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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加强创业教育是建设应用型本科高校的重要任务之一。浙江省的创业教育走在全国前列，其

应用型本科高校的创业教育形成了一些可供推广的经验做法，概而言之就是“内融外联”。“内融”

即创业教育融入人才培养体系，面向全体学生，“外联”即创业教育实现了校政企多元主体的协同联

动。“内融”“外联”分别与内创业理论和三螺旋理论深度吻合。构建创业教育的“内融外联”模式，

在高校内部要从管理体制、课程体系、实践平台、师资队伍等方面打造创业教育的融合机制，在高校

外部要通过融入区域、资源共享、校政企协同来形成协同联动的创业教育生态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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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导地方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型是国家高等

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布局。创业教育的起源、价

值、功能与高校应用型转型存在着呼应时代的内

在关联，这些内在耦合性决定了创业教育将为高

校转型提供动力与支撑[1]。所以，加强和完善创

业教育是地方本科高校加强应用型建设的重要

突破口。浙江省高校的创业教育走在全国前列，

其应用型本科高校的创业教育已形成了一些可

供推广的经验与做法。在对应用型本科高校创业

教育“浙江经验”进行分析概括和理论验证的基

础上，提出应用型本科高校创业教育“内融外联”

模式的实现路径，以期为应用型本科高校推进创

业教育改革提供有效参考。 

    一、“浙江经验”：12 所高校创业教育经验

概括 

    浙江省是我国民营经济最发达、经商氛围最

浓厚的省份，是创业大省、创业强省。浓厚的创

业氛围对浙江高校的学子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

响，激发了他们的创业兴趣、创业动机。根据浙

江省教育评估院的跟踪调查，浙江省高校 2011— 

2015 届毕业生毕业 1 年后的创业率分别为 3.8%、

4.42%、4.63%和 5.02% 、4.82%，远高于全国平

均水平[2]。近年来，为顺应“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的国家战略，浙江省教育主管部门积极推动

创业教育，地方高校结合自身实际深入研究和实

践探索，促使浙江省高校的创业教育有了良好的

发展态势，形成了一些可供推广的有益经验。

2015 年 7 月发布《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公布

加强应用型建设试点本科院校名单的通知》，浙

江省正式确定了 41 所向应用型高校发展转型的

本科院校。2018 年 5 月发布《浙江省教育厅关于

公布普通高校示范性创业学院评选结果的通

知》，34 所普通高校的创业学院被确定为“浙江

省普通高校示范性创业学院”，成为浙江省高校

创业教育的标杆。为准确概括浙江省应用型本科

高校创业教育的先进经验，本文选取了以上两份

名单的“交集”(既是应用型建设试点又拥有示范

性创业学院的 12 所院校)作为研究对象，对其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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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教育的经验进行了概括分析。 

    (一) 建立创业学院 

    自开展创业教育以来，我国高校创业教育的

主体一直处于多元化的局面，学生处、就业指导

中心、教务处、团委等机构都可以成为创业教育

的实施主体，若职能划分不清，很容易影响创业

教育的效果。2015 年 5 月，国家全面深化高校创

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号角吹响，同年 8 月，《浙江

省教育厅关于积极推进高校建设创业学院的意

见》出台，明确“创业学院是高校对学生开展创

新创业教育的重要载体和实践平台”，并要求全

省普通高校(含独立学院)除公安等特殊类型高校

外，普遍建立创业学院，并完善相应的管理体制

和运行机制。截至目前，除少数特殊类型高校外，

浙江省普通高校已全部建立创业学院。总体来

说，浙江省高校的创业学院分独立建制和非独立

建制两种类型。如嘉兴学院于 2015 年 11 月在

原创业教育中心的基础上成立了独立建制的创

业学院，而台州学院于 2015 年 12 月 30 日成立

非独立建制的创业学院。值得一提的是，宁波财

经学院和温州大学还建立了校企共建“混合制”

实体创业学院。根据对 12 所创业学院的统计情

况来看，独立建制的有 10 所，非独立建制的仅

有 2 所，无论是独立建制还是非独立建制，12 所

高校的创业教育体系均建立了全校协同的运行

机制(见表 1)。 

 

表 1  浙江省 12 所高校创业学院设置情况 

高校名称 创业(创新创业)学院成立时间 机构性质 

浙江师范大学 2011 年成立创新创业学院，2016 年更名为创业学院 非独立建制 

浙江海洋大学 2016 年 3 月 独立建制(2016 年 8 月后) 

浙江科技学院 2016 年 4 月 独立建制(工程训练中心合署) 

浙江传媒学院 2016 年 3 月 独立建制 

嘉兴学院 2015 年 11 月 独立建制 

浙江万里学院 
2006 年成立创业教育学院，2012 年成立创新学院， 

2016 年整合为创新创业学院 
独立建制 

温州大学 
2009 年成立创业学院，2016、2017 年分别建立两个 

“混合制”创业学院 
独立建制 

衢州学院 2015 年 12 月 独立建制 

台州学院 2015 年 12 月 非独立建制 

丽水学院 2016 年 4 月 独立建制 

宁波财经学院 2013 年 5 月 
独立建制(与国泰安公司合作 

共建“混合制”实体创业学院) 

温州大学瓯江学院 2015 年 11 月 独立建制 

 

    (二)面向全体学生 

    长期以来，我国高校创业教育普遍存在的一

个问题是对创业教育内涵的理解有偏差，将创业

教育理解为“培养少数企业家”的教育，这直接

导致绝大多数学生无法在高校接受系统、全面而

持续的创业教育[3]。这种理念认知上的偏差一定

程度上成为影响我国创业教育发展的根本性因

素。近年来，浙江省应用型高校在推进创业教育

的进程中，普遍确立了“面向全体”的以培养大

学生创新创业意识为目标的“广谱式”创业教育

模式，在人才培养理念上把创业教育作为应用型

人才培养的核心内容和重要路径，在课程设置上

均建立了创业教育课程“必修+选修”且面向全

体学生的体系。温州大学以“岗位创业”的创业

教育新理念为指引，抓顶层设计，针对人才需求

构建全校性的创业教育体系，将创业教育融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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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培养的全过程。浙江科技学院积极推进创新创

业教育“1625”行动计划，其中“1”是指 100%

的学生接受创新创业通识教育。 

    (三) 加强专创融合 

    由于起步较晚，我国的创业教育往往忽视了

与专业教育的耦合，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存在着

“各自为政”的现象[4]，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创业

教育的体系构建和作用发挥。应用型高校要培养

应用型人才，而创新创业能力是应用型人才培养

的核心，因此，建立创业教育融入专业教育的机

制是应用型高校人才培养的需要。浙江省部分应

用型高校建立了创业教育融入专业教育的机制，

如温州大学出台了《温州大学创业教育与专业教

育深度融合实验班项目管理办法》《温州大学“创

业教育辅修专业、双专业班级”管理办法》等规

制推进专创融合，嘉兴学院、浙江传媒学院、宁

波财经学院等院校也开设了专创融合课程，将专

创融合落到实处。 

    (四) 开展校企合作 

    地方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型，就是要把办学

思路“真正转到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上来，转

到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上来，转到培养应用型技术

技能型人才上来，转到增强学生就业创业能力上

来，全面提高学校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创新

驱动发展的能力”[5]。由此可见，校企合作的办

学思路既是转型的途径，又是转型的目标。而创

业教育的本质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创业能力

的人，创业教育相比于传统的专业教育更加注重

实践性、创新性，校企合作正是创新创业人才培

养的一种非常有效的形式。浙江省民营经济发

达，中小企业众多，为高校开展校企合作提供了

客观条件。浙江师范大学、浙江海洋大学、浙江

科技学院等高校均通过建立企业实践基地加强

创业教育平台建设，温州大学、宁波财经学院还

通过校企共建创业学院的形式充分挖掘创业教

育资源，探索校企深度合作的创业教育模式。 

    (五) 根植所在区域 

    凡是富有成效的创业教育都会被深深地烙

上地域性、文化性的标志，具有其独特的时空特

征[6]。应用型高校肩负着推动区域社会发展的重

要使命，从而要求应用型高校要建立与所在区域

协同发展、良性互动的创业教育体系。应用型本

科高校应当充分利用区域经济资源、文化资源，

为创业教育贴上区域的特色标签，提升创业教育

的效果。浙江海洋大学、浙江传媒学院分别与学

校所在地的中国(舟山)海洋科学城管理局、下沙

科技城紧密合作，积极挖掘创业教育的地方资

源，为创业教育提供有力支撑。嘉兴学院传承红

色基因，将“红船精神”融入创新创业教育，致

力于培养既具有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又具有高

度社会责任感、使命感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二、理论依据：基于内创业理论和三螺旋理

论的“内融”“外联” 

    浙江 12 所高校的创业经验可以概括为“内

融外联”：“内融”即创业教育融入人才培养体

系，面向全体学生，“外联”即创业教育实现校

政企多元主体的协同联动(见图 1)。 

 

 
图 1  应用型本科高校创业教育“浙江经验” 

 

    “内融外联”的浙江经验要作为一种模式在

全国范围内推广，不仅需要有实践验证，还需要

有理论基础。笔者认为，内创业理论和三螺旋理

论分别与“内融”和“外联”深度吻合。 

    (一) 基于内创业理论的“内融” 

    美国学者 Gifford Pincho 于 1985 年在《创业

者与企业革命》中首次提出了内创业理论，核心

论点是如何在已建立的组织内部进行创业活动。

通过对不同的表述进行概括分析，内创业可以被

界定为在一个现存企业中，个体和团队进行的新

业务创造或多种创新活动的过程[7]。随着实践的

发展，内创业理论不断完善。内创业不仅仅指企

业内部的创业活动，还包括企业的创新精神，在

原先企业的支持下成立新的公司、开拓新的业务

领域等，更强调员工在工作岗位上也可以进行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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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多年来，学界从创业者的素质、创业机会的

把握、风险的把控、自治愿望、人力资源管理等

方面对内创业理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同时也进

一步完善了内创业理论。近年来，国内创业教育

研究者所提及的“岗位创业”，可以看成是对内

创业理论的深化和发展。这种提法也更加契合当

前创业教育的目标取向，即创业教育不仅仅以培

养自主创业者为目标，更要面向全体学生，融入

高校人才培养过程，通过加强创新意识，提高创

业能力，使得学生能胜任未来的工作岗位，更有

可能在工作岗位上开展创业活动。 

    将内创业理论运用到创业教育中，可以进一

步拓展创业教育的内涵，纠正高校长期以来对创

业教育认识的偏差，即创业教育不仅是面向少数

人的培养企业家的教育，还应面向全体学生培养

“岗位创业者”。创业教育是应用型人才培养模

式创新的重要手段和主要任务。应用型高校更应

当建立“面向全体”的创业教育体系，把培养全

体学生的创新精神、创业意识，提升学生的创业

技能作为创业教育的主要目标，达到“内融”。

内创业实质是岗位创业，岗位创业者的培养必然

涉及岗位胜任教育和创业教育两个方面，而不同

岗位专业能力的培养主要是通过专业教育达成

的，所以岗位创业实际上就是要求高校在人才培

养时做到专业教育与创业教育的融合。专业教育

的基础知识与基本理论是学生创新精神、创业意

识与创业能力生成的深层根基，创业教育若脱离

专业教育体系将成为无源之水，难以发挥大学生

创业活动的专业优势[8]。由此可见，浙江省部分

应用型高校“面向全体”“专创融合”等经验、

做法与内创业理论是深度契合的。应用型高校要

实现创业教育“面向全体”“专创融合”，关键是

要将创业教育融入人才培养体系。 

    (二) 基于三螺旋理论的“外联” 

    三螺旋理论是由美国学者亨利•埃茨科威滋

于 20 世纪 90 年代提出来的一种创新研究新范

式，是指政府、产业、大学三方在创新过程中密

切合作，相互作用，同时每一方都保持自己的独

立地位[9]。具体来说，大学、产业、政府因创新

型经济发展的需求而联接起来，三种力量在组织

结构性的安排和制度性的设计等作用下，相互依

存、交叉影响，最终形成抱成一团又螺旋上升的

“三重螺旋”的新关系[10]。三螺旋理论揭示了一

定区域内大学、产业、政府三方之间的紧密联系

和交叉关系，是校政企协同联动的理论基础。三

螺旋理论对于应用型高校的创业教育同样具有

指导意义：高校的创业教育要打破高校单一主体

的局面，构建校政企三方协同联动机制。这种“协

同”有别于以往的简单“合作”，是在共同的目

标和共同的利益基础上，进行的长期稳定的联

动。高校应当积极主动融入区域经济发展，与政

府、产业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校政企三方应当

明确各自的角色定位，实现资源共享，建立协同

组织，不断深化合作。 

    三、经验推广：基于“内融”“外联”经验

的应用型高校创业教育提升路径 

    (一)“内融”：创业教育融入人才培养体系 

    1. 建立全校协同的管理体制 

    建立科学高效的管理体制能有效推进创业

教育融入人才培养体系。一要建立创业教育工作

机构统筹协调学校的创业教育工作。浙江省普遍

建立了创业学院(或创新创业学院)作为创业教育

的工作机构，其他省份的一些高校则有通过建立

创业指导中心、创新创业教育协调委员会等机构

来统筹协调创业教育的。应用型本科高校在建立

工作机构的基础上，还必须建立全校协同的管理

体制，既有明确的牵头负责部门，又有多部门协

同分工的机制。二要建立和完善一系列的创业教

育制度来规范推动创业教育融入人才培养体系。

在宏观层面，要明确创业教育在应用型高校发展

的地位和作用。在制定学校发展规划和应用型建

设方案等制度时，需要将加强创业教育作为提升

人才培养质量、推进学校转型发展的重要抓手。

在中微观层面，要制定创业教育指导意见、实施

方案、具体举措等一系列制度文件来推动创业教

育的具体实施。 

    2. 构建面向全体学生的课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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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出：各高校要“面向全体学生开发开设研究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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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科前沿、创业基础、就业创业指导等方面

的必修课和选修课，纳入学分管理，建设依次递

进、有机衔接、科学合理的创新创业教育专门课

程群”。创业教育的课程建设成了所有高校的

“规定动作”。应用型高校建立融入人才培养体

系的创业教育体系，课程建设是基础性的、关键

性的工作。总的来说，要建立“面向全体”的课

程体系，包括全校性的创业教育必修课程、选修

课程、专业教育与创业教育的融合课程以及强化

课程等四个部分。创业教育必修课程针对全体学

生普及创业知识，唤醒创业意识，培养创业精神；

创业教育选修课程是选取不同的模块内容，或根

据不同的对象、不同的视角而设计的供全体学生

自由选择的课程，学生可根据兴趣爱好、自身基

础情况自由选择；专创融合课程通常开设在各专

业，旨在引导学生结合所学专业进行创业，可根

据情况开设必修或选修课程；强化课程为高校专

门针对有明确创业意向或已经创业的学生开设

的创业强化班的相关课程。 

    3. 建设内外结合的实践平台 

    强化创业教育实践，是提升创业教育质量的

重要举措，创业教育要融入人才培养体系，必须

有充足的创业教育实践平台作支撑。一要充分开

发校内资源，建立完善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创

业实训室等基础创业实践平台，通过完善校内共

享机制，实现创业教育共享专业实验室、虚拟仿

真实验室等专业教学资源。二要完善创新创业竞

赛的实施组织，把“互联网+”“创青春”等创

新创业竞赛作为创业教育的重要实践平台和检

验平台。三要加强协同合作，校地校企共建创业

教育实践平台。通过校企合作建立实习实践基

地，通过校地协同将地方产业园、创业园作为大

学生创业基地，也可以利用各自的优势资源共建

共享大学生创业园、相关产业园。 

    4. 打造质优量足的师资队伍 

    创业教育融入人才培养体系，要求创业教育

师资质和量的双重保证。要坚持专职和兼职相结

合，校内和校外相结合，打造一支创新创业教育

师资队伍[11]。一方面，要加强自有教师的培训。

要培训一支稳定的、有较好基础的专职创业教育

师资队伍，作为学校开展创业教育的基础，同时

加强对全校教师创新创业教育知识结构的培训，

强化全体教师的创新创业意识，鼓励教师到企业

挂职锻炼，甚至鼓励教师参与创业或师生共创，

通过创业师资的“全员化”推动创业教育面向全

体学生，实现专业教育与创业教育的有机融合。

另一方面，要加强引进人才。要建立一支稳定的、

优质的校外企业家师资队伍，作为优化和充实创

业教育师资的重要力量，并通过深化校企合作等

工作机制，建立企业家参与高校创业教育的长效

机制，实现企业家进高校活动课程化。 

    (二)“外联”：校政企协同联动推进创业教育 

    1. 主动融入区域 

    基于政府主导、行业主为的动力供给，应用

型大学更重要的是深度融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中，成为协同创新中心[12]。教育部、国家发展改

革委、财政部《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

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中将“全面提高学校

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创新驱动发展的能力”

作为引导地方高校向应用型转型的指导思想。主

动融入区域经济发展是地方高校向应用型转型

的核心，也是建立创业教育校政企协同联动的基

础。应用型本科高校要围绕区域经济发展的特色

和优势产业，重点打造特色学科专业群；要围绕

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特点和需要，培养符合地方

需求的应用型人才；要通过与行业企业的深度合

作，推进产教融合。深度、稳定的校政和校企合

作关系的建立是实现创业教育校政企协同联动

的基础。 

    2. 明确三方定位 

    在传统高校创业教育模式中，高校为主导，

企业、政府多扮演兼任角色[8]，政府、企业的主

体地位未能充分发挥。根据三螺旋理论，三者的

作用同等重要， 无论哪一方存在“短板”，创业

教育的效果就必然打折扣[13]。建立创业教育的校

政企协同联动机制，首先要明确三方的主体地

位，充分发挥三方作用。高校的核心优势是技术

和人才，作为创业教育的直接实施者，应不断优

化创业教育的课程体系，完善创业教育的师资队

伍，不断拓展创业教育的资源，提升创业教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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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为区域经济发展输出具有创新精神和创业

能力的应用型人才。政府的核心优势是政策引

导，要通过制定并落实在场地、资金、平台等方

面的相关政策，为高校创业教育提供支持，鼓励

并引导地方行业协会、企业等社会力量积极参与

高校的创业教育，倡导高校创业教育融入区域文

化，打上“地方烙印”。企业的核心优势是资源

和平台，既要为高校创业教育提供师资、实践平

台、资金等方面的支持，还应参与高校创业教育

和人才培养体系的过程设计。如宁波大学科学技

术学院实施“三园融合、联动发展”的创业教育

模式，大学校园、大学生创业园、特色产业园融

合聚焦，校政企发挥各自优势联动协同，共同推

进大学生创业教育(见表 2)。 

 

表 2  应用型本科高校创业教育校政企三方主体定位 

主体名称 核心优势 功能定位 

高校 人才、技术 优化课程体系、完善师资队伍、供给创新创业人才 

政府 政策、资源 提供优惠政策、资金、场地等支持，搭建协同平台 

企业 资源、平台 提供师资、课程、实践平台等支持，参与人才培养 

 

    3. 实现资源共享 

    共享驱动机制有利于维系跨界各方的长久

合作，是协同育人的利益保障[14]。实现资源共享

是校政企协同推进高校创业教育的动力源泉，是

建立校政企协同联动长效机制的基础。作为应用

型本科高校，既要积极争取政府、企业的资源来

完善创业教育，又要主动开放自身资源，对资源

进行优化配置，实现资源共享。一是实现课程共

享，政府、企业参与设计的创业教育课程，同样

可以对政府和企业开放，政府相关工作人员、相

关社会组织人员、企业人员均可以享受高校创业

教育的优质课程，作为政府和企业职员培训、专

项学习的重要内容。二是实现人才互聘，政府部

门相关人员、企业家、专业人员可以受聘为高校

创业师资，优化高校创业教育师资队伍，同样，

高校教师也可以受聘到政府、企业，提供专业服

务、参与技术攻关等。三是实现平台共用。政府

部门主导建设的地方创业园、创业服务中心应当

向大学生创业项目倾斜。企业是大学生创业教育

的重要实践平台，同样，高校的创业孵化园、创

业中心也应当与政府和企业共建共享，高校的专

业实验室也应建立校政企共用机制。 

    4. 建立协同组织 

    建立协同组织是实现校政企风险共担、利益

共享的有效途径。一是建立协同创新中心。我国

高校目前的产学研合作还主要停留在技术转让、

合作开发和委托开发等较低层次的合作上，共建

研发机构和技术联盟等高层次的深度合作还比

较少[15]。高校创业教育要真正发挥协同创新的作

用，应改变以往高校与企业或政府点对点、零散

的、偶然的合作模式，而通过建立协同创新中心，

实现校政企网络化、立体式的协同模式，通过实

现“学科—专业—产业链”的有机融合，推进创

业教育的区域网络化。二是校政企或校企共建混

合所有制创业学院。教育领域的混合所有制办学

主要是指包括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

等不同所有制在内的两个及两个以上多元办学

(投资)主体共同出资合作办学的形式[16]。混合所

有制创业学院是由校政企三方或校企双方通过

利用各自资源优势，联合建立的实体创业教育实

施机构。它的最大优势是，通过合作共建，实现

“利益绑定”，最大限度地发挥多方主体参与创

业教育的积极作用。建立混合所有制创业学院，

是应用型本科高校在创业教育领域的探索创新，

对于加强创业教育和推进校政企合作有着重要

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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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tasks of building application-oriented universities is to strengthen 

entrepreneurial education. Entrepreneurial education of applied universities in Zhejiang Province has formed 

some experiences to be promoted which make entrepreneurial education in Zhejiang Province take the lead 

in China. In short, it is the experience of internal integration and external connection. Internal integration 

means that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has integrated into the personnel training system for all students, 

while external connection means that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has realized the cooperation of multiple 

subjects from universities, governments and enterprises. Both of them are identical with the theories of 

Intrapreneurship and Triple Helix. To construct the mode of “internal integration and external connection” of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we should build the integration mechanism of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from 

the aspects of management system, curriculum system, practice platform and teaching staff inside the school, 

and form an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ecosystem by regional integrating, resource sharing and 

multi-cooperation among universities,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 outside the school as well. 

Key Words: applied universities; entrepreneurial education; the experience of Zhejiang Province; internal 

integration and external connection 

[编辑：苏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