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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创新创业教育是近年来高等教育改革的重点之一，受到广泛关注。广西在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方面

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以加快人才培养和提升教学水平。基于此，在查阅文献、分析问卷数据的基础上，对

广西近几年的大学生创新创业情况进行调查，并对所存在问题进行讨论。认为高校应建立和完善创新创业教育体

系，并发扬民族特色与立足区位优势。而良好的创新创业社会环境，需要政府、企业和群众的共同参与，从而促

进广西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的改革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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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创新创业教育的核心是培养大学生的创新精

神、创业意识和创业能力，引导高等学校不断更新

教育观念，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教育内容和教学方

法，将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紧密结合，

实现从注重知识传授向更加重视能力和素质培养

的转变，提高人才培养质量[1]。因此，对高校大学

生进行创新创业教育，既有利于学生个人的长期发

展，缓解现今就业的严峻压力，又能创造新的社会

活力，优化产业结构，提供新的经济增长点，利于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广西在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方面也出台

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要求高校健全创新创业课程

体系，提高教学能力，开展创业服务指导；建立创

业孵化基地，对入驻企业进行一定扶持；鼓励高校

毕业生自主创业，使其享有税收、贷款、培训、落

户等优惠政策。可见，广西在支持大学生创新创业

方面是不遗余力的。已有部分高校在相关课程体系

研究中结合自身特色和人才培养目标，提出符合校

情的课程体系设置。如广西艺术学院在 2015 年进

行创新创业课程化建设，进行“四化”一体课程化

改革实践，即“课程视野全球化、学习过程实践化、

教学内容特色化、授课方式多元化”[2]；广西财经

学院通过第二课堂开展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讲堂、创

新创业专题讲座、创业论坛、创业文化沙龙等一系

列活动，营造浓厚的创新创业文化氛围，弥补第一

课堂的不足[3]；广西师范大学开设“小微型企业创

业沙盘模拟游戏”课程，让学生参与创业体验，提

升综合能力[4]。但是，由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广

西高校的创新创业教育起步相对较晚，学生创新创

业的能力参差不齐，整体水平有待提高。 

本文通过调查广西高校在各层次、各领域、各

方面关于创新创业教育的推行情况，查阅政府相关

文件，并对广西 7 所高等院校 1 469 名大学生就其

所在学校创新创业教育的一些问题进行问卷调查。

通过分析问卷调查情况，发现 88.97%(n=1 469)的大

学生认为有必要进行创新创业教育，可见大多数人

都意识到了它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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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内容与方法 

(一)研究内容 

在高校大力发展创新创业教育，能够满足学生

的发展需要和社会发展结构调整对不同类型人才

的需求。广西地处边疆，属于西部大开发地区，它

的发展进步离不开人才的支持。创新创业教育不能

仅依赖学生、教师、学校独立完成，还需要企业、

社会及政府的协调支持，这样才能健全和完善现有

的教育教学体系。本文将从问卷调查的情况分析广

西大学生对创新创业教育的认知，并将对广西近年

在创新创业教育方面取得的进步做简要说明，最后

针对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建议。 

(二)研究方法 

在收集、整理及归纳文献的基础上，我们设计

了“广西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情况调查”问卷，通过

各校联络员发放网络电子版和纸质版问卷，及时收

集整理数据。问卷调查主要围绕以下四个方面开

展：一是被调查者的基本情况，包括学校、专业、

年级，对不符合调查范围的对象进行剔除，确保调

查结果的严谨；二是创新创业教育的普及情况；三

是对学校开展创新创业教育的评价、感受和要求；

四是学生参加创新创业活动的概况及建议。我们对

部分代表进行了访谈：对在创新创业方面取得优异

成绩的学生进行深度访谈，联系相关创新创业教育

对其的影响程度分析其成功的原因；向从事创新创

业教育的专家学者求教，听取他们的建议和意见。 

(三)问卷基本信息统计 

调查对象：广西大学、广西医科大学、广西民

族大学、广西中医药大学、广西师范学院、广西财

经学院、南宁学院等高校在读大学生。 

我们共发放问卷 1 489 份，回收问卷 1 489 份，

其中有效问卷 1 469 份，有效率为 98.66%。 

各高校问卷分布情况：广西大学 280 份，广西

医科大学 225 份，广西民族大学 176 份，广西中医

药大学 210 份，广西师范学院 187 份，广西财经学

院 184 份，南宁学院 207 份。 

年级分布情况：大一 488 人，大二 360 人，大

三 398 人，大四 213 人，大五 10 人。 

专业情况：哲学 16 人，经济学 152 人，法学

102 人，教育学 45 人，文学 90 人，历史学 3 人，

理学 98 人，工学 211 人，农学 30 人，医学 302 人，

管理学 261 人，艺术学 15 人，其他 144 人。 

三、广西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发展简况 

(一)各项政策出台情况 

在 2015年广西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政策问答[5]

中，政府部门网站的许多公告、通知及下发文件均

体现出对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的支持。其内容主要

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对高校要求：健全创新创业

教育课程体系，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建立健全学生

创业指导服务专门机构及对有自主创业意愿的大

学生实施弹性学制。二是关于创业项目：提供创业

指导服务，深化商事制度改革，对符合条件者免除

行政事业性收费及提供财政支持。 

(二)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开展情况 

1. 实现创新创业课程教学 

课程教学是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重要载体之

一，是理论传授、政策解读和师生交流的首要平台。

关于课程设置方面，78.69%的学生都明确表示本校

设置有创新创业课程，而认为未开展或不清楚是否

有相关课程的学生占比分别为 6.94%和 14.36%。可

见，各高校都是严格遵循相关规定的，开设了大学

生职业生涯规划课、创新创业指导课、就业指导课

等，进行课堂层面的创新创业教育(包括网络课程)。 

2. 导师制下开展学生创新创业活动 

教师在系列教育活动中，起着重要的引导作

用，其丰富的科研、社会、实践等经验，可以给学

生提供借鉴，使学生少走弯路，让创新项目的实施

更有保障。在创新创业项目的开展中，只有 15.97%

的学生表示无导师指导，70.72%的学生肯定了导师

的作用，另有 13.31%的学生表示导师仅是名义上指

导而无实际作用。各高校的团委组织或其他部门对

学生创新创业项目开展进行审核的条件之一是要

有指导老师(对其职称和学术水平有要求)，利于对

学生项目的开展、完成、验收的监管。 

3. 建设高校大学生创业示范基地 

在广西召开的 2017 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

作会议[6]指出，4 年来，广西教育厅共投入 500 万

元，在高校建设了 25 个大学生创业示范基地，为

毕业生创业提供实践锻炼机会。这些基地的建设，

为在校大学生创业提供了场地，同时也是实现教学

理论走向社会实践的重要过渡地带。小规模的创业

园或创业街，对学生只是象征性地收取水电管理

费，减轻了其创业成本和风险，使学生不但能立足

校园这个市场，还能兼顾学业。 

(三)学生对创新创业教育的认知与实践及取

得的成果 

1. 学生对创新创业教育的认知与实践 

在问卷调查中，88.97%(n=1 469)的大学生认为

有必要进行创新创业教育，说明大部分同学都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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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创新创业教育的重要性，并根据自身特点和能力

在学习之余积极参与了一些创新创业活动。关于学

生创新创业活动的参与度， 40.91%(n=1 469)的学生

表示参加过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课外科技作品竞赛、发明制

作、开设商铺等创新创业活动。此外，教育部牵头

引导的“十二五”重点项目——国家级大学生创新

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简称“大创”)，以学生为主体，

从政策和资金方面推动创新创业教育的开展，学生

参与热情较高。 

表 1 直观显示了 2014—2017 年间广西大学生

的国家级和区级“大创”立项数量。尽管国家级立

项数目并没有逐年递增，但区级立项数量每年都有

增加。这一方面反映出学生的创新创业意识有所提

升，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广西对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

投入的增加。表 2 是国家级立项中各项目类别的占

比情况，“创业实践项目”占整个立项项目的比重

并不高。因为创业难度大，要考虑诸多因素，既要

考虑市场、资金、政策、场地、技术等外部条件，

还要考虑创业者的团队建设、创业兴趣、敢于挑战

的精神等内在因素。 

 

表 1  2014—2017 年国家级及区级“大创”立项数量 

单位:项 

年份 国家级立项数量 区级立项数量 

2014 548 2 351 

2015  951 3 417 

2016  1 124 3 933 

2017  882 4 577 

 

表 2  国家级“大创”项目类别占比情况      (%) 

类别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创新训练项目 80.84 76.83 76.07 80.27 

创业训练项目 15.88 17.22 15.93 12.24 

创业实践项目 3.28 5.95 8.01 7.48 

 
2. 学生在创新创业活动中取得的成果 

我们在问卷中问到“在参加创新创业活动中,

曾经获得哪些成果?(多选题)”时，64.06%(n=601)

的学生都能依据计划取得一定成果。其中，21.46%

的学生能够发表相关学术论文；18.64%的学生开设

了创业商铺(实体店或非实体店)；19.80%的学生能

在创业活动中获得经济效益，建立创业团队；3.99%

的学生获得了国家专利，或开发了新产品投入市

场；23.13%的学生参加创新创业项目能获得校级以

上的奖励；4.83%的学生在创业活动中获得了营业

执照；另外，还有 35.94%的学生认为项目实施不利，

未能取得成果。学校和其他平台给了相当多的空间

让学生在创新创业活动中进行发挥，取得了一定成

果。而整个创新创业训练的过程比取得的成果更加

重要，因为训练过程是创新创业教育体系中的理论

应用和实践部分，对学生思维培养、意志锤炼、创

新意识增强都有帮助。对于开展不利的项目，建议

学生从中吸取经验教训，这也是学生成长的一部分。 

四、存在的问题 

(一)高校方面存在的问题 

1. 创新创业课程体系不够完善 

根据问卷结果，我们发现“你在哪些课程学习

了创新创业知识(多选题)？”这一选项中，84.86%

的学生 (n=1 156)选择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课，

70.33%选择就业指导课，可以看出，创新创业课程

学习的很大部分是职业规划和就业指导课程中的

附属内容。而 42.21%的学生选择创新创业指导课，

40.66%选择创新创业网络课程，15.92%选择创意

学、创造学、创新学等课程，这说明专门开设的创

新创业课程是不够全面和系统的。 

对于创新创业知识是在哪个时间段学习的，

43.34%的学生(n=1 156)集中在大一，15.74%选择大

二，7.87%和 2.25%分别选择大三和大四，而 1.56%

和 14.97%则选择其他时间段和记不清楚学习时间，

另外 14.27%表示在大一到大四会在不同阶段学习

创新创业知识。创新创业课程的时间安排也是要系

统规划的。开展创新创业项目的主力军主要是大

二、大三的学生，能在项目开展前或项目实施过程

中分阶段有序学习有关创新创业的知识，对项目实

施会有所帮助。 

在创新创业课程体系中，除了具体课程分配和

授课时间安排需要合理，授课内容还应涉及多学科

的交流融合及联合应用，包含如法律、市场营销、

消费者心理学等方面。此外，创新创业教育结合本

校特点进行深化改革的实践过程较少，而将创新创

业课程与专业课程紧密结合，既需要理论的支持，

也需要实践操作的磨合及改造。 

2. 师资队伍尚需建立和培养 

在问卷中，学生对创新创业课堂教学满意的占

43.69%(n=1 156)，29.33%和 26.98%的学生分别对

课堂教学持不满意和无所谓的态度。创新创业是近

年兴起的教育热点，学界对其的认知、模式、实践

等是百家争鸣，对教学过程的处理也还在摸索完善

阶段。教师在授课时，会存在经验不足、讲课枯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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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味等问题，学生对课堂教学不满意也是能理解

的。因为授课涉及多学科的交流，所以在创新创业

教育体系的构成中，需要合理配置相应的师资。对

于不同的专家学者，如何在创新创业的教学活动中

一展自身所长，这是人才引进时需要考虑的问题，

如果涉及校际合作，还要考虑各高校的实际情况和

专业需求。我们在访谈中还了解到，在创新创业教

育方面，高校对教师队伍的培养如外出学习、挂职

锻炼、讲座培训等是非常少的。 

(二)学生的创新创业水平有待提高 

目前，广西大学生的创新创业知识是有所欠缺

的，这和课程安排有关；而他们开展创新创业活动

所需要的各种技能也有待加强，经验不足导致项目

夭折的情况也能被理解。在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

划项目、“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及“挑战

杯”课外科技作品竞赛等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项

目或竞赛中，与其他地区相比，广西地区参与和获

得较高水平奖励的学生数量及成果是比较少的。大

学生参与的创业活动，普遍成本较低，技术含量不

高，主要聚集于销售服务类，客户大部分是在校大

学生或者年轻群体。这从另一个侧面体现出大学生

创新创业活动的层次不高，其深度和广度还有待提

升。当然，我们应承认广西地区创新创业的教育开

展比较晚、学生水平及能力不足的客观现实。 

(三)成果转化率和产业化率低 

关于学生创新创业的成果，3.99%(n=601，即

参加过创新创业活动的同学)的学生选择“获得国家

专利，或自主开发新产品，可以投入市场”这一选

项。若计算全部有效问卷数量(n=1 469，是否参加

过创新创业活动的学生都计算在内)，则只有 1.63%

的学生的创新创业活动成果获得国家专利或能投

入市场。可见，在大学生这一群体中，能够使创新

成果真正产生市场效益并创造经济价值的，少之又

少。与国外相比，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和产业化率

本来就低，广西属于西部大开发地区，科技成果的

转化水平之低可想而知。尽管如此，政府、高校、

企业能否采取更进一步发展的措施，鼓励与支持大

学生的创新成果投入市场，创造更多的社会效益，

值得我们去思考。 

五、建议与思考 

(一)高校需建立和完善创新创业教育体系 

高校是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的首要平台，其创

新创业教育体系的构建与完善对学生的培养十分

重要。针对创新创业进行教育教学改革，我们主要

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建议。 

第一，健全课程体系，使学生系统学习创新创

业知识，培养创新创业意识。我们通过调查得知，

很多高校开设了创新创业相关课程，但设置不够合

理，还没有较为完善的课程体系。课程体系的建立

与完善需要结合地区经济发展、本校教育教学理

念、人才培养方案、专业培养要求、具体操作实践、

高校创新创业基地规模、学生水平等循序渐进开

展，不仅要考虑创新创业的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

结合，而且要考虑专业课程教学融入创新创业的理

念。第二，加强创新创业教育师资队伍的建设。师

资队伍建设包括校内专职或兼职教师教学能力的

培养和校外知名专家、企业家、创业成功者、风险

投资人等各行各业优秀人才的聘请，两者均可担任

创新创业课程或项目的指导教师，帮助学生开展项

目。第三，建立健全学生创业服务指导机构，能够

对学生自主创业进行帮扶、指导、培训，能根据学

生特点提出创业意见。有条件的高校可以和企业、

行业协会、社会组织联合开发适合大学生创业的培

训项目。 

此外，高校可以举办如创新创业知识讲座、创

业论坛、科技竞赛和创业大赛等各种学术活动和创

新创业主题活动，并为学生的创新创业活动提供如

资金、场地、基础设施、实验室设备等的硬件支持，

这些都有利于高校营造创新创业氛围。 

(二)营造创新创业的良好社会环境 

营造良好的创新创业社会氛围，需要政府、企

业和群众共同支持。第一，前文已提到广西为高校

大学生创新创业活动投入了资金支持，制定了一系

列的政策，但还需要持续完善和细化。比如，针对

大学生创业的贷款贴息支持、税收、落户等优惠政

策，侧重的对象为高校毕业生，对于未毕业大学生

在政策方面的支持稍显保守；关于社会保险如医

疗、养老的政策支持，侧重于生产经营困难、暂时

无法缴纳社保的企业，而对于自主创业个体的社会

保障，也需要相应政策予以明确。第二，高校有着

很强的科研实力，企业则直接服务于市场，两者联

盟可以为学生创新创业成果的产业化提供更直接

的平台，在产学研中实现对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

培养。第三，李克强总理在 2015 年《政府工作报

告》中号召“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各类媒体可

以加强这方面的宣传，报道大学生创新创业的优秀

代表，解读各项政策，让广大群众从思想上理解与

支持大学生的创新创业活动。 

(三)发扬民族特色与立足区位优势 

广西属于西部大开发地区，也是少数民族聚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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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各民族风俗习惯、思想文化乃至教育水平具

有差异。在进行创新创业教育的同时，把这些民族

因素考虑进去，或许能产生意想不到的亮点。在“大

创”及“互联网+”等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或竞赛

中，不少项目的着眼点落在广西各少数民族的传统

文化上，比如对原生态民歌传承与保护的研究、地

区民俗风情的旅游开发、民族手工艺品的商业推

广、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的探索等。由于历史原因，

不少广西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仍是贫困地区，这些项

目的开展不仅能锻炼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培养他

们的探索精神和研究思维，长远来看，还在一定程

度上宣传推广了那些贫困地区，对其早日脱贫能发

挥一定的作用。因此，高校教师在引导学生进行创

新创业的学习时，可以根据其专业所长、学习情况、

兴趣爱好、地域特点等，鼓励学生在实施具体创新

创业活动时，立足本土，发扬民族特色，开发和发

展具有民族性的项目与产品。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是我国当前致力发展的“一带一路”倡议。从地理

位置来看，广西是我国连接东南亚地区的重要出海

口和陆上要道，也是唯一同时参与“一带”和“一

路”的省份，其区位的优势不言而喻。每年的中国

东盟博览会都在广西召开，政府应以此为契机，加

强广西与东盟的沟通，带动各地区经济、政治、文

化、教育等的发展。因此，在创新创业教育中，各

高校可设置适合东盟区域经济发展要求的课程，加

强服务东盟区域经济发展的实践教学[7]。比如在课

堂教学中介绍东盟地区的创新创业情况、产业发展

情况，或是依据学校的实际情况，展开实地考察、

与东盟留学生沟通交流等，都可以拓宽学生的视

野，激发其创新创业灵感。 

(四)利用校友资源 

高校校友多数会从事与本专业相关的工作，他

们对于行业发展和市场热点十分敏感，有一定的社

会经验、资金、人脉。另外，他们与母校有相互信

任的感情基础，在创新创业教育中可以助母校一臂

之力，如打造交流平台，进行项目指导、教学实践，

成立校友基金会等，参与母校建设，支持学生创新

创业活动的开展。这样，一方面可以补充教师资源，

另一方面也能使学生的专业与创新创业项目更好

的融合。 

五、结语 

广西创新创业教育起步晚，学生在实施创业项

目的过程中可以先积累经验，再结合实际进行提

升。以“大创”为例，项目刚刚开始时，学生的参

与度并不高，作品数量和质量仍有很大提升空间。

随着创新创业观念的深入人心，学生参与热情逐渐

高涨，项目申报数量不但激增，而且质量也有很大

提升。简言之，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是逐步提高的。

因此，广西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水平的提升，需要

政府、社会、高校的共同关注和学生的不断努力。 

广西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效果未完全显现，部

分措施和细则还在酝酿中，未来仍有进一步研究的

空间。此外，教育的影响是长期的，此次调查的只

是学生的阶段性表现，我们未跟进学生的未来发

展，有一定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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