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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校企协同育人不仅是协同创新深入发展的必然要求，更是一种培育创新创业人才的有效途

径；不仅是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更是推动创新创业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校企共育

双创人才培育模式应由政府、高校、企业三方协同，其中三方联动利益是推动系统有机运行的动力源。

此外，在协同育人的过程中，适时监管、权变考量，推动激励与保障机制建设，才能不断提高双创人

才的培养质量，共享双创成果，推动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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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创立高校与科研院所、行业、企业联合培养

人才的新机制是新时代高等教育的重要目标之

一。教育部颁布的《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

的若干意见》进一步指出，“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加强创新创业教育、推进协同创新”，“以体制机

制改革为重点，探索建立校所协同、校企(行业)

协同的人才培养模式”。由此可见，协同育人在

创新创业教育中的重要性。多方协作是协同育人

成功实施的重点，更是创新创业教育与实践教学

的核心。目前，由于高校、行业、企业等多方发

展目标不一致、利益无法匹配等原因，协同育人

往往无法最大程度发挥能效。现今，绝大多数西

方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制定的

教育政策与教育发展规划，均是基于政府、学校、

企业等多方利益的一种均衡发展模式，进而实现

协同育人可持续发展。2016 年，国务院总理李

克强在高等教育改革创新座谈会上指出：“高等

教育要着力围绕服务国家创新发展，促进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培育更多创新型人才。”显然，

在教育观念不断更新的今天，基于校企协同育人

创新创业人才培育模式的探索，可以从根本上推

进校企合作，使校企协同育人取得实效。这不仅

是当代高等教育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也是一种

面向社会需求促进创新创业人才培育的有效  

途径。 

    校企合作不仅是“大学内在发展逻辑和社会

需求在协同发展中寻求共赢的过程”[1]，更是现

代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实施

校企合作较早，并已获得显著成果。1987 年，

美国学者弗里曼(Freeman)指出，校企协同育人实

质上是一种国家与市场行为的结合。在国家经济

和国家综合实力的竞争中，单纯依靠市场和自由

竞争并不能完全保证校企协同育人的实施和发

展，还需依靠政府政策的支持及制度的干预。这

进一步明确了政府与市场合作、与多方协作在人

才培育中的关键作用 [2 ]。1993 年，学者森克

(Senker)指出，校企协作是构建国家创新体系的

关键性要素。首先，校企协作可以帮助高校从政

府与企业获得经费，有利于学校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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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校企协作可帮助企业获得学校的科研扶

持。企业可通过高校的科研转化成果提高自身的

科研创新实力，有助于新产品的开发与研究[3]。

1998 年，亨利·埃特克维兹(Henry Etzkowitz)与

雷迭斯多夫(Leydesdorff)运用三角螺旋理论阐释

了校企协作及产学研合作的真实内涵。校企协作

可理解为“政府、学校及企业”三者间的相互作

用关系。政府引导、监督、协调学校与企业协同

育人，为三方搭建良好的协同合作平台；学校引

导学生在企业进行实践，从企业获得部分办学经

费，为企业输送稳定的就业人才；企业可从高校

获得高新技术，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作用。最终

形成三方共赢的和谐促进关系链[4]。随后，协同

育人、产教融合、应用研究在西方学界形成共识，

并积极转向应用实施领域。美国的“产学合作模

式”、德国的“双元制教育”、英国的“大小三明

治模式”、日本的“产学研机制”、瑞士的“洛桑

模式”，以及澳大利亚的“TAFE”模式等，均很

好地阐述了协同育人模式的成功。近年来，由于

协同育人模式实施成果显著，不仅推动了科技创

新，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创业率与就业率。因

此，西方学界逐渐将协同育人从单纯的产教融合

转向对创新创业人才培育的领域之中。 

    国内对于合作教育、联合培养、协同育人、

产教融合等研究可追溯至 20 世纪 80 年代。1997

年，我国学者赵荣生以济南钢铁集团总公司为

例，阐释了企业、院校联合培养复合型高层次人

才的路径[5]。近年来，随着我国对创新创业教育

的重视，从协同育人角度对创新创业人才培育的

研究逐渐成为热门领域。2005 年，我国学者赵连

根与谢秉衡，以上海市浦东新区为例，阐述了该

地区技术创新的全过程。该研究以产业和企业需

求为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动力，围绕浦东核心产业

和重点产业领域发展需求，引入竞争机制，面向

全国高校和科研院所公开招标，形成协同创新的

基本主体和基本平台，为协同育人促进创新人才

培育提供了实证[6]。2012 年，薛二勇指出应将创

新人才培养体系纳入国家的创新体系，通过协同

创新、在多方努力共赢的环境下培养创新人才，

推进创新人才培育[7]。2018 年，孟国忠与王正指

出培养创新型人才是高校的重要任务。通过校企

协同育人实践案例证明，校企协同育人可有效促

进创新创业人才的培育，应以社会需求为导向，

形成政府、高校和企业三者之间的相互协调与整

体推进[8]。 

    综上所述，协同育人是聚集多方力量，通过

多方协作、沟通，以服务学生为目标，深化产教

融合、校企合作，进而推进人才培育的有效途径。

协同育人应形成政府、高校、企业三者之间的良

性互动关系，为学校争取更多的办学经费，为学

生提供更多的实践机会，为企业创造更多的科技

创新成果。最终实现创新创业人才的有效培育，

为国家输送更多的科技创新与高科技生力军。政

府、高校、企业三者共赢是维系协同育人的关键，

应从正确认识三者之间的关系出发，全面审视创

新创业人才培育模式的内部关系与外部关系，真

正形成良性的互利联动，实现创新成果与创业率

双增高。 

    二、多方协作：协同育人各方角色定位 

    均衡的利益关系带来的高配合与高效率，不

仅是促进高校创新创业人才培育模式发展的核

心动力，更是推动其可持续发展的动因。互促双

赢的关系模式打破了传统教与学主客二分的简

单关系，而是将教与学置于一种整体的、多方协

作的系统关系模式中进行考量。因此，正确识别

协同育人中多方主体的目标与利益，是构建协同

培育创新创业人才模式的关键。 

    (一) 政府是引导校企协同育人模式实施的

推动者 

    在创新创业教育的实施过程中，政府是校企

协同育人模式与创新创业教育的引导者、推动者

与监管者，并直接影响着高校与企业在创新创业

人才培育中的积极性与参与度。因此，梳理政府

在协同育人与创新创业教育中的利益所得是十

分必要的，这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政府推动这一

政策的决心，也影响了创新创业教育未来的发展

趋势。 

    首先，科技推动社会与经济发展。“科学技

术是第一生产力”是邓小平同志的名言。创新创

业是国家发展战略的迫切需求，更是促进我国经

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措施。其次，创新创业教育

对国民素质的提高有着显著影响，并直接影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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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建设。最后，双创人

才培养是“双一流大学”建设的必然途径，也是

国家提升国际竞争力的有效措施。政府通过校企

协同育人等方式，培养创新创业人才的方针是不

会动摇的。近年来，教育部大力推动产学合作的

协同育人项目，体现了国家深化产教融合、校企

合作的决心。据教育部数据显示，2018 年上半年，

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共有 952 所高校、288 家

企业合作立项 7 377 项，企业提供经费及软硬件

支持约 42.79 亿元。2018 年下半年，共有 365 家

企业发布项目 1.4 万项，提供经费及软硬件支持

32.5 亿元，全年累计支持 75.2 亿元[9]。由此可见，

政府推动校企协同育人的决心与力度。 

    (二) 高校是校企协同育人模式实施的执行者 

    毋庸置疑，高校是协同育人与创新创业教育

的主要实施者。只有明确高校的利益诉求，才能

确保高校执行与实施的有效。 

    首先，目前的创新创业教育已成为现代高水

平大学的重要标志与高校国际化水平的硬性考

核指标，具备创新创业的“双师型”教师是高校

优化师资结构的必然途径[10]。现今，创新创业人

才培育显然已成为现代大学提升自身竞争力、提

高综合实力排名的有效手段之一。自 2015 年起，

我国各大高校均大力推广创新创业教育，将创新

创业课程纳入必修课范畴，成立创新创业学院

等，均体现了高校对创新创业的重视。其次，政

府对创新创业教育的大力支持，在一定程度上成

为推动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实施的动力。政府的政

策支持、教育经费拨款等政策倾斜，均成为高校

执行的有效驱动力。此外，值得一提的是，随着

校企合作的深入，企业提供的硬件与软件支持为

高校带来了更多的红利。例如，校企合作的深入，

有助于学校提升就业率与创业率。 

    就高校而言，高效育人的实施离不开教师与

学生的配合，将教师与学生的利益诉求纳入利益

考量的范畴是十分必要的。针对如何驱动教师更

多参与校企协同育人与创新创业教育，可将创新

创业教育的成效考核与教师的职称评定相关联，

调动教师的积极性。同时，可将创新创业教育纳

入教师绩效评估，使之与教师薪酬相关联，对教

师而言也是一种利益驱动。此外，让教师充分感

知创新创业教育不仅是一个教学过程，也是一个

自我实践过程，对提升教师自身综合能力有着积

极意义，也是一种内在激励。 

    对学生而言，首先应让学生认识到“知识服

务于社会”的重要性。受教成才的学生最终是要

服务于社会、在社会中完成自我实现的。经世致

用是对学生就业需求的精确描述，并直接影响着

学生的参与度与积极性。创新创业教育首先应满

足学生受教成才的基本诉求，孵化并助力学生创

业。此外，在创新创业的过程中需要学生坚持不

懈、勤奋上进、自信而不自负，这也是德育的   

体现。 

    (三) 企业是校企协同育人模式实施的共建者 

    企业是校企协同育人模式实施的共建者。就

市场而言，企业是人才输入的需求方，更是拉动

社会劳动力需求的主要驱动力。应充分发挥企业

在协同育人与双创教育中的能效，为师生提供真

实的实践场所，才能使高等教育走出 “象牙塔”，

实现“教学、科研、服务社会三大职能的完美   

统一”。 

    就企业利益而言，校企共育双创人才，可为

企业提供更多“科研技术转化成果”的机会，增

强企业的研发能力，助力企业产品研发与更新换

代。优秀的项目孵化是一种学校与企业的双赢模

式，不仅可以提高学校的就业率与创业率，也可

以为企业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此外，在协同育

人的过程中，更多的优秀学生与企业充分接触，

为企业提供更多的潜在员工。毕业后直接入职企

业工作的毕业生，更是比比皆是。简而言之，优

秀的双创人才可增强企业的整体竞争力，为企业

注入创新活力，为企业带来更多的市场利润。 

    三、协同互促：高校创新创业人才培育模式

构建 

    政府、高校、企业是校企共育双创人才的三

方机构。就系统关系而论，系统是由能够完成一

种或者几种功能的多个系统和要素，按照一定的

次序组合在一起的。因此，构建三方利益均衡、

协同互促关系的基本路径，主要是基于三方不同

的利益诉求，建立系统的利益关系链条闭环，形

成整体的校企共育双创人才的培育模式。 

    协同育人的有效驱动力就在于利益联动，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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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联动是推动系统运行的动力源。由政府、高校、

教师、学生、企业整合利益关系所形成的利益联

动模式，能有效驱动创新创业教育[11]。政府应从

政策设计这一源头开始，将各级教育主管部门、

办学主体、社会用人单位相连接，形成双向的创

新创业教育需求。西方发达国家特别强调教育与

社会需求的对接，可有效促进校企联合育人的快

速发展。可见，政府的政策设计应从源头与社会

需求相结合，不断满足教师与学生的需求，不断

提高创新创业教育质量。 

    就企业需求这一现实需求而言，只有当社会

需求与创新创业教育目标相对应时，才能从本源

上拉动创新创业教育的实施。企业作为社会的需

求方，是创新创业教育直接的影响者。只有稳定

与明确人才输入机构，才能促使双创人才培育的

定位与产出更具现实意义。为有效实现上述目

标，真正将项目成功孵化、成果成功落地转化，

高校必须积极寻求与用人单位的合作共建，完善

校企合作机制与实训基地的建设，满足社会发展

需求是创新创业教育发展的必然路径。师生通过

社会实践与实习融入社会发展的进程之中，进而

提高对创新创业意义的再认识。企业作为人才输

入方，不但要积极参与高校人才培养计划的制

订，同时也有为高校提供实践导师的义务。截至

2019 年，高校在双创示范基地、创新创业学科竞

赛的大力推动下，双创教育的社会效应逐渐凸

显，孵化出一批有效的、具有巨大社会经济效益

的项目。 

    校企共育双创人才培育模式的核心要义是

基于政府、高校、企业的共同培育。一方面，政

府通过为高校提供有力的政策和财政支持推动

创新创业教育的有效实施；反过来，创新创业教

育的实施同样不断满足着政府对优化国民素质、

促进经济发展、教育国际化的利益诉求。另一方

面，社会用人单位通过满足办学主体的利益诉

求，来解决自身的人才需求，优化员工素质，提

升社会效益等。可见，利益联动的共同培育关系

模式不仅有助于各方达成共识，更是推动创新创

业人才成长的加速器。同时，在这一过程中，高

校可获得来自政府与企业的教育经费，并提高综

合排名，扩大社会影响力等，形成互惠互利、协

同互促的三方育人机制，见图 1。 
 

 

图 1  校企协同培育创新创业人才模式示意图 

 

    显而易见，在政府与企业对办学主体共同培

育的过程中，互惠互促的联动效应不断凸显。例

如，上级教育主管部门的政策导向、学校的激励

机制与扶持、用人单位的人才需求与利益需求，

均不断加速着创新创业教育的飞速发展。 

    四、有机融合：校企共育双创人才培育模式

的实施 

    传统的教学模式大多采取封闭单一的课堂

教学形式，侧重于对学生知识和技能的教育，但

学生所学的知识与对应的行业、企业缺乏联系。

创新创业教育必须与学生所学专业进行有机融

合，才能引领学生在自身专业知识上实现创新能

力的提升，并实现就业岗位的再创造。在高校人

才培养的过程中，不仅应在各门专业课程中渗透

创新创业意识与内容，还应鼓励学生利用专业知

识不断进行创新与实践。校企共育双创人才的首

要目标就是：推动与促进高校与企业的有机融

合，将创新意识、教学内容、考核体系与企业实

践场所相结合，解决“学”与“用”脱节的问题，

达到真正启迪学生、学以致用的理想育人状态。 

    教师不仅来自高校，也应该来自社会。校企

共育双创人才应采取校内与校外导师共同培育

的模式，邀请优秀的拥有实战经验的企业人员担

任“校外实践导师”，共同承担双创人才的培育

工作。校内外的导师可以优势互补，校内导师侧

重于理论传授，校外导师侧重于实践验证。校内

外导师团的成立，可为学生带来更宽广的视野与

机遇。教育的一切工作都应该以学生为中心，学

生是教育实施的对象，学生的参与度、积极性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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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反映双创教学的成效。创新创业的立足点始终

应以学生需求为导向，才能创建更为和谐的教与

学的学习体验关系。这与 19 世纪末美国兴起的

进步教育运动以及后来的实用主义教育理念所

强调的师生平等、沟通合作、共同发展的理念，

具有异曲同工的特征。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创新

创业教育的成效取决于校内外导师的教学质量。 

    此外，创新创业教育应以人文精神激发创

意，并以竞赛为桥梁助力学生实践与验证。首先，

只有在课内外教学活动中渗透创新创业思想，才

能从源头上普及创新创业认识，培养创新创业的

兴趣。其次，竞赛是验证学生能力的试金石，更

是帮助学生树立信心的有效方式。各类学科竞赛

与行业竞赛不仅是学生自我展现、自我实现的舞

台，更是教育主管部门对高校教学效果与综合实

力的评估手段。最后，竞赛筛选的优秀项目具有

创意与实施的可能。这不但可以帮助学生实现自

主创业，帮助高校提高毕业生的就业率与创业

率，还可以帮助企业找到优秀的项目进行孵化，

并获得回报。就系统关系而言，主体性、关联性、

复杂性既体现在上位系统与下位系统的系统关

系之上，也体现在系统要素间的层次与结构关系

之上。“教学—竞赛—创业”就是这样一个由内

到外、层层递进、相互作用、互利共赢的有机运

行系统。 

    从学生角度而论，参与的积极性、自信心都

很重要。目前，我国绝大多数大学生认为创新与

创业距离他们十分遥远，即使有一些想法也往往

半途而废。针对这一现象，导师可积极引导、鼓

励学生参加各类学科竞赛、科技竞赛活动。这不

仅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更能充分挖

掘学生的创新潜力，使其将理论知识与实践相结

合，并解决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实际问题。因此，

将竞赛作为教学的实践点、创业的试金石，不仅

可以增强学生的自信心，更可以提高学校的综合

实力排名，为企业提供可孵化的竞赛成果。构建

校内外导师制，将竞赛作为学生实践的平台，使

学生得到一定程度的锻炼，进而增强其创业信

心，将项目落地。 

    另外，不得不重视的一点是，如何解决政府、

高校、师生、企业在协同育人过程中所产生的问

题。虽然教学、竞赛、创业培训是培育高校学生

的三大组成部分，是理论知识转化为实践成果的

三大关键要素，但由于大学生通常在实践方面的

经验有限，导致很多教学、竞赛、创业之间的冲

突。这就需要构建人才培育模式的衔接机制来协

调处理相关问题。此外，衔接机制应充分融合权

变主义理论，权变主义管理理论的核心要义在

于，世界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唯一不变的真

理就是变。只有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具体矛盾具

体处理，从不同阶段、不同环境、不同需求出发，

全面考量具体矛盾，形成以需求层次为导向的系

统关系链，才能构建起一种相互支持的良性互动

关系。 

    五、结语 

    综上所述，校企共育双创人才培育模式是由

政府、高校、企业三方共建、利益联动、协同互

促的系统结构模式。通过教育主管部门的政策引

导与社会用人单位的需求，推动双创教育快速发

展，高校通过激励机制促进双创教育的实施，企

业通过就业市场、成果转化与社会效应来拉动学

生积极参与。在协同育人的过程中，三方适时监

管、权变考量，推动激励与保障机制的建设，不

断提高双创人才培养质量，共享双创成果，推动

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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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operative education among universities is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impetus and for further 

development of cooperative innovation, and also an effective way to promote the cultivation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talents, which is not only the inevitable trend of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higher 

education, but also the key factor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The school-enterprise co-education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talent cultivation mode is 

a systematic structure mode which is jointly built by three parties as the government, universities and 

enterprises. And the joint interests of the three parties are the driving force for the organic operation of the 

system. In addition, in the process of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timely supervision and contingency 

consideration should be carried out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incentive and guarantee mechanism, so as 

to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personnel training, share the fruits of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and promote soci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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