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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教育与创业实践的融合促进机制： 

现实水平及关键要素 

——国家首批双创示范基地实践的文本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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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创新教育是创业实践的基石，只有实现双创融合才能产生更多双创成果。通过筛选首批国家双创示范基

地“创新”“创业”等方面的网络热点信息，应用战略坐标和社会网络异质性等分析方法，对双创融合促进机制

的现实水平及关键要素进行有效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服务制度、资本孵化、人才培育和科技支撑是双创融合的

四类机制，“科技支撑”和“人才培育”机制发展水平相对较高，“资本孵化”和“服务制度”机制的发展水平不

容乐观。“服务制度”机制中的“工商登记改革”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属于关键要素，“资本孵化”机制中的

“成果转化收益分配”和“互联网金融”属于关键要素，“人才培育”机制中的“创业实训”和“学科交叉”属

于关键要素，“科技支撑”机制中的“创业项目”和“科技中介”属于关键要素，掌握双创融合关键机制与要素

有利于推动创新教育与创业实践的融合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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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双创)是建设创

新型国家和催生中国经济发展新动能的重大战略

举措，它强调创新教育与创业实践相融合。创新教

育是创业实践的前提和基础，为实现各类双创要素

的资源整合，我国先后确定了一批高校类、企业类

及区域类“双创示范基地”，在促进创新教育与创

业实践融合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系统梳理与总结

这些“双创示范基地”已有模式与经验，有利于推

动创新教育与创业实践的融合向纵深发展。 

国内外学者开展了有关创新教育与创业实践

相融合的积极探索，如 Yen-Chun Jim Wu, Tsuang 

Kuo 针对全球百强商学院创新教育的分析结果表

明，全球百强商学院都以创业导向为特征进行课程

安排设置[1]；Francisco Pavón Rabasco 提出，为适应

现代社会的创新教育需求，必须将以教师为中心体

系的教育方法替换为促进信息通信技术(ICT)支持

的多元化创新教育方法[2]；张颜梅指出，由于“互

联网+”时代的到来，创新教育对知识结构的多元

化和交叉性、综合性要求越来越高[3]；刘宇、虞鑫

等指出，创新教育主要涵盖资源整合模式、师资队

伍建设以及人才培养模式等三个重要 环节[4]。 

已有相关研究主要从创业课程设置、师资培

训、在线课程建设等方面开展分析，系统梳理“双

创示范基地”已有经验的研究比较少见。本研究的

探索性主要有两方面：一是以“互联网+”为研究

背景，运用数据挖掘技术采集了全国首批“双创示

范基地”创新创业相关热点信息，剖析创新教育与

创业实践的融合机制；二是运用战略坐标分析与社

会网络异质性分析从双创四大类机制与双创融合

要素两个维度对双创融合机制进行文本分析，以期

厘清在“互联网+”背景下高校学生创新教育与创

业实践的融合机制。 

二、理论分析与概念模型 

(一)“互联网+”背景下创业实践迎来前所未有

的机遇 

互联网向实体经济的逐步渗透使得创业环境

更加公平，创业空间更加开放，创业成本更低，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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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了更多的创业实践机遇。在“互联网+”背景下，

互联网的平等性赋予了每个创业者获取信息、交流

沟通与自由交易的能力与机会，创业者之间比拼的

是创意、技术与执行力，与资本原始积累关联较  

弱[5]。同时，“互联网+”的传播性扩大了创业活动

的辐射范围，创业者不受区域资源和个人资源的限

制，可以第一时间捕捉到来自各行各业的信息，及

时掌握市场变化与客户需求，获得更为全面的创业

信息[6]。 

(二)“互联网+”背景下创业实践要与创新教育

相融合 

“互联网+”背景下的创业实践异于传统的创

业实践。在“互联网+”时代，信息快速流通，技

术高速更替，这意味着创业者只有具备多种能力与

素质，全面分析把握市场机遇，精准投入资源，并

不断进行创业团队建设及资源优化配置才能更好

地实现创业目标[7]。由于开展创业实践所需的资源

与能力主要来源于创业者接受的创新教育，因此，

为了提升“互联网+”背景下创业实践的质量与效

率，势必要实现创业实践与创新教育的融合。 

(三)双创融合需要官产学研共同参与 

“互联网+”时代的网络性与普遍联系性注定

了创新教育与创业实践在单链条孵化的道路上走

不远，需要政府及企业为创业提供更为丰富的资 

源[8]。政府是创业成功的助推器，通过制定税收优

惠政策、建立贷款风险补偿机制、简化行政审批制

度等创业优惠政策及建立创业咖啡、众创空间等形

式的创业孵化器，为创业者提供创业资金支持与服

务；创业者的双创成果可通过在企业中进行中试实

现科技成果转化目标[9]。“互联网+”背景下双创融

合需要多方合作建立多层次、全方位的创新创业孵

化生态系统[10]，确保创业者以低成本、高效率获得

更多的创业资源，实现“双创”融合。 

基于以上理论分析，建立“互联网+”背景下

的创新教育与创业实践相融合的概念模型，如图 1

所示。 

 

 

图 1  “互联网+”背景下创新教育与创业实践融合的概念模型 

 

三、研究设计与分析步骤 

(一)研究样本与数据来源 

1. 研究样本 

为满足“互联网+”背景下双创融合的需要，

我国先后确定了一批高校类、区域类和企业类“双

创示范基地”，以通过双创示范基地建设，为促进

我国双创融合提供经验。本研究以清华大学、四川

大学等 4 所高校类示范基地，北京市海淀区、上海

市杨浦区等 17 个区域类示范基地和阿里巴巴、中

国电信集团公司等 7 个企业类示范基地共三类 28

家首批双创示范基地为研究样本，通过对这些双创

基地已有经验的深度挖掘，分析创新教育与创业实

践相融合的关键性机制，找到双创融合转化的重要

节点，进而针对双创各相关主体提出相应建议。样

本结构如表 1 所示。 

2. 数据来源 

“互联网+”时代的网络媒体因其开放性、便

利性、低成本性及高效传播性，成为现代社会舆情

等信息的集散地，最能够显示社会大众的“真实心 

声”[11]。通过收集互联网关于创新教育与创业实践

融合的热点信息，能够较为全面地反映现阶段创新

教育与创业实践的现状及特征。本研究以 28 家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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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双创示范基地的官方网站，以及“中国大学生创

业网”“中国双创在线”和“国务院网站大众创新

万众创业板块”等双创主流网站作为获取双创基地

热点信息的主要渠道。网络媒体热点信息包括政策

文本、新闻报道、专家发言等多种文本类型[12]，以

“互联网+”为背景，整理筛选后共获得 368 份有

关双创的文本信息，如表 1。 

 (二)分析方法与主要过程 

应用文本挖掘方法，分析首批双创示范基地和

双创主流网站释放的高频词热点信息，借以分析双

创示范基地的相关措施着力点及已有经验，并揭示

创新教育与创业实践的融合机制。分析的基本思路

如图 2 所示。 

 

表 1  研究样本与数据来源 

样本构成及数据来源 
文本信息类型 

政策文件 新闻报道 专家发言 

双创示范

基地 

高校示范基地(样本数：14) 4 59 7 

区域示范基地(样本数：17) 17 18 52 

企业示范基地(样本数：7) 7 43 37 

 双创主流媒体网站 28 65 31 
 

 

 

图 2  双创热点信息来源及分析过程 

 

1. 双创融合热点信息高频关键词的确立 

将归集的热点文本信息转存为 txt 格式进行预

处理，以采集到的文本信息为数据来源，提取关键

词，合并词意相同或相近的关键词，如“创新创业”

和“双创”“投融资”和“融资”等，并邀请相关

专家进行甄别，得到 254 个关键词。应用高/低频词

分界公式 )811(2/1 1IT  确定高频关键词[13]，

其中 I1为频次为 1 的关键词数量，经计算 T=12.840，

即认定频次高于 13 的关键词为本研究主题的高频

关键词，最终得到 30 个主题高频关键词。按照从

高到低的频次将这些关键词进行排序，如表 2 所示。 

2. 双创融合关键词共现矩阵的构建 

作为判断关键词间亲疏关系的依据，对主题高

频关键词的共现关系进行研究，能够剖析创新教育

与创业实践之间的联系与结构。对 30 个主题高频

关键词进行两两配对，并对其在文本中出现的次数

进行统计，构建 30×30 的关键词共现矩阵。因主题

高频关键词词频的大小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共

现频次，导致体现的共现关系仅仅是种表象。为深

刻揭示主题高频关键词的共现本质，引入 Ochiia 系

数[14]来展示关键词间的共现相对强度，以 Ochiia 系

数为依据将共现矩阵转化为相关矩阵。Ochiia= 

BA

AB

CC

C


，其中 CAB为关键词 A、B 共现的频次，

AC 为关键词 A 出现的总频次， BC 为关键词 B 

出现的总频次。为减小统计误差，用 1 减去相关矩

阵中的数值，将相关矩阵进一步转化为相异矩阵，

相异矩阵中的数值越大，表明两关键词间的距离越

远。高频关键词共现矩阵、相关矩阵和相异矩阵如

表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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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主题高频关键词汇总表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1 科技成果转化 288  11 开放实验室 92  21 智库 33 

2 知识产权保护 258  12 公共服务 82  22 成果转化收益分配 30 

3 创业投资 231  13 创业导师 81  23 新一代信息技术 30 

4 科技创新 214  14 创业咨询 78  24 教学改革 30 

5 创业项目 172  15 创业实训 70  25 人才引进 28 

6 众创空间 152  16 学科交叉 62  26 商业模式创新 27 

7 大数据 146  17 科技中介 56  27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24 

8 创新教育课程 116  18 自主创新 51  28 税收优惠政策 17 

9 孵化器 102  19 产业转型升级 45  29 经济新动能 16 

10 人才培养 96  20 互联网金融 37  30 工商登记改革 13 

 

表 3  高频关键词共现矩阵、相关矩阵和相异矩阵 

关键词 学科交叉 公共服务 
自主创新 

(共现值；相关值；相异值) 
人才培养 开放实验室 

学科交叉 (0; 0; 1) (2; 0.012; 0.988) (0; 0; 1) (14; 0.102; 0.898) (8; 0.048; 0.952 ) 

公共服务 (0; 0; 1) (0; 0; 1) (0; 0; 1) ( 0; 0; 1) (0; 0; 1) 

自主创新 (8; 0.07; 0.93) (9; 0.036; 0.964) (0; 0; 1) (11; 0.053; 0.947) (13; 0.052; 0.948) 

人才培养 (0; 0; 1) (7; 0.034; 0.966) (0; 0; 1) ( 0; 0; 1) (10; 0.048; 0.952) 

开放实验室 (0; 0; 1) (9; 0.053; 0.947) (0; 0; 1) ( 0; 0; 1) ( 0; 0; 1) 

注：限于篇幅，仅以学科交叉等 5 个高频关键词为例 

 

3. 创新教育与创业实践融合机制发展水平分析 

该分析共分两个步骤： 

(1)以高频关键词相异矩阵为依据，绘制多维尺

度分析图，对双创融合机制进行多维尺度分析，确

定每一类双创融合机制的主题。通过主题高频关键

词的相对位置分析创新教育与创业实践的联系，高

度共现的主题高频关键词集聚形成一大类双创融

合机制。采用粘合力指标来衡量双创融合机制内各

主题词对该融合机制的贡献程度，从而确定每一双 

创融合机制的核心思想，粘合力 



1

1
)(
n

AN i
 

)(
1

j

in

j
i BAF 





[15]，其中，N(Ai)表示关键词 Ai的粘 

合度值，F(Ai→Bj)表示关键词 Ai与同一融合机制中

其他关键词的共现频次。 

(2)在多维尺度分析得出双创融合机制的基础

上进行战略坐标分析，以识别不同双创融合机制间

的关系及演变趋势。首先，绘制创新教育与创业实

践融合机制的战略坐标图，以同一融合机制的密度

为纵轴，将不同融合机制的向心度作为横轴，将两

轴的平均数作为坐标原点，绘制双创融合机制战略

坐标图[16]。选用融合机制内高频关键词间链接的平

均值作为同一双创融合机制密度值的测度；选用融

合机制内关键词与其他融合机制内关键词两两共

现的频次总和除以该机制内关键词总数，作为不同

双创融合机制向心度值的测度。其次，根据战略坐

标图进行双创融合机制分析[17]。战略坐标图中的密

度可衡量双创融合机制内部的联系强度，融合机制

的密度越高，说明此机制中的融合要素联系紧密，

融合机制发展趋向成熟；向心度则可衡量双创融合

机制间的相互影响程度，融合机制的向心度越大，

说明此机制与其他融合机制的联系越广泛，在双创

融合体系中居于中心地位[18]。 

4. 创新教育与创业实践融合机制的关键要素

分析 

借鉴相关学者的研究成果[19]，从社会网络异质

性的维度来展示双创高频关键词间的联系，以进一

步从首批“双创示范基地”的视角分析“互联网+”

背景下创新教育与创业实践的融合要素。 

(1)绘制双创融合要素社会网络关系图。将相异

矩阵转化为二元矩阵，将矩阵中同一关键词的共现

次数变为 0，计算出矩阵中所有元素的平均值；以

平均值为阈值，小于阈值的取值为 0，否则为 1，

得到由 0 和 1 构成的二元矩阵，并依据二元矩阵绘

制双创融合要素社会网络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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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进行双创融合要素社会网络异质性分析。社

会网络异质性指的是网络中是否有结构洞或弱联

系的存在，体现了个体在识别、挖掘和利用网络机

会上存在的差别。双创高频关键词的网络异质性越

高，则其资源整合的能力越强，在创新教育与创业

实践融合机制中起到了调节控制作用。本文采用伯

特提出的结构洞指数作为测量高频关键词的网络

结构洞指标，主要包括有效规模(effective size)、效

率(efficiency)、约束度(constraint)和等级度(hierarchy)

四个指标[20]。有效规模可衡量节点在网络中的整体

影响力；效率可衡量节点对其他节点的影响程度；

约束度可衡量节点在网络中拥有的利用结构洞的

能力；等级度可衡量限制性能够在多大程度上集中

于一个节点，最为主要的结构洞衡量指标是有效规

模与约束度，有效规模值大、约束度值小的节点拥

有较强的跨越结构洞的能力[21]。本文选用这两种指

标来衡量双创融合要素在双创融合过程中的影响力。 

四、主要结果及分析讨论 

(一)双创融合机制的主要维度 

在相异矩阵基础上，对双创融合关键词进行多

维尺度分析，结果显示 Stress=0.00093，RSQ=1，

Stress 值低于 0.2，RSQ 值高于 0.8，均符合统计学

惯例。双创融合主题高频关键词构成双创融合的机

制，如图 3 所示。 

 

 

图 3  双创高频关键词多维尺度分析结果 

 

根据粘合力公式计算出每一个关键词的粘合

度值，确定融合每大类机制的主题，并以关键词粘

合度值为依据分析创新教育与创业实践间的联系，

结果如表 4。 

1. “服务制度”机制：双创配套服务与制度的

建设 

根据多维尺度分析图可知，“创业咨询”“公共

服务”“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商登记改革”与“商

业模式创新”等高频关键词组成了双创融合的第一

类重要机制。经计算，“创业咨询”“公共服务”“行

政审批制度改革”与“工商登记改革”的粘合度值

较高，据此命名为双创融合的“服务制度”机制。

该机制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创新教育服务与创业

实践配套制度改革。“互联网+”背景下的高校学生

双创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高校学生双创。在创新教

育方面，高校、科研院所双创示范基地应利用互联

网的优势，采用创业咨询平台等方式加强对高校学

生的创业咨询服务，使其能够及时准确地了解、掌

握创业优惠政策及创业领域方向，加强创新教育与

创业实践融合对接的精准性。在创业实践方面，政

府、公共组织等区域双创示范基地应提供创业公共

服务，如解决高校学生创业者有关创业场地及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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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困难，并发挥互联网优势进行创业申请网上审

批，实施行政审批制度、工商登记制度等创业配套

制度改革，减少高校学生的创业制度障碍，提升创

业效率。 

 

表 4  双创融合的四大类机制的关键词及粘合度值 

融合机制 关键词(粘合度值) 

服务制度 
创业咨询服务(8.75)；公共服务(7.75)；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5.75)；工商登记改革(5.75)；商业模式创新(5.00) 

资本孵化 

创业投资(10.71)；孵化器(9.86)；众创空间(9.86)；产业转

型升级(7.57)；互联网金融(4.29)；经济新动能(4.29)；税收

优惠政策(3.71)；成果转化收益分配(2.86) 

人才培育 

人才培养(12.44)；创业导师(11.78)；创新教育课程(10.33)；

创业实训(9.00)；大数据(8.44)；知识产权保护(8.22)；学科

交叉(6.78)；智库(6.56)；教育教学改革(5.55)；人才引进(5.10)

科技支撑 

科技成果转化(20.17)；科技创新(19.83)；创业项目(18.00)；

自主创新(14.33)；开放实验室(13.00)；新一代信息技术

(8.50)；科技中介服务(7.83) 

 

2. “资本孵化”机制：双创资本与孵化器的   

建设 

根据多维尺度分析图可知，“创业投资”“孵化

器”“众创空间”“产业转型升级”“互联网金融”

等高频关键词组成了双创融合的第二类重要机制。

经计算，“创业投资”“孵化器”“众创空间”的粘

合度值较高，据此命名为双创融合的“资本孵化”

机制。该机制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创新教育孵化

器与创业实践资金。在创新教育方面，“互联网+”

背景下，高校、科研院所双创示范基地应合力建设

好众创空间等双创孵化器，实现资源、人才与组织

的协同创新，为高校学生的创新教育提供孵化空

间，激发高校学生产生更多的创业意向、制定创业

计划。在创业实践方面，企业双创示范基地与政府、

公共组织等区域双创示范基地应抓住互联网金融、

产业转型升级及经济新动能等机遇，对高校学生进

行创业投资，满足高校学生将创业计划转变为创业

实践的资金需求。 

3. “人才培育”机制：双创人才的培养与训练 

根据多维尺度分析图可知，“人才培养”“创业

导师”“创新教育课程”“创业实训”等高频关键词

组成了双创融合的第三类重要机制。经计算，“人

才培养”“创业导师”“创新教育课程”“创业实训”

“大数据”“知识产权保护”和“学科交叉”的粘

合度值较高，据此命名为双创融合的“人才培育”

机制。该机制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创新教育课程

与创业实践训练。在创新教育方面，“互联网+”背

景下，高校、科研院所双创示范基地应进行教育教

学改革，从企业引进创业实践经验丰富的创业导

师，通过专职教师与创业兼职教师相结合打造双创

智库。专职教师教授创新教育课程，帮助高校学生

创业者掌握创业所需的专业知识；创业兼职教师辅

导高校学生进行创业实践训练，培养其知识产权保

护意识，帮助其掌握大数据等创业技能。通过创新

教育与创业实践训练相结合，将建立起学科交叉的

人才培养体系，在双创融合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4. “科技支撑”机制：双创的科技创新与成果

转化 

根据多维尺度分析图可知，“科技成果转化”

“科技创新”“创业项目”和“自主创新”等高频

关键词组成了双创融合的第四类重要机制。经过计

算，“科技成果转化”“科技创新”“创业项目”“自

主创新”和“开放实验室”的粘合度值较高，据此

命名为双创融合的“科技支撑”机制。该机制主要

包括两方面内容：科技创新成果培育与科技创新成

果转化。在“互联网+”背景下，高校、科研院所

双创示范基地应借助开放实验室与新一代信息技

术，着力培养高校学生自主创新、科技创新的意识

与能力，以创业项目为依托，积极培育高技术含量

的科技创新成果。企业双创示范基地与政府、公共

组织等区域双创示范基地应为高校学生的科技创

新成果提供科技中介服务，提升科技创新成果转化

效率，提高高校学生创新创业的科技竞争力。 

(二)双创融合机制的发展水平 

为进一步厘清双创融合机制间的关系及其在

双创融合机制中的作用地位，对双创融合机制进行

战略坐标分析。经计算，双创融合四大类机制的密

度值与向心度值计算结果如表 5 所示。 

 

表 5  双创融合四大类机制的密度和向心度值列表 

双创融合机制 密度 向心度 

服务制度 13.2 96.2 

资本孵化 25.1 66.2 

人才培育 37.9 74.6 

科技支撑 43.6 146.6 

 

以双创融合四大类机制的密度平均值与向心

度平均值作为原点坐标，可求得原点坐标为(95.9，

29.9)，密度为纵轴，向心度为横轴，将战略坐标图

划分为四个象限，如图 4 所示。 

由图 4 可以看出双创融合四大类机制的分布情

况，“科技支撑”位于第一象限，“人才培育”位于

第二象限，“资本孵化”位于第三象限，“服务制度”

位于第四象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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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双创融合机制战略坐标图 

 

其一，“科技支撑”机制在双创融合过程中占

据着核心地位，并且在实践中要与“人才培育”“服

务制度”和“资本孵化”等融合机制形成较高的匹

配契合度。图 4 显示，“科技支撑”的向心度值与

密度值均高于其他融合机制的数值，该机制内部构

成要素联系非常紧密，并且与双创融合其他机制联

系紧密，表明“科技支撑”在双创融合机制中占据

着重要地位，在创新教育与创业实践融合转化的过

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高校学生的双创要始终以

“科技支撑”为核心机制，并与“人才培育”“服

务制度”和“资本孵化”等机制密切结合。 

其二，“人才培育”机制在双创融合过程中占

据着重要地位，但在实践中与“科技支撑”“服务

制度”和“资本孵化”融合机制的匹配契合度不理

想。图 4 显示，“人才培育”机制的密度值高于平

均值，位于第二象限。表明“人才培育”机制内部

构成要素联系紧密，已经形成一定规模，并且在双

创融合过程中发挥了基础性作用，但是“人才培育”

机制的向心度值低于平均值，表明“人才培育”机

制在实践中与双创融合的其他机制的匹配契合度

有待加强。高校学生的双创要发挥“人才培育”机

制的基础性作用，但是要打破“人才培育”的封闭

体系，与“科技支撑”“服务制度”和“资本孵化”

等机制紧密结合。 

其三，“资本孵化”机制在双创融合过程中的

地位不容乐观，并且在实践中与“科技支撑”“人

才培育”和“服务制度”等融合机制的匹配契合度

较低。图 4 显示，“资本孵化”机制的密度值与向

心度值均低于平均值，位于第三象限。表明该机制

内部构成要素联系较为松散，发展水平不高，同时

与其他双创融合机制匹配契合度较低。资本是高校

学生双创的要素，同时也是双创的催化剂。高校学

生的双创要进一步发挥“资本孵化”机制的催化剂

作用，“资本孵化”要与“科技支撑”“服务制度”

和“人才融合”等机制紧密结合。 

其四，“服务制度”机制的发展水平不容乐观，

但在实践中与“科技支撑”“人才培育”和“资本

孵化”等融合机制的匹配契合度相对较高。图 4 显

示，“服务制度”机制的密度值低于平均值，但是

向心度值相对较高，“服务制度”机制自身结构松

散，有待进一步完善，但在实践中与其他融合机制

的联系较为紧密。要深化高校学生双创融合“服务

制度”机制的建设。 

(三)双创融合机制的关键要素 

为找到双创融合机制中的关键融合要素，采用

结构洞指标对双创融合要素进行社会网络异质性

分析，各融合要素的结构洞指标如表 6 所示。 

(1)“服务制度”机制中，“工商登记改革”和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属于关键性要素。表 6 显示，

“工商登记改革”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等融合

要素有较高的有效规模值，表明其在“服务制度”

融合机制中与其他融合要素的联系较多，“创业咨

询”的有效规模值明显较低，表明其在“服务制度”

融合机制中与其他融合要素的联系较少，作用较小。 

(2)“资本孵化”机制中，“成果转化收益分配”

和“互联网金融”属于关键性要素。表 6 显示，“成

果转化收益分配”“互联网金融”等融合要素有较

高的有效规模值，表明其在“资本孵化”融合机制

中与其他融合要素的联系较多，在“资本孵化”融

合机制中居于重要位置，发挥了重要作用；“众创

空间”“税收优惠政策”与“产业转型升级”的约

束度值较小，表明其对“资本孵化”中的其他融合

要素的依赖性较弱。 

(3)“人才培育”机制中，“创业实训”和“学

科交叉”属于关键性要素。表 6 显示，“创业实训”

“学科交叉”等融合要素有较高的有效规模值，表

明其在“人才培育”融合机制中与其他融合要素的

联系较多，在人才培育融合机制中居于重要位置，

“智库”“人才引进”等要素的有效规模值明显较

低，表明其对“人才培育”融合机制中的其他融合

要素的依赖性较弱。 

(4)“科技支撑”机制中，“创业项目”和“科

技中介”属于关键性要素。表 6 显示，“创业项目”

与“科技中介”等融合要素的有效规模值较高，表

明其在“科技支撑”融合机制中与其他融合要素的

联系较多，在“科技支撑”融合机制中居于重要位

置；“开放实验室”等融合要素的有效规模值明显

较低，表明其在“科技支撑”融合机制中与其他融

合要素的联系较少，对“科技支撑”融合机制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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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融合要素的依赖性较弱。 

 

表 6  双创融合要素共现网络的结构洞指标 

双创融合机制 双创融合要素 结构洞指标(有效规模；约束度) 

服务制度 

创业咨询服务 (1.300；0.882) 

公共服务 (4.684；0.497)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5.920；0.736) 

工商登记改革 (6.239；0.287) 

商业模式创新 (3.722；0.314) 

资本孵化 

创业投资 (4.964；0.362) 

孵化器 (4.737；0.484) 

众创空间 (1.167；0.463) 

产业转型升级 (6.258；0.332) 

互联网金融 (5.442；0.208) 

经济新动能 (5.661；0.206) 

税收优惠政策 (5.260；0.250) 

成果转化收益分配 (6.227；1.003) 

人才培育 

人才培养 (4.361； 0.294) 

创业导师 (7.633；0.287) 

创新教育课程 (5.679；0.187) 

创业实训 (7.885；0.155) 

大数据 (6.979；0.178) 

知识产权保护 (8.462；0.124) 

学科交叉 (7.806；0.233) 

智库 (2.250；0.487) 

教育教学改革 (6.853；0.183) 

人才引进 (4.353；0.292) 

 科技成果转化 (5.033；0.268) 

 科技创新 (7.820；0.152) 

 创业项目 (8.419；0.164) 

科技支撑 自主创新 (8.227；0.142) 

 开放实验室 (3.947；0.240) 

 新一代信息技术 (5.194；0.328) 

 科技中介服务 (7.159；0.275) 

 

五、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第一，“互联网+”背景下创业实践要与创新教

育相融合，并且需要官产学研多方合作建立多层

次、全方位的创新创业孵化生态系统。“互联网+”

时代的网络性与普遍联系性注定了创新教育与创

业实践在单链条孵化的道路上走不远，创业者只有

具备多种能力与素质，全面分析把握市场机遇，精

准投入资源，并不断进行创业团队建设及资源优化

配置，才能更好地实现创业目标。“互联网+”背景

下的双创融合要凭借更高的效率获取更多资源，将

创新教育融合转化为创业实践。以“互联网+”为

背景，应着力培养双创人才自主创新、科技创新的

意识与能力，依托创业项目进行高质量的双创，企

业、政府及社会公共组织应积极为创业者提供科技

中介服务，强化双创科技成果转化，提高双创的科

技核心竞争力。 

第二，“服务制度”“资本孵化”“人才培育”

和“科技支撑”是双创融合的四类机制，“科技支

撑”和“人才培育”机制的发展水平相对较高，“资

本孵化”和“服务制度”机制的发展水平不容乐观。

促进创新教育与创业实践相融合，应继续发挥好

“科技支撑”和“人才培育”两类机制的作用，以

科技创新、自主创新为原始动力支撑，加强科技成

果转化，建立多层次、立体化的双创人才培养机制。

同时，要补齐“资本孵化”和“服务制度”两项机

制的短板，针对双创加强制度扶持与资本孵化的配

套建设，并加强四类融合机制的联系。双创各方相

关主体应提升以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研究为重点

的原始创新能力，增加科技创新的有效供给；提升

双创人才培养水平，为双创融合提供人才支持和智

力支撑；创新资本孵化机制，促进创新链有效对接

产业链；构建双创政策服务体系，为双创人才、成

果提供创业咨询、信息交流、技术展示等一站式服

务。突破目前产学研合作在资本孵化、服务制度建

设等方面存在的瓶颈，开创系统性兼备可行性与前

瞻性、可复制可推广的双创融合模式先河，并向全

社会辐射。 

第三，“服务制度”机制中的“工商登记改革”

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属于关键融合要素；“资

本孵化”机制中的“成果转化收益分配”和“互联

网金融”属于关键融合要素；“人才培育”机制中

的“创业实训”和“学科交叉”属于关键融合要素；

“科技支撑”机制中的“创业项目”和“科技中介”

属于关键融合要素。促进创新教育与创业实践的融

合：①在“服务制度”机制方面，要以“工商登记

改革”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为突破重点，落实

工商登记制度改革，积极推行全程电子化登记管

理；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简化行政审批事项，

为双创融合提供制度保障。②在“资本孵化”机制

方面，要将“成果转化收益分配”和“互联网金融”

作为突破重点，全面落实改善创业项目资金管理，

下放科技成果使用、处置和收益权等权限，提高双

创成果转化收益分配比例，加大股权激励力度。同

时，互联网金融平台为创业团队和创业项目提供天

使投资、A 轮、B 轮、pre-IPO 和 IPO 等不同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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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个性化投融资服务方案，为双创融合提供资本保

障。③在“人才培育”机制方面，要以“创业实训”

和“学科交叉”作为突破重点，倡导拓宽基础与强

化实践相结合、学科交叉、体验式学习的创新教育

理念，积极探索双创人才培养教育模式，逐步建立

集学生教育、实践训练和学科交叉为一体的双创模

拟实训中心，开展双创实践训练及理论示范应用研

究。④在“科技支撑”机制方面，要以“创业项目”

和“科技中介”作为突破重点，积极培育科技成果

转化重点项目，构建科技支撑平台，覆盖从创业项

目、科技创新、知识产权管理到科技成果转化在内

的整个完整链条。同时，不断拓展深化与科技中介

的合作模式，借助其专业、资源等优势实现协同创

新，为双创融合提供科技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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