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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海南高校 
创新创业教育生态系统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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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创新创业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的互促作用已经得到不少研究的证实。海南省自 2018 年 4 月 13 日启动了

自由贸易区(港)的发展战略以来，对具有创新精神和创业能力的人才的需求与日俱增，而海南高校正是海南“双

创”的原生动力。在海南建设自由贸易区(港)的背景下，论述海南“双创”教育与区域发展的关系，通过对“双

创”生态系统理论的梳理，解析当前海南高校“双创”教育生态系统的相关问题，提出构建海南高校“双创”教

育生态系统的具体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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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双创”热潮中，

全国各大高校开始重视创新创业教育，通过培育“双

创”人才和转化科研成果，成为区域经济建设的主

力军，在提高区域自主创新能力、促进产业转型升

级、提升区域竞争力等方面发挥了十分积极的推进

作用。同时，区域经济发展也为高校“双创”教育

提供了更多的资源和条件，促进“双创”人才培养

质量的不断提升。二者互惠互利，共同发展。2018

年 4 月 13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

济特区 30 周年之际宣布设立海南自由贸易区(港)，

启动了海南自由贸易区(港)的建设。在此背景下，

海南经济发展需要更多高新科学技术和创新商业

模式以激发经济活力，海南高校就是海南“双创”

的动力源。然而，目前海南高校在“双创”教育体

系构建中，尤其在课程体系建构、师资队伍建设、

实践平台搭建、创新网络建设等方面存在着种种问

题。因此，依托自由贸易区(港)的发展平台，以“双

创”生态系统理论为依据，研究海南高校“双创”

教育生态系统各组成要素与外部生态环境之间的

交互作用机制，构建良性运转的“双创”教育生态

系统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 

一、自由贸易区(港)建设对海南“双创”教育

提出了新的要求 

2018 年，海南省的 GDP 为 4 462.54 亿元人民

币，仅高于宁夏、青海、西藏，GDP 整体增速为

7%，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 6.9%。海南在历史上

一直属于中国的边陲地区，经济发展较慢。随着对

外开放步伐的加快以及我国南海战略地位重要性

的日渐突出，海南的经济发展变得十分重要。然而，

海南的经济基础、地域特点和历史地位决定了海南

不能走传统工业化发展的老路，自由贸易区(港)建

设给海南全面发展带来机遇的同时也提出了新的

要求。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海南建

省办经济特区 3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和《中共

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指

导意见》，2018 年 7 月，海南省委审议通过了《百

万人才进海南行动计划(2018—2025 年)》(以下简称

《人才计划》)，实施更加积极的人才培养政策。提

出要基于重点领域和重点产业的需要，“建立健全

全方位、多元化、立体式的人才培养体系”。为了

“充分激发各类人才的‘双创’创造活力”“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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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载体建设和创业支持”。“支持省内高校、科研

院所和企业等建设国家级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技术创新中心和人文社科重

点研究基地。积极推动六类重点产业园区开发建

设，大力集聚具有一定规模和成长良好的企业，支

持创业平台载体建设。”这无疑对海南高校的“双

创”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立足于自由贸易区

(港)建设以及海南自身经济结构现状和发展定位，

结合区域经济的发展需求，有针对性地培养与区域

经济发展要求高度契合的“双创”人才，为本地经

济注入富有活力的创新元素。同时，形成教育生态

系统，开展基于创新性成果的创业活动，助推地方

产业创新化和创新产业化、成为促进创新驱动的经

济发展的重要动力。 

二、“双创”生态系统理论体系 

随着创新意识和创新行为的普及，“双创”生

态系统这一新概念应运而生[1]。虽然关于“双创”

生态系统的概念、构成和运行机制等关键问题没有

形成统一、权威的理论，但是学界已经开展非常深

入的创业生态系统和创新生态系统的相关研究。 

(一) 创业生态系统 

关于创业生态系统的概念，Dunn[2]对麻省理工

学院将科研、教学与创业活动相结合的创业人才孵

化体系进行解构，提出创业生态系统概念。2009 年，

Babson商学院的 Isenberg第一次对创业生态系统进

行了系统性的定义，他认为正常运转的创业生态系

统应当包括政策支持、资金支持、文化包容、市场

认同、人力资本和其他资源的支持这六大要素，并

将这六大支持要素与创业者特质进行融合[3]。林嵩

从生态学的角度定义创业生态系统，研究新创企业

与生态环境的相互作用，探讨了创业生态系统的内

部运行机制[4]。2014 年全球创业观察(GEM)提出了

包含九要素的创业生态系统框架，包括融资途径、

政策、政府规划、创业教育、研发转移、法律和商

业基础、开放性的市场、基础设施、文化和社会   

规范[5]等。 

(二) 创新生态系统 

熊彼特提出，所谓创新就是要“建立一种新的

生产函数”，就是要在生产体系中引进之前没有的

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根据创新的内

涵和模式分析，陈华提出创新系统涵盖研究、开发

及应用三个群落，即创新生态系统通过共生演化、

自组织生长和开放式协同 3 个维度驱动创新活   

动[6]。蔡莉和彭秀青将创新系统定义为由相互联系

的主体或要素构成并具有特定功能的整体结构[7]。 

(三) “双创”生态系统 

以上两个生态系统，无论是构建或者运行，都

必须立足于成果的内生、主体协同、环境的支持，

并且三者之间紧密相关。Andrew C.等指出，“双创”

生态系统主要包括“创业教育课程、校园孵化器、

强大的技术转化办公室、创业师资队伍以及支持和

衔接这些‘双创’主体的创新网络”[8]。2017 年 7

月国务院在《关于强化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进一

步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深入发展的意见》中强调

“双创”生态系统应具备 4 个特点：参与主体的多

元性；根植于区域战略和产业的发展需要；自我调

节和演进能力；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屠霁霞等在以

上概念的基础上认为，“高校‘双创’教育生态系

统还需要具备培育人才和科研成果产出的能力，通

过课程和学科建设、科研合作、继续教育和社会培

训等途径和方法，形成各参与方的协同合作，基于

国家战略和区域需求，深化教学和产业的融合，切

实转化应用新技术成果，打造良性循环的高校‘双

创’教育价值生态链”[9]。 

综上所述，本文借鉴 Andrew C.的概念，从课

程体系、师资队伍、实践平台、创新网络四个方面

解构海南高校“双创”体系存在的问题。 

三、海南高校“双创”生态体系问题解构 

2015 年 5 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深化高

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全面提出

健全我国大学“双创”教育体系的具体措施。教育

部在《关于做好 2016 届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

就业工作的通知》中明确要求自 2016 年起，所有

高校都必须开设“双创”教育课程，对全体学生开

设“双创”教育必修课和选修课，并纳入学分管理。 

“双创”教育是一项系统化工程，需要有与时

俱进的课程体系、强大的师资队伍、知行合一的实

践平台和协同互动的创新网络。然而，在当前海南

各高校如火如荼开展的“双创”教育的过程中，“双

创”生态系统各个层面呈现出不同程度的不足。 

(一) “双创”课程体系理论与实践相脱节 

作为“双创”教育的基本载体，“双创”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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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是高校进行“双创”教育的核心环节之一。但

目前，“双创”教育在课程设置和教学设计方面都

存在着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的问题。一方面，从“双

创”课程内容设置来说，海南各高校还是以传统的

课堂教学模式为主，辅以其他实践活动，并未真正

凸显基于行动和探究的实践导向，无法切实实现

“如何做”的能力培养。另一方面，“双创”课程

的设置和现实商业实践是彼此脱节的，理想化和理

论化的“象牙塔”教育模式使得海南各高校的“双

创”教育并没有和外部社会以及企业很好地衔接在

一起。因此，在构建完整、科学的“双创”课程体

系方面，海南高校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二) “双创”师资队伍缺乏多样性和专业性 

优质的师资队伍是“双创”教育生态系统的重

要保障。“双创”教育的迅速发展对海南各大高校

带来巨大的师资压力，在短时间内能够很好地承担

“双创”课程教学任务的老师并不多。许多兼职教

师来自就业指导部门、团委或学生工作部门，这类

教师的专业素养在理论知识训练、实际企业创建流

程以及市场风险评估等方面无法达到对“双创”教

育对师资水平的客观要求。而且，“双创”师资队

伍来源单一，多样性不足，不仅没有校内其他专业

教师的协同与合同，更缺乏社会、政府等多方的资

源的引入。这对“双创”教育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 

(三) “双创”实践平台数量和质量都亟待提升 

创业孵化场地、众创空间、相关学科实验室等

是将高校“双创”教育成果切实落地的重要承载平

台。目前，虽然海南各高校都开设了“双创”课程，

但重点基本都放在了课堂教学上，配套的实践教学

却很难开展，其中，实践场地问题成为制约地方高

校创业实践教学发展的瓶颈。根据海南省科学技术

厅公布的数据，截至 2018 年 11 月，海南省认定的

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共有 9 家、众创空间共有 26

家，其中 2018 年认定的孵化器共有 4 家、众创空

间共有 17 家，2018 年评估的、以往认定的省级科

技企业孵化器有 1 家不合格，众创空间有 3 家不合

格。这些孵化器和众创空间中仅有 2 家是由海南高

校主导成立的，其中 1 家评估为优秀，1 家评估为

不合格，这说明为海南高校“双创”教育服务的孵

化器和众创空间无论从数量上还是品质上都还不

理想。 

(四) “双创”网络欠缺合作协调机制 

创业教育的实践还需要得到社会、企业等外部

机构的支持。在高校与实业的联盟体系里，对人才

进行理论的系统培训是学校的优势，将理论应用于

实践是实业的优势，二者相得益彰，共同肩负着培

养“双创”型人才的重任。仅靠高校的力量，是难

以形成良好的“双创”生态体系的。但现实的情况

却是，各高校普遍在与外部的企业和社会的合作互

动中，规模比较小，合作的领域比较窄、合作的深

度不够，合作的长效机制不健全，人才双向流动的

协调机制缺乏激励性。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尽管当前海南各高

校的“双创”教育在持续开展，但尚未形成较为完

善的“双创”生态系统。尤其是在海南开启建设自

由贸易区(港)的战略环境下，尽快构建协同互动的

“双创”生态系统，才能更好地为区域经济发展  

服务。 

四、自由贸易区(港)背景下海南高校“双创”

生态系统构建 

“双创”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并不是单靠一门课

程可以解决的。海南要在自由贸易区(港)建设中取

得成绩，海南高校“双创”生态系统的构建具有十

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双创”生态系统应包括来自

学校、产业、金融机构、科研机构、经济组织以及

政府部门等参与者，系统内各主体间存在着非线性

关系，覆盖从基础研究到创新成果商业化的整个 

过程[10]。 

(一) 建立理论与实践有机衔接的“双创”教育

课程体系 

高校在建设“双创”教育课堂教学体系过程中，

要围绕区域经济发展目标，打造系统化、多样化和

多层次的特色课程体系。首先，在课程定位上，面

向市场需求，以产出导向为理念，通识教育协同精

英培育。其次，在课程内容上，探索分层次课程体

系设计，围绕构建“通识基础课程+创新专业课程+

创新实践课程+创业训练课程+创业实践课程”等多

层次、多样化的课程体系。在校内“双创”教育服

务平台的搭建和拓展上，可将“双创”内容融入社

会实践和实习课程体系，这些课程包括实验教学、

实习见习、毕业论文设计和丰富多彩的“双创”竞

赛等第二课堂[11]。海南各高校应该以自由贸易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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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建设为契机，大胆尝试、勇于创新，构建出具

有海南特色的“双创”课程体系。以必修课程为基

础，为有创业需求的学生开设更高层次的选修课程

以及课外讲座，并为进入实际创业程序的项目和学

生团队配备指导老师。指导老师为来自学校的专任

教师和在海南创业成功的人士。 

(二) 构建专业化和多样化的“双创”师资队伍 

从国际经验来看，走专业化道路是“双创”教

育在高校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提升“双创”教育水

平、培养“双创”型人才的基本要求[12]。专业化的

师资是保障“双创”教育质量的必备条件。因此，

要改变当前“双创”教育师资队伍中存在的问题，

就必须切实提高师资队伍的专业水准，丰富师资队

伍的构成。这就需要一方面在校内专聘项目实践指

导教师；另一方面在校外邀请经验丰富的创业者、

企业家，引进国际大师和知名教授等，构建“校内

理论老师+创新实践老师+创业实践导师+产业导师

+创业导师”多元化师资队伍，以提升教学效果。 

(三)构建“双创”活动与社团互动系统 

1. “双创”活动层次化 

海南高校的“双创”活动，应结合相应课程、

校级活动、协会活动、高校联盟活动等实现日常化、

层次化发展。通过比赛、博览会等活动形式发现潜

力项目、提高项目品质、打造明星团队，同时也为

“双创”教育发现更多的指导老师并建立智库。 

2. “双创”社团和孵化机构多元化 

海南高校“双创”社团和孵化机构的主体应该

更多元化。鼓励学生和老师自主创立和参与“双创”

社团，引进国内外有影响力的孵化机构。通过多元

化的社团和孵化机构力量整合创业资源，组织更多

活动，历练更多人才，发现和培育更多有潜力的创

业项目，优化海南“双创”环境。 

(四) 形成地方“双创”系统资源共享系统 

海南高校“双创”生态系统的构建需要通过孵

化机构来进行资源的整合，实现科研成果和文化创

意的商业转化，创造真切的社会和经济价值。众创

空间的核心任务是帮助创业者减少创业障碍与困

难，提供创业过程中所需的资源与人力、投资、辅

导等全方位服务[13]。因此，高校的“双创”生态系

统建设要注重通过多元化的“双创”社团和孵化机

构实现资源整合的机制建设。 

(五) 把握自由贸易区(港)建设的主导产业 

海南在建设高校“双创”生态系统时应根据中

央精神和地方特点确定好主导和优先发展的产业，

例如热带农业、现代服务业、文创产业、海洋产业、

医疗产业等，以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为核心引导“双

创”的方向，突出海南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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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nd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been proved by many studies. Since Hainan province launched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free trade zone (port) on 

April 13, 2018, the demand for talents with innovative spirit and entrepreneurial ability has been increasing day by day. 

Hainan’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re the primary driving force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in 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Under such circumstances, we discuss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ainan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By combing the theory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cosystem, we analyzed current problems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n Hainan’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puts forward the construction strategies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ecosystem. 

Key Words: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cosystems; Hainan’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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