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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是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主要抓手，地方高校是“互联网+”大学生创新

创业大赛参赛的主力军，也是实施创新创业教育的主阵地。以陕西地方高校“互联网+”大赛为研究对象，通过

对历年省级复赛和全国决赛获奖情况的数据进行统计，从教育观念、师资队伍、课程体系、资金投入、激励政策

等方面分析地方高校在开展创新创业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提出创新创业教育改革发展的思路和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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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概况 

2015 年 3 月，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

次提出制定“互联网+”行动计划，力图利用互联

网改革创新思维推动经济社会转型发展。随后，国

家相继出台了《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

指导意见》(国发〔2015〕40 号)[1]、《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

(国办发〔2015〕36 号)[2]等文件，从国家层面作出

系统设计、全面部署，提出要加快推动互联网与各

领域深入融合和创新发展，全面深化高校创新创业

教育改革的目标要求。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

重大决策部署，激发高校学生的创新创业热情，深

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2015 年国家启动了全国“互

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大赛由教育部牵头，

国家发改委、工信部、人社部、共青团中央和承办

省人民政府联合举办，目前已举办四届。 

二、陕西高校历届“互联网+”大赛获奖情况

分析 

“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是高校深化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主要新载体和重要抓手，高校

则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主阵地。在各届大赛

中，陕西的参赛高校、参赛项目数量、参赛学生人

数逐年递增，大赛影响力不断扩大，规模空前，各

高校对大赛的重视程度日益增强，“大众创业、万

众创新”和“以赛促教、以赛促学、以赛促创”的

教育氛围正在形成。陕西省共有各类本、专科普通

高等学校 108 所，其中，普通高等学校 93 所(含独

立学院 12 所)[3]。陕西高校历届大赛参赛获奖情况

分析如下。 

(一)陕西高校赛区复赛获奖情况分析 

“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目前已举办

四届。陕西赛区复赛中，部属高校和地方高校历届

获各类奖项数量见表 1，历届获各类奖项比例见图

1−3。 
 
表 1  陕西高校历届“互联网+”大赛复赛获奖数量统计 

(单位：项) 

届次 高校类别 金奖 银奖 铜奖 合计 

第一届 

部属高校 25 21 22 68 

地方高校 49 88 155 292 

合  计 74 109 177 360 

第二届 

部属高校 26 44 41 111 

地方高校 14 64 201 279 

合  计 40 108 242 390 

第三届 

部属高校 31 60 40 131 

地方高校 22 60 242 324 

合  计 53 120 282 455 

第四届 

部属高校 33 47 53 133 

地方高校 51 163 297 511 

合  计 84 210 350 644 

注：数据来源于陕西省教育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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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历届“互联网+”大赛陕西赛区金奖获奖统计 

 

 

图 2  历届“互联网+”大赛陕西赛区银奖获奖统计 

 

 

图 3  历届“互联网+”大赛陕西赛区铜奖获奖统计 

 

分析历届获奖比例(图 1−3)表明，在四届“互

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陕西省赛区复赛中，

在金奖方面，地方高校第一、四届获奖比例高于部

属高校，第二、三届获奖比例低于部属高校；在银

奖方面，地方高校第一、二、三届获奖比例呈逐年

下降的趋势，而部属高校呈逐年上升趋势，第三届

两类学校获奖比例持平，第四届地方高校获奖比例

高于部属高校。对历届获奖情况作纵向比较后发

现，金、银奖比例变化最为突出，而在铜奖方面，

部属高校和地方高校区分明显，部属高校获奖比例

始终停留在 20%以下，而地方高校始终占据铜奖的

80%以上。 

综合分析部属高校和地方高校的奖项数量可

知，陕西省共有地方高校 87 所(本科 49 所、专科

38 所)，占全省高校的 93.5%，而部属高校 6 所，仅

占全省高校的 6.5%。按校均获奖比例来比较，结果

见图 4−6。可以看出，部属院校校均金、银、铜奖

获奖比例远远高于地方高校。 

 

 

图 4  历届“互联网+”大赛陕西赛区校均金奖获奖统计 

 

 
图 5  历届“互联网+”大赛陕西赛区校均银奖获奖统计 

 

究其主要原因，我们认为“互联网+”大学生

创新创业大赛是国家主导的全国性比赛，规模之

大，规格之高，参与人数之多，影响力和宣传力度

之大，皆前所未有。加之国家高度重视，大赛获奖

情况公开发布，比赛结果一定程度上代表了高校的

办学质量和教育教学水平，由此引起各高校的高度

重视，从而不断加大项目宣传、培育和孵化投入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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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同时也说明部属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基础扎实，

创新创业积累沉淀深厚，综合实力远远高于地方高

校。而地方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基础相对薄弱，创新

创业积累沉淀不够，参赛项目缺乏后劲和竞争力，

项目质量不高。 

 

 
图 6  历届“互联网+”大赛陕西赛区校均铜奖获奖统计 

 

(二)陕西高校全国决赛获奖情况分析 

陕西高校全国决赛历届获奖情况见表 2。 

 

表 2  陕西高校历届“互联网+”大赛全国决赛获奖数量统

计表                (单位：项) 

届次 高校类别 金奖 银奖 铜奖 合计 

第一届 

部属高校 2 1 3 6 

地方高校 0 1 1 2 

合  计 2 2 4 8 

第二届 

部属高校 4 1 5 10 

地方高校 0 1 11 12 

合  计 4 2 16 22 

第三届 

部属高校 8 9 3 20 

地方高校 0 1 8 9 

合  计 8 10 11 29 

第四届 

部属高校 5 4 20 29 

地方高校 0 5 18 23 

合  计 5 9 38 52 

 

图 7 数据表明，陕西地方高校在四届“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全国决赛中，金奖数量一

直未能取得零的突破，所有金奖被 6 所部属高校  

囊括。 

由图 8 可知，在银奖奖项上，第一、二届全国

决赛部属高校和地方高校平分秋色，各占 50%，而

在第三届全国决赛中，部属高校所获奖项大幅增

加，占陕西高校银奖奖项的 90%，而地方高校仅占

10%，下降趋势明显。到第四届，部属高校所获银

奖占 55.56%，地方高校占 44.44%，在获奖比例上

基本持平。 

 

 

图 7  历届“互联网+”全国决赛金奖获奖统计情况 

 

在“互联网+”全国决赛铜奖方面(见图 9)，从

获奖数量上看，部属高校和地方高校整体处于上升

趋势。但从获奖比例来分析，从第二届大赛起，部

属高校处于下降趋势，而地方高校获奖比例则处于

上升状态，到第四届时，两者基本持平。这说明从

第二届大赛起，竞赛引起地方高校的普遍重视，而

部属高校则将参赛目标主要放在全国决赛的金、银

奖项的角逐上。同样，若按校均获奖比例来比较，

则部属院校金、银、铜奖获奖比例远远高于地方高

校。陕西地方高校要在全国决赛金、银奖方面获得

更多的奖项，尤其是在金奖上要取得零的突破，还

有较大的压力。 

三、陕西地方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现状分析 

“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是高校实施

创新创业教育的主要抓手，也是高校创新创业教育

工作开展情况的主要体现依据及衡量指标。教育部

网站发布的全国高校名单统计表明[3]，截至 2017 年

5 月 31 日，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共 2 631 所(含独立学

院 265 所)，在普通高等学校中，部(委)属高校 119

所，地方高校 2 512 所。其中，陕西省共有普通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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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学校 93 所(含独立学院 12 所)。 
可见，地方高校是实施创新创业教育的主阵

地，也是“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参赛的

主力军。因此，陕西地方高校“互联网+”大学生

创新创业大赛参赛获奖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

陕西省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开展质量。陕西地方高

校创新创业教育现状不容乐观，目前主要存在的问

题可归纳为以下几方面。 
 

 
图 8  历届“互联网+”全国决赛银奖获奖统计情况 

 

 

图 9  历届“互联网+”全国决赛铜奖获奖统计情况 

 

一是地方高校师生的创新创业教育观念滞后，

对创新创业教育的内涵理解不够深刻、透彻。管理

部门及教师对创新创业教育的宣传教育不到位，学

生的创新创业意识淡薄，创新精神缺失。参赛团队

对国家举办“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的初

衷和参加大赛的目的、意义不够明确，明显存在有

为完成各种考核任务和评比指标而参赛、为获奖而

参赛的“重获奖、轻培育”的功利化思想。参赛团

队组队仓促，成员素质参差不齐，项目负责人缺乏

对参赛项目的前瞻性调研，对项目内容的挖掘深度

及研讨交流的广度不够，项目前期的孵化培育以及

后期的打磨、凝练、优化等组织工作缺乏计划性、

阶段性、持续性、系统性和常态化。参赛项目准备

仓促，多数项目缺乏深厚底蕴，质量不高，没有实

践性和核心技术支撑。项目培育不够深入，闭门造

车、不接地气、滥竽充数等现象普遍，项目针对性

不强，与社会实际脱节。部分项目商业计划书的撰

写缺乏专业指导，格式不规范，核心要素构成不全

面，商业模式陈旧，语言表述模糊。多数项目仍停

留在构想阶段，项目内容缺乏应用价值和商业投资

前景，难于落地实施。 

二是地方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专业师资配备严

重不足，指导教师队伍建设亟需加强。研究表明，

地方高校“双创”教师多数来源于校内具有经济学

背景的专任教师，学工人员(辅导员、学生处管理人

员)，行政管理人员等[4-5]。虽然校内“双创”导师

库已经建立，但质量和水平不高，承担“双创”教

育的校内教师大多没有扎实的创新创业理论知识，

没有接受过专门的创新创业培训，自身也缺乏创业

经历和创业实践，授课内容偏重理论教学，缺少创

新创业生动案例和素材，示范带动作用不强，创新

创业教育课程难以产生应有效果。另外，多数地方

高校缺乏具有丰富创业经历和创业实践的创新创

业项目指导教师，项目指导仅停留在理论层面，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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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能力难以胜任创新创业大赛工作的要求。 

三是地方高校对创新创业教育认识不足。创新

创业教育课程体系不健全，课程设置形式单一，缺

少系统化设计，学习内容与学生所学专业联系少，

加之缺乏实践性，没有真正实现创新创业教育与专

业课程教育的深度融合，很难激起学生学习的兴

趣。学分互认互换机制、休学创业、弹性学制等教

学改革措施没有在人才培养方案中得到有效落实。

甚至有些地方高校认为创新创业教育就是在现有

课程体系中开设几门相关课程，组织师生参加几项

相关竞赛，申报几项创新创业项目，开设几个门店，

或者是注册几家公司。有些部门甚至认为创新创业

教育是教务处、学生处、团委等职能部门的事，二

级学院只要做好配合工作，按照上级要求进行有关

项目申报、开课程、发通知、做汇报、写总结，就

是实施创新创业教育[6-7]。由于创新创业教育缺乏顶

层设计，导致在每年项目申报过程中，往往是牵头

部门忙于督促推进，二级学院疲于被动应付，其他

部门置身事外，参赛项目数量少，质量差，竞争力

不足。项目组成员合作精神不够，缺乏团队协作意

识，集体智慧难以发挥，认为项目申报工作主要是

项目负责人及指导教师的事，与自己关系不大，对

参赛项目内容缺乏深入探讨交流、思考分析，市场

调研不够，撰写的项目商业计划书对项目核心技术

场景表述不清，发展前景不明，无法让人信服。 

四是地方高校尤其是非省会高校，因所处地理

位置偏僻，区域经济欠发达，缺少核心技术积淀，

办学经费紧缺，校内外创新创业基地建设困难，缺

乏龙头示范企业，校外创新创业孵化园建设滞后等

多种因素导致难以在短期内形成高质量的“互联网

+”大赛项目，也给地方高校实施创新创业教育带

来了不利影响。 

四、创新创业教育发展思路与对策 

首先，要更新创新创业教育观念，正确认识创

新创业教育内涵。目前多数地方高校对创新创业教

育的认识模糊，教育目的不明确，认为创新创业教

育就是在原有“就业指导”或“职业生涯规划”课

程的基础上增加几门创新创业教育类课程[8]，没有

把创新创业教育提升到培养学生创新创业意识和

精神的高度。 

其次，要加强和改善创新创业教育师资队伍建

设。地方高校要定期选送创新创业优秀教师外出学

习交流或邀请创新创业教育专家进校开展师资培

训，对负责创新创业教育的党政干部、辅导员和指

导教师进行创新创业教育方面的业务培训，提升他

们的创新创业教育能力和水平。邀请校外知名专

家、创业成功者、企业家及风险投资人等各行各业

优秀人才到学校兼职或挂职任教，担任专业课、创

新创业课授课或指导教师，最终建成一支高素质、

多元化的创业教育专、兼职教师队伍和大赛指导教

师团队。 

再次，要进一步健全创新创业教育课程体系，

丰富创新创业类通识课程和专业课程数量，加大教

育教学改革，适当引入在线开放课程，促进创新创

业类课程和专业课程的有机融合。 

最后，要加大资金投入和宣传力度，出台激励

政策，建立长效参赛机制，重视项目孵化培育。加

强校园创新创业氛围营造，利用校园网、官方微信

平台等及时发布各类创新创业活动信息，吸引学生

参加。充分挖掘校园创新创业故事，以身边的榜样

激励人、鼓舞人，充分发挥校园创客传帮带的作用。

尽快整合学校各类实验中心、实验室、“众创空间”

等资源，构建校园创新创业实践平台[9]。定期举行

创新创业讲坛、创新创业经验交流、创新创业实训

等活动，吸引全校学生在校园创新创业实践平台进

行跨学科、跨专业的思维碰撞，拓宽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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