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夯实基础，群策群力，积极推进学会工作创新发展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创新创业教育分会工作经验材料 

杨芳 

（中南大学创新创业教育办公室，湖南长沙，410083） 

[摘要] 作为开展创新创业教育研究和实践工作的全国性学术团体，创新创业教育学会在成立五年来，获得了巨 

大的发展。学会顺应高教改革发展要求，参与创新创业教育重大改革决策。表彰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举办全国 

高层论坛和开展学术交流活动，群策群力，充分发挥引领作用。整合资源，发挥专家学者作用，推进学会平台建 

设。加强学会制度建设和组织建设，完善学会运营机制，夯实学会基础，推动高校创业教育内涵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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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教创新创业教育学会成立于 2009年， 

是开展创新创业教育研究和实践工作的全国性 

学术团体。五年来，学会紧紧围绕促进高等教育 

改革与发展的大局，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在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的领导下，在教育部高等教 

育司、学生工作司等部门的指导下，不断加强自 

身建设，夯实基础、科学规划，群策群力、民主 

办会，不断拓展工作空间，积极推进工作创新发 

展，学会工作初见成效。 

一、群策群力，深化学会引领作用 

（一）顺应高教改革要求，推进创新创业教 

育蓬勃开展 

一是充分发挥民间组织协调作用，凝聚创新 

创业教育工作合力。学会会员构成层次较多，包 

括高校教务部门、科研部门、学生工作部门、科 

技园和校产部门等。学会积极组织全国性活动， 

交流工作经验，提高了高校对创新创业教育的认 

识，推进全国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工作开展的深度 

和广度。二是围绕高教改革和发展大局，参与创 

新创业教育重大改革决策。参与教育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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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制定，参与教育部“普通本科 

院校创业教育教学基本要求”的制定，参与教育 

部创业教育示范性教材《创业基础》的编写。同 

时承担科技部、人社部等部委大学生创新创业相 

关文件制定和创业培训教材编写工作。三是率先 

开展全国性创新创业教育评先评优工作，树立典 

型。20112012 年组织开展高等学校创业教育特 

色经验材料征集和遴选工作、创业教育研究与实 

践先进单位和创业教育先进个人评选活动。2011 
和 2012年会期间分别表彰了 30家“全国高等学 

校创业教育研究与实践先进单位” ，2012 年会期 

间表彰了  51 名“全国高等学校创业教育研究与 

实践先进个人” 。学会计划已将此项工作作为常 

态化工作，成为全国创新创业教育的重要活动之 

一，成为学会促进创业教育教学水平提升、教育 

质量提高的有效支撑。 

（二）举办全国高层论坛，推进创新创业教 

育学术探索 

一是邀请领导做高水平讲座。学会先后邀请 

原教育部副部长周远清参加成立大会、工作年 

会，并就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我国高校开 

展创业教育问题发表重要讲话；邀请中共湖南省 

委副书记梅克保就湖南经济社会发展、大学生就 

业形势、湖南支持和鼓励大学生自主创业相关政 

策等做主题发言。二是承办创新创业教育高峰论 

坛。2009年 4月学会承办了由教育部学生司、思 

政司和湖南省教育厅联合主办的全国高校创业 

教育高峰论坛； 2010年 6月学会承办了由教育部 

全国高等学校学生信息咨询与就业指导中心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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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2010 年中国大学生创业高峰论坛” 。三是举 

办创新创业教育论坛。 2010年 7月举办全国高等 

学校创新与创业教育论坛；2012 年 12 月举办全 

国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工作论坛。 

（三）开展学术交流活动，促进创新创业教 

育理论研究 

一是举办征文活动，促进理论研究。学会于 
20102012 年三次组织开展创新创业教育论文征 

集和评比活动，内容基本涵盖了高校创新创业教 

育的各个方面，学会组织专家对论文进行了评 

审，举行了优秀论文颁奖仪式，并推荐优秀论文 

在会刊《创新与创业教育》期刊上发表。征文活 

动有力促进了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的理论研 

究与实践探索，对提升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工 

作水平起到助推作用。二是加强经验交流，扩大 

学会影响。学会会长高文兵先后出席“创新型创 

业教育与实践”国际研讨会、 “面向未来•中国高 

校创新创业教育”论坛和“新形势新任务下的中 

国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等，并做讲话。通过参加 

类似活动，加强了创新创业教育经验交流，扩大 

了学会的影响力。三是组织全国性师资培训和学 

术研讨交流活动。2012 年 10 月由教育部高等教 

育司主办，教育部创业教育指导委员会、中国高 

教创新创业教育学会和中南大学承办， 举办 2012 
年教育部“普通本科学校创业教育教学基本要 

求”骨干教师高级研修班。来自全国各地  43 所 

高校的创业教育教师和工作者 110人参加培训。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副司长刘贵芹、创新创业教育 

分会会长高文兵、创新创业教育分会副会长徐建 

军、著名企业家和投资人等领导和专家就创业理 

念、教学、实践和探索等方面做了精彩的阐述和 

深入的探讨。研修期间，举办了“全国高校创业 

教育专题研讨会” ，与会成员就高校创业教育课 

程体系建设、创业教育模式等方面进行了探讨， 

交流高校创业教育特色经验，展示高校创业教育 

成果。

二、整合资源，推进学会平台建设 

（一）建设交流平台，促进学会工作交流和 

学术理论研究 

一是建好学会网站。通过网站开展信息、学 

术和工作及经验交流，做好创新创业教育国内外 

发展的现状、 最新成果跟踪和介绍。 二是做好 《学 

会动态》。及时准确报道宣传学会工作，加强分 

会内部沟通与学术、工作交流，及时收集和发布 

全国创新创业教育的最新动态，对最新成果进行 

宣传、推广，发挥学会工作辐射作用。三是办好 

会刊《创新与创业教育》。不断提高办刊质量、 

扩大刊物发行量。《创新与创业教育》期刊是我 

国目前创办发行的唯一一份开展创新创业教育 

专门学术和理论研究的期刊，从目前情况看，刊 

物立足学术交流，引领创业教育百家争鸣，对我 

国创新创业教育学术理论研究和工作交流起到 

积极的促进作用。期刊已出版  18 期，发稿  576 
篇，约 280万字。 

（二）设立专家委员会，发挥专家学者研究 

和工作参谋作用 
2011年 6月成立了创新创业教育分会专家委 

员会，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副书记徐飞教授任专家 

委员会主任委员，浙江大学党委副书记郑强教 

授、长安大学党委副书记白华教授、中南大学创 

新创业教育办公室主任杨芳教授任副主任委员， 

有  29 位专家任委员。每年至少召开一次专家委 

员会会议，就规范和规划学术和理论研究、工作 

交流，促进中国特色的创新创业教育理论体系建 

设展开讨论。组织专家委员会部分专家对全国高 

校创业教育优秀论文进行评审。 

（三）实施联动策略，加强与教育部创业教 

育指导委员会合作 

积极与教育高等学校创业教育指导委员会 

工作实施联动策略。双方合作参与教育部创新创 

业教育相关文件的制定；联合开展调查研究，掌 

握创新创业教育最新动态。一是开展专题调研。 

根据教育部相关部署，就“十一五”期间创业教 

育教材建设基本情况、 “十二五”期间教材建设 

应贯彻的基本原则、 “十二五”期间国家级教材 

规划的建议、建立和完善教材质量监管制度和具 

体意见和建议等方面开展调研。二是组织问卷调 

查。连续三年组织开展全国高校开展创业教育的 

情况问卷调查，引导高等学校创业教育健康、科 

学、规范、可持续发展。三是进行实地调研。由 

会长、教指委主任委员高文兵带队，先后赴黑龙 

江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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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温州大学等高校就学校创业教育开展总体情 

况、组织机构、工作机制，创业教育课程体系建 

设、教材建设及师资队伍建设，创业实践与实训 

基地建设以及与校外合作情况和创业教育创新 

举措等方面展开深入的调查。通过调研掌握了我 

国高校开展创新创业教育的第一手资料，对我国 

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在整体上 

有所把握，了解了全国高教创业教育的真实情 

况，增强指导的针对性。 

三、夯实基础，推进学会做大做强 

（一）加强学会制度建设，规范日常管理 

一是完善学会规章制度。根据学会《章程》 

制定了分会登记证书保存管理办法、印章管理使 

用办法、财务管理办法等一系列制度，推进学会 

工作的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二是做好分支 

机构年检。认真整理有关资料，做好自我评估， 

及时报送高教学会秘书处。通过年检，不断规范 

学会在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中的作用，促进学会 

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和科学发展。三是严格会费收 

缴使用。学会财务由中南大学计财处代管，学会 

根据《章程》，严格执行《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 

制度》和学会《财务管理办法》，自觉接受审计 

部门的监督审计，收入支出原始凭证、计帐凭证 

齐全、手续齐备，财务管理和财务收支合理，会 

计帐目清晰。按照《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分支机构 

管理暂行办法》 规定， 按时向上级学会缴纳会费。 

（二）规范学会组织建设，发展壮大规模 

一是做好会员单位发展工作。创新创业教育 

要深入普及地开展，必须有更多的单位和人员参 

与其中，发展新会员是学会的一项重要的基础性 

工作，必须做好。学会遵循“保证质量、重心下 

移、扩大规模”的原则做好会员单位发展工作。 

通过会议、网络等载体，积极宣传学会工作，制 

作了《会员单位入会申请表》等材料，规范入会 

申请程序，明确会员资格审查流程。二是规范理 

事会建设与管理。实行理事会单位“浮动”管理 

制度，一方面积极吸纳热心学会工作、创新创业 

教育业绩突出的会员单位进入理事会，另一方面 

对无法承担理事单位责任会员进行劝退。三是尝 

试吸纳企业会员。考虑到创新创业教育的特点， 

经充分发动和酝酿讨论，尝试吸纳“深圳市赛为 

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加入学会，并增补其为常 

务理事单位。 

（三）完善学会运转机制，促进科学发展 

一是每年至少召开两次学会秘书长会议。 
20092012 年分别在宁波大学、重庆大学、北京 

工业大学和东北大学等学校召开学会秘书长工 

作会议。会议就当年学会工作进行总结，并研讨 

学会工作计划，同时对学会和秘书处工作的一些 

重大问题进行广泛的讨论，推动了学会工作的正 

常运转。二是每年举办一次学会工作年会。2009 
年 4月在中南大学召开学会成立大会，通过了学 

会《章程》，选举产生了第一届理事会和常务理 

事会等，做出了学会发展规划。20102012 年分 

别在长安大学、吉林大学和合肥工业大学举办学 

会工作年会，就学会重大规划和活动进行研讨和 

表决。学会工作认真贯彻了年会会长报告、领导 

重要讲话精神并结合会员单位的意见和建议，积 

极开展高校创业教育调研等工作，进行创新创业 

教育理论和实践的探索。三是利用现代信息技术 

开展工作。组织专家对论文进行网络评审；发布 

《学会动态》电子版刊物；通过网络及时与会员 

单位进行联系与沟通，保证学会正常运转。 

创新创业教育分会将在上级学会和部门的 

领导下，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贯彻落 

实《教育规划纲要》，积极开展群众性科研活动， 

在做好行业协调以及加强本组织可持续发展能 

力等方面做出更大的努力，为政府决策服好务， 

推动高等学校创业教育内涵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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