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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校推进双创教育的定位、分类及思考 

 
陈思 

 

(上海戏剧学院发展规划办公室，上海，200040；早稻田大学经营管理研究科，东京，1690051) 

 

[摘要]  创新创业教育(双创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内容和改革突破口。首先通过“国家政策”“高校推进”

和“企业参与”三个领域对双创教育进行了定位，并介绍了其现状。其次，在众多实际案例的支撑下，进一步归

纳了中国高校推进双创教育的六种主要类型，分别是“校内组团型”“区校合作型”“校企合作型”“国际合作型”

“参赛办班型”和“专业试点型”。再次，具体分析了双创教育在高等教育中的“见面方式”“实践方式”和“检

验方式”。最后，结合相关国家政策，对高校继续推进双创教育提出了“必要与需要”“形式与内容”“课程与师

资”等三个方面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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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各领域对创新创业教育的定位 

(一)国家政策方面 

2015 年 5 月和 2018 年 9 月先后发布的国办发

〔2015〕36 号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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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简称《实施意

见》)和国发〔2018〕32 号文件《国务院关于推动创

新创业高质量发展打造“双创”升级版的意见》[2](简

称《升级意见》)，强调了创新创业教育在高等教育

中的重要地位，并指出了存在创新创业生态不够完

善、科技成果转化机制尚不健全、大中小企业融通

发展还不充分、创新创业国际合作不够深入以及部

分政策落实不到位等问题，同时也明确了国家实施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促进经济提质增效升级的迫切

需要。李克强总理在 2019 年 5 月 13 日召开的“全

国就业创业工作暨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创业

工作电视电话会议”[3]中指出，“促进就业创业特别

是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是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

展、民生改善和社会大局稳定的重要保障。要大力

推进双创上水平，以创业带动就业，促进新兴产业

发展，拓展就业新空间”。 

在国家的战略布局与政策指导下，各省市结合

实际，制定了有区域亮点的创业政策，丰富了创业

政策支持体系。例如，北京市实施创业引领行动，

建立“进口有政府服务、出口有市场承接”的创业

服务新模式；天津市给予大学生创业“一延一贷一

免五补贴”的优惠政策；陕西省建立“市场主体建

设+市场运营+政府支持+创业者”的创业孵化模式；

湖南省将优质的大学生初创项目纳入创新创业带

动就业的“双百工程”；四川省鼓励机关、企事业

单位相关人员兼任高校就业创业工作义务辅导员；

广东省每年举办“众创杯”创业创新大赛，并专设

大学生赛事。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关于创新创业人

才培养的重要部署，贯彻落实《实施意见》精神，

在高校自主申报、省级教育行政部门遴选推荐的基

础上，教育部于 2017 年 1 月和 6 月先后认定了北

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等 99 所

院校为“全国首批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高

校”[4]，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等 101

所院校为“全国第二批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

高校”[5]，入选高校覆盖了 31 个省市自治区。200

所认定高校中，本科院校与职业院校之比约为 ，1׃7

本科院校中，以综合类为主，师范类、工业类、理

工类、农业类、工商类及其他类为辅。其中，师范

类院校有 15 所，占比 8.5%；艺术类专业院校和以

艺术相关名称命名的院校共有 5 所，占比 2.5%，分

别是中国美术学院、四川美术学院、北京服装学院、

景德镇陶瓷大学和吉林动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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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校推进方面 

从 2010 年开始，国内众多高校相继成立了创

新创业学院或创业教育平台或创业指导中心，如复

旦大学创新创业学院(建设目标为创业人才的孵化

库，创业金点子的种子库和创新创业的专业智库)，

中国人民大学创新创业平台(设有在线课程、自我评

估、创业体验、双重项目墙等栏目)，厦门大学就业

创业指导中心(主要职能有创业政策宣传、创业指

导、创业教育与服务等)。还有些高校联合企业及所

在地区，成立了创业基地或创业孵化园，让创业工

作实体化、落地化，如郑州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基

地(能容纳 100 余个创新创业项目或企业入驻，其孵

化领域包括以人工智能和物联网为核心的智能制

造行业，以及以互联网+为核心的现代服务业)，深

圳•大学城创业园(面向国内外大学生创业团队、社

会青年创客团队和科技创新企业的国家级科技企

业孵化器，以及打造线上与线下结合、虚拟与实体

配套、传统与创新融合的孵化服务平台)。但是，这

些平台往往分别面向服务对象开展创业教育活动，

活动内容容易出现同质化、零散化和交叉化的特 

征[6]。这也是双创教育平台需要加强资源整合的重

要因素之一。 

2010年6月成立的上海交通大学创业学院经过

多年的探索已形成了“面上覆盖、点上突破”的分

层教育模式。一方面，通过在专业教育中渗透创新、

创意、创造的精神和理念，开设创业教育通识课，

开展大学生创新计划和创业大赛；另一方面，通过

提供独具特色的创业课程、创业训练营的指导和辅

导，培养部分有强烈创业意愿的同学成为大学生创

业的“种子选手”，成为未来企业家。2013 年 4 月

成立的清华 x-lab①，是清华大学新型创意创新创业

人才发现和培养的教育平台，主要致力于围绕三创

(创意、创新、创业)，探索新型的人才教育模式，

帮助学生学习创意创新创业的知识、技能和理念，

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包括创造性精神、创造性思维、

创造性能力和执行能力，造就新一代的创新型人

才。这也是继国家提出“双创”后，增加至“三创”

的人才培养理念。截至 2018 年 10 月底，已经有超

过 3 万人次的清华大学及社会的青年学生参与了清

华 x-lab 组织的各类讲座、比赛、交流、实践活动，

1 300 多个来自清华在校生和校友的创意创新创业

不同阶段的项目加入清华 x-lab，注册企业的项目直

接带动的就业人员超过 8 000 人，同时，经过清华

x-lab 的培育，所有注册公司的项目融资金额已经突

破 30 亿元人民币[7]。 

(三)企业参与方面 

各类企业也纷纷投入创业人才的培养过程中，

比如由企业成功人士担任大学生的校内讲座教师

和校外实践指导教师，由企业联合赞助各类创业比

赛等，让创业的大学生更好地体验创业实践、积累

创业经验，加强创业理论的运用。与此同时，我们

还要积极发展多种融资方式，创造条件积极支持风

险投资基金的发展，引导协调民间资本建立产业投

资基金和风险投资基金，支持大学生创业[8]。 

二、中国高校推进创新创业教育的分类 

在开展创新创业教育的过程中，绝大多数高校

都能结合自身特点，探索教育新模式，为促进创业

教育的发展添砖加瓦。目前，中国高校推进创新创

业教育的类型包含了以下六种。 

(一)校内组团型 

即高校的创业学院联合校内其他二级学院共

同开展创新创业教育。上海交通大学电子信息与电

气工程学院、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材料科学与工

程学院设立的“慧谷创新创业工作室”②依托创业

学院，与大学科技园、学生创新中心、校团委展开

合作，致力打造成为学生创新创业实践、项目和团

队孵化、校企合作及促进科技成果产业化的平台。

此外，从 2010 年 6 月建院至 2018 年 12 月底，上

海交通大学创业学院已举办了 95 期创业沙龙堂、

89 期创新与创业大讲坛和 9 期创业宣怀班，为学生

提供了丰富的创业课程和实训。 

(二)区校合作型 

即高校与所在区域联合开展创新创业教育和

实践。复旦科技园、杨浦科技创业中心、上海市科

技创业中心等共同出资成立的复旦科技园创业中

心，是以大学生创业为特色的专业孵化平台。南京

大学所在的鼓楼区，拥有 20 所高校、120 余家科研

机构、68 个博士后流动站、52 个国家重点学科，

是一个典型的智力密集区。学校依托南京大学国家

级双创师范基地和南京大学科技园等资源，与鼓楼

区共建创新产业集群“硅巷”③。温州大学自获得

“2018 年中国最佳众创空间”后，学校的创业学院

与温州市海洋科技园合作成立了温州大学众创空

间分园。 

(三)校企合作型 

即高校与企业联合开展创新创业活动。第一

类，校企合作成立创业基金会。复旦大学于 2006

年成立了上海市大学生科技创业基金复旦大学分

基金。至 2018 年 11 月底，该基金共资助企业 173

家，资助金额达 2 122.5 万元。此外，复旦大学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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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有泛海创业基金和云峰创业基金。“泛海创业基

金”设探索基金、种子基金、创业基金三类。截至

2019 年 2 月，“泛海创业基金”已进行两期项目资

助。其中，第二期拟资助项目 56 个，总金额达 250.5

万元。第二类，校企合作成立创业研究中心。南京

大学与南京市人民政府、江苏银行、中国人民银行

南京分行、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合作创建

了“南京金融科技研究创新中心”。 

(四)国际合作型 

即国内高校与国外高校合作开展创业教育交

换交流项目。上海交通大学创业学院启动了“新加

坡国立大学与上海交通大学创新创业学生交换项

目”，双方将互派学生至对方学校修读 1~2 门创业

类课程。除该项目外，还有“上海交通大学−德国

卡尔斯鲁厄理工学院联合暑期创业学校”以及“上

海交通大学斯坦福硅谷创业训练计划”两个国际化

办学项目。武汉大学与哈佛大学、乔治梅森大学、

加州大学圣它芭芭拉分校共建“时空创新中心−国

际协同创新站”，旨在以时空思维促进人工智能和

相关科学问题的研究与创新。桂林理工大学组织了

“桂工百名学子看世界之创新创业专项学习团队”

赴德国进行学习。 

(五)参赛办班型 

即高校通过举办(或参与)比赛和培训的方式来

提高创新创业教育。青海大学不仅筹办了“第三届

澜沧江湄公河青年创新创业训练营活动”，而且积

极参加“澜沧江湄公河流域治理与发展青年创新设

计大赛”。该大赛及框架下的训练营是面向澜湄六

国的高教机构和高校学生，是构建创新创业理念和

素养的平台，也是繁荣流域各国青年外交和文化外

交的渠道。温州大学创业人才培养学院于 2018 年

承办了“浙江省创业导师培育工程项目−高校重创

空间创业导师研修班”和“浙江省首届大学生创新

创业能力提升行动计划示范班”。此外，温州大学

派出的两支代表队 Heart For Heart 和 Cenius 获得

“2019 全球创意创业竞赛”的最高奖项。复旦大学

创新创业学院选拔的学生团队获“北美 TrepCamp

夏令营 2018 年全球创新创业大赛”总决赛亚军。

南京大学举办的“2018 海峡两岸暨两岸港澳青年创

新创业训练营”，进一步推动了海峡两岸暨港澳青

年的交流与合作，推进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有

专家利用大学创业大赛的框架来评估创业专业和

辅修专业学生的学习情况，其研究结果显示，与没

有创业专业学生的团队相比，拥有创业专业学生的

团队的目标得分往往更高[9]。 

(六)专业试点型 

即高校结合自身优势专业开设创业课程和创

业试点班。南京大学于 2018 年开设了以生物医药

领域创新创业为主题的双创课程“新技术与成功创

新创业”。武汉大学电子信息学院开设人工智能试

点班，通过与谷歌、英特尔等企业联合，培养新型

国际化的前沿交叉复合型一流人才。 

除高校层面外，“中国高校创新创业教育联盟”

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也作出

了许多统筹、对接、引领方面的贡献。该联盟于 2015

年在清华大学成立，致力于凝聚高校和社会各界力

量，为全社会提供优质的创新创业教育资源，形成

良好的创新创业教育生态，培养更多的创新创业人

才。近 4 年时间里，联盟召开了多次“中英创新创

业教育与学生就业研讨会”，与“韩国创业教育协

会、韩国创业基金会”签署了合作备忘录，启动了

“中国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研究基金项目”，举办了

“IEEAC 创新创业师资研讨班”“创新创业人才培

养讨论会”“中国−东盟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校长论

坛”“京津冀−粤港澳(国际)青年创新创业大赛”等

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活动。 

三、创新创业教育在高等教育中的呈现形式 

《实施意见》中特别指出了高校创新创业教育

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比如：一些地方和高校重视

不够，创新创业教育理念滞后，与专业教育结合不

紧，与实践脱节；教师开展创新创业教育的意识和

能力欠缺，教学方式方法单一，针对性、实效性不

强；实践平台短缺，指导帮扶不到位，创新创业教

育体系亟待健全。 

在以专业为主要区分标准的高等教育中，专业

以外的科目自然而然地成为边缘学科。关于创业课

程的学习，笔者采访了国内外数十所高校的在校学

生，近 90%的回答都是“没有必要”或者“要是容

易拿到学分的话，才会考虑”。这些现象的出现与

双创教育在高等教育中的呈现形式有着密切关联。 

(一)双创教育在高等教育中的出现方式 

虽然就业指导已成为大学生毕业前必经的一

个环节，但其授课教师的专业并非全是创业与就业

领域，加上授课时段大多处在大三下和大四，无法

为学生在入学伊始就奠定较为坚实的创新创业基

础[10]。如果说大学生在高考填志愿时对于所报专业

的认识较为有限而导致后悔念了某个专业的话，那

么创业教育到大学生毕业时才进行宣传和指导也

同样是一种临时抱佛脚的状态。创业教育与大学生

初次见面的理想时间应该是在大学生入校后，就开



                                                                                           2020 年第 11 卷第 1 期 

 

4

 

始有规律、有步骤、有层级地开展宣传与教育，并

且创造条件给大学生提供与创业相关的讲座、课

程、比赛平台、经费资助等信息与资源。正如浙江

大学副书记郑强在第四届上海大学生文化创意作

品展示暨全国创新创业教育研讨会上指出的：“大

学开展创新创业教育，目的绝对不是让学生早点经

商、开公司做生意，也不是过度强调大学与社会的

无缝接轨，而是培养学生在创新、合作、沟通等方

面的综合素养，这些也是年轻人应对未来社会挑战

所必需的能力。”[11] 

(二)双创教育在高等教育中的实践方式 

创业大赛是近几年高校创业教育过程中较为

常见的实践方式。例如，复旦大学举办的“复旦之

星−科技之源”创业大赛，武汉大学举办的创业模

拟大赛，湖南文理学院举办的大学生创新创业团队

大赛。还有针对师资队伍的比赛，例如，东北大学

举办的创新创业教学大赛。《升级意见》中也概括

了当前创新创业相关的品牌赛事活动，有“互联  

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创

客中国”创新创业大赛、“中国创翼”创业创新大

赛、全国农村创业创新项目创意大赛、中央企业熠

星创新创意大赛、“创青春”中国青年创新创业大

赛等。这些品牌赛事活动为大学生创新创业提供了

优质平台。除了这些国家级别的平台，各大高校间

以及高校内部还可以创建具有区域特性、学校特

性、学科特性、学院特性、专业特性的创新创业平台。 

但比赛结果终究是验证创业教育成果的一种

形式，比赛过程中的创业指导以及赛后能否将创业

项目付诸实践比获得的证书和名次更为重要。毕

竟，初创项目的成功比例是非常低的。因此，高校

既要鼓励大学生具备创新精神和创业素养，又要引

导他们形成正确的创业价值观以及处理创业风险

的能力。 

(三)双创教育在高等教育中的检验方式 

《实施意见》的主要任务和措施中提出，需明

确本科、高职高专、研究生创新创业教育目标要求，

使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新创业能力成为评价人

才培养质量的重要指标。《实施意见》中，还明确

了针对“将学生开展创新实验、发表论文、获得专

利和自主创业等情况折算为学分，将学生参与课题

研究、项目实验等活动认定为课堂学习”进行探索

的任务。各高校可以根据上级文件制定出可操作的

创业教育评估方案并执行。 

另外，《升级意见》特别强调了要强化大学生

创新创业教育培训。具体内容为在全国高校推广创

业导师制，把创新创业教育和实践课程纳入高校必

修课体系，允许大学生用创业成果申请学位论文答

辩。支持高校、职业院校(含技工院校)深化产教融

合，引入企业开展生产性实习实训。 

四、中国高校继续推进创新创业教育的思考 

创新创业人才是在掌握相关理论的基础上，以

较强的实践和创业能力，通过创新思维进行创业活

动，并将创新创业成果转化为实践应用的高素质人

才[12]。对照《实施意见》中的总体目标——“到 2020

年建立健全课堂教学、自主学习、结合实践、指导

帮扶、文化引领融为一体的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体

系”，进一步对我国高校继续推进创新创业教育提

出了三方面的思考。 

(一)关于必须与需要的思考 

双创教育的必须性主要体现在创新人才培养，

具体包括连接教育转型、对接师生成长、迎接社会

创新三个层面。教育转型指的是 21 世纪以来，我

国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到大众教育，高等院校从统

一标准到分类评价等。师生成长指的是教师教育理

论的成熟与完善，学生学习观念的转变与调节等。

社会创新指的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互联网+，

精准扶贫，已有元素的 N+1 组合(N≥0)，政府作为

需求方的角色呈现，多元主体参与的开放互动等。

根据国情的不同，以及随着科技的发展、风投等形

式的成熟，创业将逐渐低门槛化，甚至在未来十年

会出现零门槛。但很多高校将创新创业简单地作为

一个选修知识点进行教育，略为有失偏颇。笔者认

为，创业教育应纳入高校的基础必修课程。居安思

危的忧患意识要在大学生的潜意识中萌发，创造不

同的价值观念要根植到大多数勇于创新的群体中去。 

众所周知，创业需要创新精神，但创新并不仅

仅只通过创业的形式来体现。为了落实双创教育的

必须性，高校在大力推进双创教育的同时，要区分

好创新与创业的异同，既要各取所需、求同存异，

也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作为与时俱进的高校教

育者与学习者，创新教育也应作为高校的专业必修

课，即每一个专业都开设一门创新课程，或至少每

门课程都应该融入创新意识。创业教育最好能与专

业教育相结合，增设专业选修课。其中，创业教育

中的创业意识与基础知识可以在课堂内完成，创业

技能则通过创业实践平台来提升。 

(二)关于形式与内容的思考 

对于创业学院而言，要进一步明确创业教育的

理念，加强师资队伍、课程体系、教材教法的建设。 

首先，创新创业教育的目标有两方面：一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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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大学生在大学期间掌握创业知识、参与创业比

赛、加入创业平台、开启创业实践等；另一个是培

养大学生的创新创业意识，鼓励大学生在当前瞬息

万变的时代中具备勇于求新求变的精神，以及毕业

后不论是自己创业还是投身他人事业中都具备的

企业家精神。 

其次，创新创业教育的形式应该是多元化的，

比如理论讲授课程、学科交叉课程、社会实践课程、

案例分析课程、创业者论坛、企业师资的定向指导

课程、工作坊、创业策划书起草及讲解的竞赛等。

在知识传授方面，高校是主体；在技能实践方面，

社会是主体；在政策引领方面，政府是主体。不同

的主体在开展双创教育的时候，其形式也各有侧

重。例如，高校着重在专业建设、课程设计、师资

完善等方面，社会聚焦在案例分享、实践运用、市

场回馈等方面，政府专注在政策完善、资源平衡、

价值引导等方面。 

再次，创新创业教育的内容应由两个类别构

成：一是与创业相关的基础知识，比如市场、管理、

经济、法律；二是与创业产品相关的基础知识，比

如设计、制作、编程。目前，市场上关于前者的书

籍种类比较多。以内容为例，有以创业者和品牌故

事为主的《稻盛和夫的实学：经营与会计》《华为

管理法：任正非的企业管理心得》《硅谷创业课》；

有以创业形式和理念为主的《合伙创业：合作机制

+股份分配+风险规避》《裂变式创业：无边界组织

的失控实践》《精益创业》《共享经济：重构未来商

业新模式》《股权激励与合伙人制度》《社群思维：

互联网时代的新创业法则》《消费即创业：社交电

商引领新商业文明》《行为设计学：零成本改变》《风

险投资、私募股权与创业融资》，From Hobbies to 

Social Entrepreneurship；有以创业历史和教育为主

的《创业史》《经营战略全史》《创业从一份商业计

划书开始》《文案策划：撰写技巧与经典案例》《创

业教育评价》《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融合研究》，

Entrepreneurship ： A Comparative and Historical 

Study，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t Universities：

Learning from Twenty European Cases；有以创业法

制和政策为主的《规则、治理与法律：前沿问题研

究》，Entrepreneurship Policy: Theory and Practice。 

最后，从行业的视角出发，创新创业教育需创

业(entrepreneurship)与企业内创业(intrapreneurship)

双轨共进。从当前的大学生创业比例和创业成功率

来看，大学生进入企业后进行内创业的可行性和成

功率将是创业教育的另一个着重点。而且，内创业

的精神能帮助公司开展变革与创新。此外，还要对

创新创业进行元研究。比如，越来越多的创业研究

人员以学生和实际创业者为研究对象，在课堂上进

行实验[13]。 

(三)关于课程与师资的思考 

对于双创课程而言，要进一步规范其逻辑性、

丰富其多元性，逐步做到“校内协同、校际协同、

城际协同、国际协同”，争取让创新创业课程成为

“互联网+”时代的首个全球性共享课程，例如，

跨专业电商类共享课程。目前，除了美国、英国、

中国积极开设创新创业课程外，法国、日本、新加

坡等越来越多的国家也在探索相关课程的建设。以

斯坦福大学的创业课程为例，有商学院的“创业机

会评估”“新投资工作坊”，有法学院的“公司战略

的法律和经济”，有医学院的“新技术的商业化：

干细胞和再生药物”。以早稻田大学的创业课程为

例，有商学部的“创业家养成讲座：早大校友创业

分享”，有社会学部的“社会商业项目”，有商学研

究科的“家族企业的经营”，有经营管理研究科的

“科学技术与创业研究”，有国际学部的“商业思

维创造方法”。创业课程的目标，既不是鼓励白手

起家，也不是倡导天马行空，而是希望大学生在学

完之后，能在内心种下“改变自己”和“改变世界”

的种子。其目标具体有三个方面：一是鼓励大学生

追求技术的创新，通过技术创新来引领社会进步；

二是鼓励大学生学习商业模式的创新，通过商业模

式创新来改变生活方式；三是鼓励大学生掌握领导

力和创业核心知识，通过领导力来带领他人一同进

步。总之，双创课程应与时俱进，且具有前瞻性。 

对于双创教师而言，要进一步学习创新创业的

理论知识，加强实践探索，提高课程组织与统筹的

能力。目前，各高校的双创师资水平存在巨大差异，

除了一些综合性重点大学具备多元背景的创业师

资外，大部分地方性高校的双创师资依然处于总量

不足、构成不合理、实践经验缺乏的状态。由于双

创课程涉及众多学科和专业，比如创新与思维、财

务与会计、市场与经营、金融与经济、组织与管理、

法律与风险、设计与制作、宣传与推广等，因此，

每一位专业教师都必须在教学的同时不断学习前

沿知识、参与创业实践，力所能及地将理论与实践

进行高度整合。在双创课程的建设过程中，还需要

一些具备课程组织能力的教师来牵头，物色既有实

践经验又有授课能力的双师型企业家和创业者，做

好组织型课程的师资团队安排与教学内容设计，有

专业性、阶段性、典型性地开展教学工作。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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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创教育的师资队伍不能单打独斗，必须实现校际

的共享、行业之间的分享、教学实践的协同。总之，

双创教师的队伍建设需要相关政策的完善，需要教

育理念的革新，需要实践平台的历练，需要校际城

际资源的互补。 

 

注释： 

 

① 清华 x-lab 依托于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由清华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机械工程学院、理学院、信息科学技

术学院、美术学院、医学院、航天航空学院、环境学

院、建筑学院、材料学院、公共管理学院、工程物理

系、法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继续教育学院、电机

系等 16 个院系合作共建，并与清华科技园、清华控股

和清华企业家协会、盛景网联、中关村发展集团、同

方股份、启迪协信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② 慧谷创新创业工作室是面向全校学生进行创业实践的

开放性办公场所，主要满足在校学生的创业需求，培

养创新创业型人才，孵化创业项目。在交大科技园的

资助下，创业工作室(逸夫楼 101 部分场地及 2 楼)可同

时向校内创业团队免费开放 45 个工位。 

③ 南京市于 2018 年将“硅巷”建设引入市高新园区建设

中，相继开始建设秦淮硅巷(“空间、产业、模式”三

位一体，打造无边界创新园区)，鼓楼硅巷(实现“科创

+校园”联动，打造新兴产业功能区)和玄武硅巷(打造

众创生态服务圈，形成都市现代智慧设计产业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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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entation, classification and reflection of promoting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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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artment of Planning, Shanghai Theatre Academy, Shanghai 200040, China;  

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 and Finance, Waseda University, Tokyo 1690051, Japan) 

 

Abstract: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also a breakthrough 

in educational reform in China. This paper, first of all, orients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through such 

three areas as national policy, university promotion and enterprise participation, and also introduces its current situation. 

Secondly, supported by a large number of practical cases, the paper further classifies six types of promoting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by Chinese universities, including inter-academic group type, district-university 

cooperation type, university-enterprise cooperation typ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ype, competition-training type and 

professional pilot type. Thirdly, it analyzes the meeting way, practicing way and testing way of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Finally, combined with relative national implementation policies, the paper proposes 

three aspects of thinking, namely, necessity and need, form and content, curriculum and faculty, for universities to 

continue to promote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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