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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作为高校创业教育资源整合平台的创业学院建设 

李吉庆 

（安徽科技学院党委组织部，安徽蚌埠，233100） 

[摘要] 创业教育资源有限且整合乏力一直是困扰高校创业教育发展的瓶颈。创业学院的创办不仅有效解决了这 

一问题，而且成为创业型人才培养的崭新平台。鉴于此，深入研究创业学院成立的背景，探索创业学院的运作模 

式，分析创业学院运作所需要的基本条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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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  2002 年教育部确定九所高校试点创业教 

育以来，经过十多年的发展，高校创业教育取得了 

显著成效，已进入规范化、科学化发展阶段。但创 

业教育资源有限且整合乏力一直是困扰高校创业 

教育发展的瓶颈。近年来，一些高校创办“创业学 

院” ，不仅有效解决了这一问题，而且成为推动创 

业教育发展、 培养创业型人才的崭新平台。 鉴于此， 

对作为整合高校创业教育资源平台的创业学院建 

设进行深入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一、创业学院的运作机制 

（一）创业学院的基本内涵 

鉴于创业教育资源有限且整合乏力的现状，很 

多高校都在积极探索整合创业教育资源的举措。近 

年来，国内很多高校探索建立了“创业学院” ，比 

如上海交通大学、中山大学、温州大学、重庆邮电 

大学、内蒙古大学等，有效整合了创业教育资源， 

推动了大学生创业教育工作，成为高校有效整合创 

业教育资源的典型模式。据统计，自  2008 年来， 

全国高校已相继成立  30 多所创业学院，而且每年 

都有新增创业学院成立，目前拥有创业在读生近 
2000 名 [1] 。根据现有高校创业学院的运作状况，笔 

者认为，创业学院就是以创业教育培训为主旨设立 

的学院， 其具有独立的组织机构、 专门的工作人员、 

特定的功能定位和独特的运行机制，是高校整合校 

内外创业教育资源、推进创业教育、培养创业型人 

才的有效平台。 

（二）创业学院的功能定位 

高校以创业学院为平台整合校内外创业教育 

资源，全面推进大学生创业教育工作，创业学院具 

体承担以下四项功能，一是负责创业教育管理，包 

括制定学校创业教育政策，研究具体工作规划和方 

案，建立健全规章制度，整合、管理创业教育资源， 

推进师资队伍建设，遴选与管理创业学生以及其他 

日常管理工作；二是负责创业课程建设，包括制定 

课程建设目标、规划，构建创业课程体系，组建高 

质量的创业导师团队，推进课程教学改革，加强课 

程运行管理和考核，组织创业计划大赛等相关“第 

二课堂”活动等；三是负责创业教育研究，包括定 

期调研高校创业教育形势政策，组织申报各级各类 

创业教育研究课题，推进创业文化建设，指导和管 

理大学生创业课题项目，组织创业教育交流合作 

等；四是负责创业实践服务，包括推进创业实践基 

地建设，遴选创业实践团队，指导服务学生创业实 

践，培育和扶持创业典型等。 

（三）创业学院的运行机制 

创业学院的顺利运作需要一套健全有力的运 

行机制，具体包括组织机制、制度机制和教育培养 

机制。在组织机制方面，创业学院应设立专门的领 

导机构，总体负责创业学院的领导和运行，同时成 

立理事会、专家咨询委员会、教学指导委员会、实 

训基地管理委员会和行政工作办公室，分头负责创 

业学院政策制定、工作规划、课程教学、师资建设、 

创业实训和日常管理等事务。在制度机制方面，创 

业学院应加强运行制度建设，为学院运行提供制度 

保障，主要包括创业学院运作章程以及招生、教学 

管理、师资建设、资源整合、实训基地、项目孵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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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一系列制度体系。在教育培养机制方面，当前创 

业学院具有两种机制，一方面是面向学校全体学生 

开设“大学生创业教育”必修课，制定普适性的教 

育培养方案；另一方面是面向创业学院学生制定专 

门的教育培养方案，深入推进创业型人才培养。需 

要说明的是，当前创业学院还不设学科专业，不单 

独招生， 学生来自其他院系， 由创业学院理事会 （成 

员由各院系分管领导组成）在校内招生，实行“双 

重管理” ，即日常管理在原所在院系，创业教育教 

学和实训管理在创业学院。创业学院基本运行模式 

见图 1 所示。 

图 1 创业学院基本运行模式 

二、创业学院创建和运作的基本条件 

（一）人才培养体系支撑 

由于存在着功利化导向，导致高校创业教育还 

处于创业活动层面，发展基础薄弱，究其原因，就 

是缺乏科学人才培养体系的支撑 [2] 。高校缺乏创业 

教育人才培养体系的支撑，创业学院的建立和运作 

也就失去了基础。这需要高校重新审视创业教育的 

本质和要求，建立健全创业教育人才培养体系，一 

是树立创业教育是一种素质教育的理念，将创业教 

育真正融入到高校人才培养的各个环节；二是建立 

完备的创业型人才培养方案，面向全体学生构建 

“知识传授、精神培养、能力锻炼”三位一体的创 

业型人才培养模式；三是以创业教育为核心，整合 

和集聚创业教育资源，为创业型人才培养服务。 

（二）学科专业体系支撑 

创业学院的基本功能是推进创业教育，而开 

展创业教育的基础是开设创业课程。创业课程包 

括理论课程和实践课程，课程内容丰富、涉及面 

广、创新要求高、实践性强，理论课程涉及管理 

学、金融学、经济学、教育学、心理学等多个学 

科，而且指导创业实践项目运作，还涉及到相关 

专业知识的支撑。因此说，创业教育本身就是多 

学科交叉的综合性学科，开设创业课程、开展创 

业实践、指导项目孵化必须有一定的学科专业背 

景支撑，较齐备的学科专业体系是高校成立创业 

学院的基础条件。 

（三）师资队伍建设支撑 

创业教育师资队伍是创业学院创建和运作的 

重要条件。由于创业教育本身的特殊性，决定着创 

业教育师资队伍来源和组成的多样性，其主要包括 

三个层面，即创业课教师、创业导师和创业教育咨 

询专家。创业课教师主要负责创业理论课教学和创 

业活动的组织管理；创业导师主要负责创业实践项 

目的指导服务；咨询专家主要负责创业教育规划和 

人才培养设计。高校应通过“引进来、走出去”的 

策略，推进创业教育师资队伍建设，一方面“引进 

来” ，积极引进和吸收校内外创业教育师资，特别 

是注重吸收校外企业家、公司顾问等实践经验丰富 

的兼职教师；另一方面“走出去” ，重视创业教育 

教学培训，鼓励教师报考“创业指导师”“创业培 

训师”等培训考试，不断提升创业教育师资水平。 

（四）实训平台建设支撑 

创业教育本身具有的实践性特征，需要加强创 

业实训平台建设。创业学院不仅承担全校性创业教 

育理论课的教学，而且还要承担所招收学生创业实 

践实训能力的培养和提高，因此说，创业实训平台 

建设必不可少。高校创业实训平台包括校内、校外 

两个方面，在校内，要积极挖掘和利用各学科专业 

实训平台的创业实践功能，同时加强专业实训平台 

的建设，比如创建大学生模拟实训平台、大学生创 

业园等；在校外，要积极争取社会和政府的支持， 

开拓校外创业实训平台资源，比如与企业设立的科 

技项目孵化园以及政府设立的中小企业园等合作， 

签约成立大学生创业基地。 

综上所述，创业教育资源整合是一项复杂的系 

统工程，创业学院的成立和发展也需要以上各种支 

撑条件的综合作用和相互配合，此外还包括高校在 

机构、人员、场所和经费等方面给予的大力支持， 

只有这样才能为创业学院的创建和发展奠定坚实 

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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