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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江苏省对于创业人才的扶持力度逐年加大，创业者逐年增加。但是，省政府与创业者之间的对接平台尚

在空缺状态。面对此问题，文章提出了智能创业帮扶平台的架构设想，将政府与创业者进行直接对接。该平台利

用成熟技术与创新服务模式实现创业者与政府的对接，可以满足政府与创业者之间的信息互通，帮助贯彻落实江

苏省各项创业政策，协助创业者成功创业。 

[关键词]  江苏省；创业扶持政策；智能平台 

[中图分类号]  F279.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893X(2019)01−0090−04 

 

一、引言 

在新时期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调整经济结

构与转变发展方式都是我国面临的重要任务。而鼓

励更多的大学生和海归人才进行创新创业，除了能

够带动社会就业，更有助于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振兴实体经济与推动创新发展，对于全面深化

改革、促进人才的发展、实现我国经济的长期高质

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战略价值[1]。如

何吸引更多人才进行创业是江苏省政府的一个重

要课题。为此，江苏省及各级地方政府推出了诸多

的创业扶持政策。但是，数量庞大的创业人才群体

却没有有效利用这些政策，使得省政府扶持创业的

目标进展较为缓慢，也对江苏省经济发展目标的实

现产生了不利影响。因此，面对这样的现状，迫切

需要合适的工具与方法帮助相关政策有效落实。 

二、江苏省创业扶持政策发布及落实情况 

(一)江苏创业扶持政策的发布情况 

江苏作为拥有全国在校生和毕业生人数最多

的省份，且江、浙、沪的海归人才总数占全国的

70%，因此在推动创新创业事业发展的过程中，如

何发挥大学生与海归人才的重要作用始终是江苏

省政府的工作重点。江苏省在近些年出台过若干与

大学生创新创业相关的政策和文件。通过对 2008—

2014 年发布的大学生创新创业政策数量的统计(见

图 1)，可以看出，这几年江苏省大学生创新创业政

策出台的数量处于一个总体上升的趋势，体现出省

政府对大学生创新创业的重视程度在逐年增强[1]。 
国家对于创业扶持的政策质量也在逐年提高。

以江苏为例，从 2010 年到 2013 年，在国家政策引

导的基础之上开始提出结合本省实际的“引领计

划”。这使得江苏省大学生创新创业政策的制定有

了针对性，在政策内容上方向性更强，且从各方面

联合相关部门共同为大学生创业提供了扶持与帮

助。从 2014 年至今，江苏省在原有的大学生创新

创业政策基础上，进一步加大对大学生创业扶持的

力度，将大学生创新创业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结合在一起，体现出了更强的时代价值和现实意 

义[1]。同时，从“十一五”开始，江苏省每年拿出

1 亿元专项资金，面向海内外引进 100 名左右高层

次创新创业人才，且资金逐年稳步增加。从以上各

阶段政策内容的变迁可以看出，江苏省扶持创新创

业政策的质量在逐年提高，体现了顺应社会发展的 

 

 
图 1  2008—2014 江苏省大学生创新创业政策发布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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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和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实际发展需求的特点[2]。 

(二)江苏创业扶持政策的落实情况 

根据 2015 年报送的江苏省政府《关于进一步

推进我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报告》中的数据显

示，全省扶持劳动者成功创业 83 474 人，现有国家

大学科技园 11 个，省级大学科技园 20 个。但是，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仅有 36.2%的大学生对出台的

大众创新创业政策有些许了解，89.6%的大学生没

有创业或不想创业，只有 2.1%的大学生开始创业[3]。

从以上数据可见，尽管江苏省政府在推动大学生创

业中作出了巨大努力，但是全面推进大学生创业的

任务依旧任重道远。政策推出之后，大学生对创业

政策的了解程度很低，体现出政策执行力度较为欠

缺，政策推广程度较低，导致创业者对于本省的创

业扶持政策利用不充分。因此，政府与创业人才之

间需要足够多的桥梁进行沟通[1]，而创业帮扶平台

有着巨大的发展前景。 

江苏省具备创业能力的人才很多。以海归人才

为例，目前江苏省留学回国人员总量超过 8 万，近

三年新增海归人数超过 2 万，年增长率超过 20%。

而江苏产业升级所需的高层次人才数量缺口依然

很大。为了满足高层次人才的需求，江苏省各级政

府都在逐步加大创业扶持力度。以盐城 2018 年出

台的 515 人才计划为例，可以看出，市政府为了让

优秀的创业项目在盐城落户，为创业者提供了充足

的启动资金，并对创业者的生活、居住、亲属安置

等方面给予充分保障[4]。截至 2016 年底，江苏已建

立省级以上留学回国人员创新创业园 60 家，其中，

国家级(包括国家示范园、部省共建园)9 家，省级

51 家。截至 2017 年底，全省留学归国人员创业企

业孵化面积达 538.5 万平方米，累计入园留创企业

4 773 家，引进留学人员 1.2 万余名。由此可见，江

苏省创业扶持政策种类多，且扶持的对象数量庞

大，为政策的有效推广带来了一定的难度。 

三、智能创业帮扶平台的架构设想 

(一)平台的功能 

近年来，各地政府推出众多招揽人才的优惠政

策，各类人才相继开展自己的创业。根据调研发现，

大部分的创业者更愿意选择家乡或者较为熟悉的

地方创业，但是至今没有一个整合不同地区创业信

息的平台为创业者服务，创业者只能依靠自己找寻

渠道获取相关政策信息。这增加了创业者的负担。

部分有创业需求但不能找到合适支持的创业者最

终选择放弃创业。针对这样的现状，本文提出了智

能创业帮扶平台的架构设想，目的是通过传递政府

的相关政策，实现对创业者的有效引导，并指引创

业者找到符合其目标的创业规划，同时辅助政府实

现创业扶持政策落实到位的目标。 

平台架构设计体现了完善的流程与严密的规

则。平台对政府的创业扶持政策依照地区和类别制

定相应的匹配框架，从而可以根据创业者的意向与

特长实现对创业者的指导，通过对创业政策按照创

业者的需求进行精准定位，避免创业者在进行创业

规划时走不必要的弯路，最终帮助创业者发挥其自

身价值。在互联网的依托下，本平台也将利用智能

决策支持系统构建科技型企业与高层次人才之间

的连接桥梁[5]。 

智能创业帮扶平台的服务模式是将创业者与

政府联系在一起，为创业者提供一个便捷的创业信

息平台，促进政府与创业者之间形成有效的沟通，

提高服务的效率。该平台能给予创业者智能决策支

持，增强创业者的创业信息获取能力，不仅使他们

对于政策信息的搜集更为便捷，而且提高了他们的

创业积极性与成功率。 

为了保证创业帮扶的服务质量，平台需针对创

业者(客户)、政府机关、平台等 3 个层面建立严格

的服务体系。从创业者/客户层面出发，需要收录客

户的完整信息，以便在服务中可以跟踪进度，及时

同系统进行交互。在服务完成后，也可以对用户的

状态进行长期追踪，与用户保持联系。创业成功的

客户的相关资料可作为系统自我完善的重要基础，

在结合机器的学习功能之后，可以实现平台的自我

迭代升级。在政府机关层面，通过构建与政府机关

的有效对接机制，不仅可以及时获取相关创业扶持

政策的具体内容，并能精准掌握各地政府对创业人

才的具体要求，从而实现创业者和政府之间信息的

有效传递。通过平台的信息交流模块，为有特定意

向的创业者提供与政府面对面交流的机会。对于平

台层面，系统应集成透明评价系统，不仅使得用户

之间可以进行信息传递，还能够提升系统透明度，

增加用户对系统的信任。同时，也可以通过追踪功

能掌控系统服务效能与质量，让系统可以根据用户

的反馈信息及时更新功能与算法，使服务功能更全

面，服务定位更精准[6]。 

(二)平台的业务流程 

平台的业务流程主要包括：从创业者导入的信

息中获取创业者的详细资料，根据创业者资料中的

学历、专业、特长与意向等进行智能分类，并汇集

成创业者资料库。从与政府部门的对接渠道中获取

创业政策，并根据创业政策的详细内容进行归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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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创业政策库。系统的政策选择模块根据各地区

实际情况选择适合的政策并与创业资料库、创业政

策库中的数据进行智能条件匹配，最终生成对创业

者有用的创业决策，并将创业建议与政策扶持内容

推送给创业者。同时生成政府与创业者之间的信息

交流通道，并将交流信息备份后集中推送给政府部

门。除了与政策扶持有关的功能外，平台也可利用

自身优势，由科技型企业上传高层次人才用工需

求，将这些需求与创业资料库中的信息进行智能匹

配，将匹配出的人才信息推送给企业与创业者双

方。该功能可以用来辅助那些没有找到合适创业扶

持政策的用户，以实现人才的合理分配(见图 2)。 

 

 

图 2  平台业务流程 

 

智能创业帮扶平台的架构设计目标是为打造

创业决策与创业扶持信息系统提供参照，从而为有

需求的创业者提供服务。该平台是具有信息集成

化、结构模块化、界面友好化、服务智能化特点的

综合平台。该平台利用互联网与信息系统将创业者

的背景信息与江苏省各级政府、园区等平台的创业

扶持信息以及创业相关扶持政策进行智能匹配，为

创业者提供所需的创业资源，缩短创业者与各平台

对接的时间，降低创业者的创业成本，提高创业的

效率，提升创业政策落实的准确性。 

(三)平台的功能模块 

从功能角度来说，该平台包含有 5 个部分(见 

图 3)。 

(1) 创业者模块：创业者提供自身信息，包括

身份、学历背景、专业特长，以及期望的创业地等。 

(2) 政府创业政策信息收集模块：分类汇总各

地创业政策信息。可以由系统维护人员收集，也可

以由政府相关人员上传。 

(3) 创业决策模块：根据创业者输入的信息，

将创业者的专业、技能与创业目标等与政府的政策

内容进行智能的最优匹配，将符合创业者要求的创

业地与扶持政策推送给创业者，供创业者选择。 

 

 
图 3  平台模块结构 

 

(4) 创业扶持模块：收集符合特定地区创业帮

扶政策的创业者的信息，并将符合政策并有明确需

求的创业者予以标出，汇总后发送给政府相关部

门。得到政府部门反馈后，建立政府与创业者的沟

通渠道，使得两者信息能够实现互通，从而更好地

扶持创业者。 

(5) 科技型企业用工需求模块：通过智能匹配，

将科技型企业的高层次人才招聘需求与用户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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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做智能匹配并对匹配结果进行筛选，之后将筛选

结果提供给企业与用户，以方便双方进行自主   

选择。 

在平台的搭建过程中，应采用成熟的技术，包

括使用主流的服务器架构和数据处理技术。系统运

行应以稳定为首要目标，并可根据用户的数量进行

扩容，使之具备一定的扩展性与可维护性。同时，

结合硬件防火墙与加密技术，保证数据的安全，以

满足用户的隐私与保密要求。数据匹配的算法可以

使用成熟的数据挖掘与智能匹配技术，诸如

k-Means 算法、贝叶斯网络、反向传递神经网络等[5]。

在实际应用中，将平台与政府部门之间建立的长期

高效的数据沟通渠道，与数据挖掘技术相结合，使

平台能够稳定获得全面与详尽的创业扶持信息，结

合流行的智能匹配算法，可以使平台的决策辅助功

能达到最优。 

四、结语 

为了实现创业政策的有效落实，让创业者获得

合适的政府资助，本文提出了智能创业帮扶平台的

架构设想。平台以具备专业特长或拥有创新技术的

有创业意向的高学历人才为主要服务对象。平台将

改善他们对政府的创业扶持政策较为陌生的现状，

实现高素质人才与江苏省各级政府创业政策的对

接，并建立此类人才与政府之间的沟通渠道，实现

对创业者的精准化帮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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