘请具有丰富

行业经验的企业界人士和创业者作为兼职的创新创

业教师为学生 开 设 创 新 创 业 课 程 和 讲 座，并 为 专 职

教师进行短期企业实践、提供实训搭建平台，构建专

兼职结合、理论 与 实 践 互 补 的 多 元 化 的 创 新 创 业 教

育师资队伍。
（四）设计科学合理的创新创业教育课程体系

创新创业教 育 涉 及 多 学 科 交 叉 融 合，需 要 从 跨

学科的视角进行课程体系的设计。创新创业教育的

课程体系设计首先要考虑如何将创新创业的理念有

效融入专业教 学 体 系 之 中，使 创 新 精 神 和 创 业 能 力

的培养成为专 业 教 学 的 导 向 之 一；在 具 体 实 施 上 还

应重视学科的 互 补 性 和 课 程 教 学 的 特 点，强 调 理 论

课程和实践课程的有机结合，建立可操作性强、内容

多样化的创新 创 业 教 育 课 程 体 系；逐 步 凝 练 创 新 创

业教育课程体系标准，强调规范化，减少课程设置随

意性。与欧美 大 学 相 比，我 国 大 学 的 创 新 创 业 教 育

课程体系设计不够合理，存在课程形式单一、课程数

量不 足、课 程 细 分 不 够 等 问 题。如 我 国１０７所２１１
大学中仅有４１所大学开设了创新创业相关的课程，
而美国有１　６００所以上的大学提供了２２００门以上的

创业课程。［６］与 美 国 斯 坦 福 大 学、伯 克 利 加 州 大 学

（分别开设２１门 和２３门 创 业 课 程）等 大 学 相 比，我

国大学创新创业教育课程设置仍存在课程细分不够

（最多不超过１０门），对不同类型和层次的学生培养

支撑不足。［７］教学方法和手段、教材等也是创新创业

教育课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斯坦福大学、

ＭＩＴ等创新 创 业 教 育 开 展 较 早 的 大 学 已 经 开 发 出

一些优质适用 的 创 新 创 业 教 育 教 材，而 我 国 大 学 的

本土化创新创 业 教 育 课 程 教 材 不 多，教 材 选 用 随 意

性较大，缺乏 系 统 性 和 科 学 性。我 国 教 育 主 管 部 门

和大学应积极 开 展 创 新 创 业 教 育 的 相 关 理 论 研 究，
通过课题立项和经费资助的方式鼓励教师将理论研

究成果和教学经验进行凝练形成具有特色的创新创

业教育教材，探索行之有效的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
为创新创业教育的广泛开展提供参考。

（五）加强 大 学 与 产 业 界 的 合 作，搭 建 创 新 创 业

教育实践平台

创新创业教 育 具 有 理 论 与 实 践 结 合 的 特 点，突

出实践性。创 意 思 维、创 新 精 神 和 创 业 意 识 需 要 经

过实践活动 才 能 转 化 为 创 新 创 业 能 力。因 此，大 学

创新创业教育 的 实 施 过 程 要 以 实 践 活 动 为 载 体，创

新创业教育开展可以包括实验教学、毕业设计、实习

实践以及创新创 业 竞 赛 等 多 种 形 式。［５］大 学 创 新

创业教育的开 展 离 不 开 产 业 界 的 支 持 和 参 与，以 美

国为例，产业界 为 大 学 创 新 创 业 教 育 提 供 大 量 的 人

才支持、实践场地和实习岗位，与大学建立联合创新

创业教育研究 中 心、设 立 捐 赠 创 新 创 业 教 师 席 位 等

方式支持大学开展创新创业教育，同时，大学的创新

创业教育 也 孕 育 了 许 多 世 界 知 名 企 业，如 惠 普、谷

歌、雅虎、思科、ＳＵＮ等高科技公司就是在斯坦福校

园的创新创业 氛 围 中 诞 生 的，正 是 这 些 创 新 型 的 高

科技企业为“硅 谷”的 发 展 注 入 了 生 机，美 国 的 大 学

创新创业教育与产业发展形成非常良性的互动。借

鉴国外成功经 验，我 国 大 学 应 积 极 探 索 产 学 合 作 创

新创业教 育 模 式，搭 建 创 新 创 业 实 践 平 台，建 立 政

府、大学和科技产业园区的联动机制，推进创新创业

实习实践基地和创业孵化基地建设。通过科技产业

园区的实习实 践，学 生 可 以 亲 身 经 历 大 量 的 创 业 案

例，结合企业界 人 士 的 现 身 说 法 可 以 从 操 作 层 面 为

学生提供 更 为 直 接 的 指 导，开 阔 学 生 眼 界、拓 宽 思

路、激发创新创业兴趣。创业孵化基地可以在设备、
资金、场地等方面提供创业扶持，并提供专业的创业

咨询和创业服务，使创新创业教育真正落到实处。
（六）完善 制 度 环 境 建 设，培 育 崇 尚 创 新 的 文 化

氛围

国外创新创业教育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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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部门的政策引导，美国、日本、英国等创新创业 教

育较为发达的国家都采取了积极措施鼓励和引导创

新创业教育的开展。如美国颁布的《贝多法案》、《史

蒂文森—魏德勒技术创新法》、《小企业创新发展法》
等支持科技创 新 转 化 和 小 企 业 发 展 的 政 策 法 案，为

美国的创新创业教育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和制度

环境；日本颁布了《推动具有创新创业精神的人才培

养》报 告、《大 学 技 术 转 移 促 进 法》、《中 小 企 业 有 责

法》、《中小企业新 事 业 活 动 促 进 法》等 政 策 文 件；英

国则启动了“大学生创业项目”、设立了“科学创业挑

战基金”、“高等教育创新基金”等促进创新创业教育

发展的措施。我 国 应 该 充 分 借 鉴 先 进 国 家 的 做 法，
加强政府政策 引 导 和 支 持，建 立 各 级 创 新 创 业 教 育

管理机构，不断完善制度环境，促进创新创业教育的

深入展开，并在 全 社 会 形 成 有 利 于 大 学 生 创 新 创 业

的环境。同时，还要进行文化机制上的创新，培育提

倡独立思考、弘扬个性、允许失败、允许试错等有 利

于人才成长的包容性的创新文化和氛围。

〔参考文献〕

［１］陈希．将创新创业教育贯穿于高校人才培养全过程［Ｊ］．中国高

等教育，２０１０，（１２）：４～６．
［２］李家华，卢旭东．把创新创业教育融入高校人才培养体系［Ｊ］．中

国高等教育，２０１０，（１２）：９～１１．
［３］陈德文．高 等 教 育 改 革 与 学 生 创 新 精 神 培 养［Ｊ］．教 育 研 究，

２０１２，（１２）：６～８．
［４］曹胜利，雷家骕．中国高校需要 怎 样 的 创 新 创 业 教 育［Ｎ］．中 国

教育报，２０１０－１－１３．
［５］刘伟．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人才培养体系构建的思考［Ｊ］．教育科

学，２０１１，（５）：６４～６７．
［６］袁志勇．我国 大 学 生 创 业 教 育 现 状 堪 忧［Ｎ］．科 技 日 报，２０１０－

４－２．
［７］李伟铭，黎春燕，杜晓华．我 国 高 校 创 业 教 育 十 年：演 进、问 题 与

体系建设［Ｊ］．教育研究，２０１３，（６）：４２－５１．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ＬＩＵ　Ｗｅｉ　１，ＤＥＮＧ　Ｚｈｉｃｈａｏ２

（１．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ＤＵＦＥ，Ｄａｌｉａｎ　１１６０２５，Ｃｈｉｎａ；

２．Ｓｃｉｅｎｃ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ＬＮＮＵ，Ｄａｌｉａｎ　１１６０２９，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ａ　ｓａｍｐｌｅ　ｓｕｒｖｅｙ　ｉｓ　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
ｓｈｉｐ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ｅｉｇｈ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　ａｎｄ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Ｔｈｅ　ｓｕｒｖｅｙ　ｉｎ－
ｃｌｕｄｅｓ　ｆｏｕｒ　ａｓｐｅｃｔｓ，ｗｈｉｃｈ　ａｒｅ　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ｓ’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
ａｔｅｓ’ｎｅｅｄ　ｆｏｒ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ｉａｌ　ｅｎｖｉ－
ｒｏｎｍｅｎｔ　ｏｎ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ｉ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ｉｓ　ｓｕｒｖｅｙ，ｗ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
ｔｏ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　ｔｏ　ｂｕｉｌｄ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ｌ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ｏｆ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ｉｎｔｅ－
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ｔｏ　ｃｒｅａｔｅ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ｔｅａｃｈ－
ｅｒ’ｓ　ｇｒｏｕｐ，ｔｏ　ｄｅｓｉｇｎ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ｔｏ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ｂｕｉｌ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ｏ　ｏｎ，ｗｈｉｃｈ　ｐｒｏｍｏｔｅｓ　ｔｈｅ　ｑｕａｌ－
ｉｔｙ　ｏｆ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ｐｉｒｉｔ；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ａｂｉｌｉｔｙ；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４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