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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章以学科层次获取创业资源为切入点，探讨了当下大学生创业教育的误区，以及我国新工

科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课程改革及教学改革面临的问题。通过分析以自身学科层次为创业资源获取导

向的双创教育的基本模式与具体特征，着重从创新创业课程内容制定、双创教学改革，以及创新创业

教育的评价考核标准三个维度提出了具体改革建议。并明确指出：依托自身学科层次，以获取特色化

创业资源为教育目标，将成为未来细化新工科创新创业教育的关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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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的提出 

为响应我国“丝绸之路经济带”“21 世纪海

上丝绸之路”的倡议，以及促进“国家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纲要”“中国制造 2025”等的实施，教

育部 2017 年正式推出“新工科计划”。如何充分

利用新工科创新创业并快速拓展新工科的产业

领域，对我国抢占第四次工业技术革命制高点、

加快经济转型十分关键[1−2]。大学生作为青年知识

分子群体的主力军，已成为新工科创新人才培养

与新工科产业发展的潜在后备力量，提升他们的

创业能力将直接决定我国新工科产业转型的速

度与发展的可持续性[3]。 

中国企业评价协会在 2015 年给出的研究报告

中指出：我国新建具有高成长潜力的企业不到新

增企业总数的 3.32%，尤其在大学生科技创业方

面，创业成功率不到 1%。实践表明：大学生初创

企业获取创业资源难度较大，导致大学生初创企

业很难快速成长。因而，以学科层次获取创业资

源为切入点，进行新工科创新创业教育课程改革

及教学改革，对于提升大学生创业的成功率十分

重要[4−5]。 

    美国、日本等先进国家的创业教育已经孕育

出较为完善的理论体系与人才培养模式[6−9]。美国

Ewing Marion Kauffman 基金会的调查显示：在美

国常春藤大学联盟的创业教育培养环节中，主要

邀请成功商人、企业家、行业精英等校友来指导

在校大学生进行创业，提升在校大学生的创业资

源获取能力。这种培养模式不仅可以充分发挥学

校自身的平台优势，快速形成创业集群效应，而

且可以让创业者快速接触资本与营销渠道。而东

欧国家则多采用校企合作的模式开展创新与创

业教育。这种模式可以使学生将学到的理论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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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运用到实际中，帮助大学生创业者快速获取

一线的工程技术资源。上述创新创业教育的经验

能否适应我国新工科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课程

改革及教学改革的需要，还有待检验。 

二、基于学科层次开展双创教育课程改革 

    智联招聘《2019 年应届毕业生就业力调研报

告》显示，2019 年的应届毕业生中选择创业的大

学生占比为 2.40%，比 2018 年下降 2.38%。但根

据毕业生是否会选择创业公司的调研可知：

45.24%的应届毕业生表示会接受创业公司；

43.28%的应届毕业生持观望态度，具体选择待

定，并表示要看创业公司的行业/领域；3.82%的

应届毕业生表示没想过这个问题；仅有 7.66%的

应届毕业生表示不会接受创业公司。由此可见，

虽然创新创业已进入大学生群体的视野，但广大

同学对创业行为仍存在不同的认知。让大学生清

晰、理性地认知创新创业已然成为开展双创教育

无法回避的问题[10−11]。 

    本文依托长春理工大学开设的“大学生创新

创业基础”课程，对我校 437 名大学二年级本

科生进行了课堂调查。对于创新创业行为，这

些学生主要存在以下两方面的困惑：其一，少

部分同学认为在大学期间开展创业活动会影响

学习成绩。他们认为在校读书期间，考试成绩、

毕业学分以及综合绩点才是最为权威的评价标

准。其二，普通大学生极度缺乏对行业的整体洞

察力、缺少项目启动资金、没有过硬的技术储备、

缺少领导力，因此很难获得初创团队的信任。除

少数掌握资源的创业群体外，大多数平民子弟很

难快速获取创业资源，渡过创业关键期。 

    但仅从技术创新与人才培养的角度讲，我国

未来的创新必然离不开创业模式的有力支撑，两

者是相辅相成的。以我国最具有计划经济特点的

航空航天以及军工领域的技术创新为例，自我国

“十三五”规划制定以来，越来越多的民营上市

企业携资进入上述领域，所承担的高层次技术研

发项目比例逐年上升，甚至可以垫资进行国家级

科技项目的研发工作。仅靠国家级科技立项的利

好消息，这些民营上市企业就可以在股市获得巨

大收益。可见，传统计划模式的科技创新已经很

难满足新工科时代对技术创新的要求。 

不可否认，现代考试作为一种源自工业社会

的单一目标评价系统，自有其公平、易于执行等

优点，非常适合我国进行人才初级选拔。但创业

与社会经济活动则需要多目标复杂评价系统。或

许优异的考试成绩和良好的综合绩点，可以在一

定程度上说明学生自身的优秀，但最有效率的学

习方式与自我提高方法仍然是“学习做事”。这

也是从“改变自己”向“改变世界”进阶的必经

之路。从思想层面让大学生正视创业，使其 “明

其道”，对当前新工科大学生创新创业课程改革

意义重大。 

    “明其道”固然重要，但“知其术”才是当

代大学生获取新工科创新创业资源并渡过初创

期的关键。我们通过梳理 2018 年吉林省“互联

网+”决赛(长春理工大学承办)创意组、初创组的

获奖作品发现：荣获一、二等奖的作品均来自学

校的优势学科及科研团队。可见，自己母校的科

研与学科平台才是广大大学生实现新工科创业

的梦工厂。依托母校优势学科与导师较为成熟的

技术成果，开展新工科创新与创业是我国当前大

学生在创业初期快速获取创业资源的最优模式。

对于大学生而言，这种创新创业模式不仅可以使

创业者快速接触到较为成熟的技术资源，而且可

以在本校科研团队或机构中迅速建立人员之间

的信任，进而构建较为稳定的核心创业团队。在

学术导师的指导下，大学生创业者也可以快速洞

悉整个行业的发展趋势。张彦通、王亚杰等在《论

新时期特色型大学的建设和发展》一文中指出：

“在人才培养方面，特色型大学不同于综合大

学，即应该培养具有行业应用背景的高级专门人

才是新时期保持行业特色的关键问题。”[12−14]可

见，学科层次与学科特色已经成为促进我国高校

学科发展的客观事实与主要趋势。所以新工科大

学生创新创业课程改革也应结合学校自身学科

的特点开展。 

    从早期的 985、211 工程到今天的“双一流”

建设计划，高水平综合性大学与普通地方特色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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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或许在学科层次、办学定位等方面存在一定的

差别，但在创业潜力方面，后者也未必弱于前者。

2011、2013、2015、2017、2019 年“挑战杯”全

国大学生系列科技学术竞赛获奖作品中，我国一

流大学、一流学科的参赛作品占据了获奖作品的

绝大多数。就以 2019 年举办的第十六届中国创

新型挑战杯获奖作品分布情况为例：传统 211 工

程高校参赛作品获特等奖占比为 72.2%，其余

27.8%特等奖获奖作品也均来自全国排名前 150

的重点院校。而就一等奖而言，超过 93%的作品

来自全国排名前 200 的重点高校，如果剔除某些

专项赛，普通地方应用型高校的获奖比例将小 

于 5%。 

    根据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结果可知，我国一

流大学自身通常会拥有多个一流学科，进而支撑

多个优势专业集群，并产生多个优异的学术科研

创新平台。然而，卓越的科研平台、社会声誉与

学术地位都反向要求该层次的高校必须面向全

球尖端研究领域开展具有革命性的研究工作。所

以，该层次的大学生创业者更容易接触到高层次

的科技创新成果，获取高水平的创业技术资源。

而对于普通重点省属院校而言，一般仅能在一到

两个优势学科上拥有较为完整的专业体系，整体

科研资源都会向优势学科倾斜。这类学校的大学

生创业者更容易接触到较为完整的工程科学体

系，在本行业体系内部获取市场资源。对于应用

型或绝大多数职业技术类高校而言，其拥有的科

研能力与资源相对有限，校企合作是其开展创新

的主要模式，所以其大学生创业者更容易接触到

更为精准、更为“接地气”的市场与人力资源。

综上所述，研究型高校、研究应用型高校、应用

型和职业技术型高校在客观上存在显著区别，这

些高校开展创业的切入点、获取创业资源的模式

以及毕业生所拥有的创业优势也大相径庭。所以

围绕不同学科层次开设具有针对性的创业资源

获取课程是十分必要的。 

    来自上述三个层次高校的大学生新工科创

新人才在科技创新层次上或许存在一定差距，但

落到创业维度，他们之间的差距将不再那么明

显。就创新创业课程建设而言，首先要解决的问

题便是让每个层次的创业群体都清晰地认识到

自身的创业优势，洞悉快速获得创业资源的方

法，了解自身在创业生态系统中的生存之道。 

    对于来自一流学科或研究型高校的大学生

创业者而言，在高新技术领域创业拥有先天的优

势。以第二届“互联网+”金奖作品“钢轨延寿

专家”为例，该创业项目依托华中科技大学武汉

光电国家重点实验室在激光金属钝化领域十余

年的研究成果，使该团队迅速跨越了核心技术障

碍。科研传承不仅可以大幅降低技术人力的成本

支出，而且创新团队的向心力与凝聚力都很强。

在国家重点实验室知名教授的指导下，该团队不

仅能快速洞悉该行业的发展趋势，而且可凭借自

身名校的身份快速获取市场资源与铁路部门建

立战略合作关系。 

    可见，该项目之所以在创业初期取得巨大成

功，其核心在于“双一流”大学生创业者充分突

显其自身优势，快速获取高层次创新创业资源。

而就该类群体的创新创业课程建设而言，依托自

身学科优势，提升大学生群体的创业资源获取能

力十分关键。反观普通应用型或民办应用型大学

生创业群体，也有他们的生存之道。例如在第三

届“互联网+”比赛中，作为一个普通的民办本

科学校，吉林省动画学院包揽了 2 金、1 银、16

铜，成为该年度“互联网+”比赛最大的赢家，

作品“互联网+国风漫画创作源计划”更是杀入

了前四强。吉林省动画学院在创新创业这个生态

系统中超越了我国绝大多数高校，拥有很强的创

业资源获取能力。其成功的关键是充分发挥自身

优势，彰显自身特色。与“双一流”高校相比，

这一层次的院校多以系统类、工程类、技能类见

长，其研究成果拥有更为广泛、更为接地气的应

用市场。所以作为地方院校的大学生创业者，依

然可以快速掌握创业所需的技能、获得相关资

源，以及拥有更为接地气的盈利模式，进而使创

业项目获得成功。 

    综上，不同层次的高校有不同的科研底  

蕴、科研成果以及社会影响力，关键在于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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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创课程能否充分提升不同层次的大学生创业

者的创业资源获取能力，使其了解自己独有的生

存之道。 

三、 基于学科层次开展双创教育教学改革 

在当前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体系中，新

工科创新创业资源获取能力提升的教学环节最

为薄弱，并存在一定的认知误区。客观来讲，大

多数高校的创业管理机构由就业指导中心发展

而来，并由教务处和学工部兼管，这导致参与大

学生创新创业培养环节的教师大多数为两课教

师、教务处转岗兼职人员等。仅以长春理工大学

创新创业学院为全校本科生开设的“大学生创新

创业基础”课程为例，从校内其他学院聘请的 20

名兼职授课教师中，专业技术类教师仅有 2 名。

这将导致大学生创业者与母校学科平台、科研成

果等创业资源的隔离。以“互联网+”创新创业

大赛为例，2015 年 5 月举办的首届中国“互联   

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吸引了全国共      

1 878 所高校的 57 253 支团队报名参加，提交项

目作品 36 508 个，参与学生超过 20 万人。而到

了 2019 年第五届大赛时，共有来自 124 个国家

和地区的 4 093 所院校的 457 万名大学生、109

万个团队报名参赛，总体规模增长了四倍多。虽

然从这些申报作品中成功挑选出了数千个具有

投资前景且已经获得创新创业资源的大学生创

业项目，但从另一个角度也说明目前我国绝大多

数高校的创新创业人才培养存在明显误区。457

万人的参赛规模已达到我国在校大学生总数的

六分之一，从学生参与的角度来讲，其规模确实

是空前的，但是其中尚未获得创新创业资源的项

目超过 99%。就“互联网+”创新创业大赛吉林

省省赛而言，可以完成完整商业计划书的参赛项

目不超过 90% (含学院级选拔)。这充分暴露了我

国的创新创业教育仅能激发广大在校大学生的

创新创业热情，而绝大多数大学生创新创业参与

者明显不得其法、不明其道。此外，尽管越来越

多的高等院校开设了大学生创新创业课程，但如

何就创新创业课程的教学效果进行有效且全面

的考核与评价都并不明确。正如前文所述，创业

本身就是一种多目标评价系统，利用传统考试这

种单一目标评价手段去评估创新创业这种复杂

的多目标系统，其合理性本身就值得怀疑。当前

主流的考核与评价手段多通过学生出勤率、提交

学习心得或论文这种过程考查的方式完成。这不

但很难评价每位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提高程度，

而且还间接导致在“互联网+”或“创青春”等

创新创业比赛过程中校级与院级层面的大学生

创业参与者并未得到切实的锻炼，即广大在校大

学生并未对创业产生更为理性的认知。 

基于上述双创教育的误区与创业资源获取

瓶颈的现状，本文针对新工科创新创业课程教学

改革给出以下三点建议：一是制定以学科层次为

基准的差异化的大学生创新创业教学大纲。应从

各高校自身学科层次出发，以创业资源获取为导

向，设置富有针对性与导向性的双创课程。明确

不同层次大学生创业群体自身的创业方向，使其

快速突破初期创业壁垒，获取创业资源。在设计

院系具体创新创业授课教学大纲时，一定要由本

专业的资深教授或学科带头人参与完成。只有充

分认识自身学科在国内所处的层次与特色，才能

设置富有针对性的创新创业教学内容。二是新工

科创新创业课程应向学科专业课体系靠拢，成为

学科课程体系内部的创新通识教育环节。学校教

务管理部门、学生管理部门以及经管学院的相关

教师很难对本校不同学科的创新特色、发展趋势

与创业环境进行精准的洞察与判断，所以在创新

创业教学授课实践环节中，一定要由一线科研或

专业教师牵头完成。这不仅可以使大学生创业者

与他们的指导老师直接对接，有效增加大学生快

速获取创新创业资源的机会，而且可以使大学生

的技术创新与创业行为有机融合，实现创新与创

业的相互支撑，从根本上让学生“明其道，知其

术”。三是应该充分利用当下主流的创新创业比

赛的实战成绩作为大学生创新创业课程的最终

评价依据，即多目标复杂培养效果只能通过多目

标复杂体系予以评价。例如：中国“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创青春”全国大学生创

业大赛以及全国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创意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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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挑战赛等都是全国层面的大学生创新创业

的演练平台，从上述比赛的院赛层面深入开展大

学生创新创业课程的评价工作，不仅可以从学科

与行业发展层面为大学生创新创业资源获取能

力给予指导，而且可以综合评价大学生创新创业

资源获取能力的整体水平，进而使大学生创新创

业课程的改革与发展进入良性循环。 

    四、结语 

本文共得出以下三点结论：一是从思想层面

让在校大学生正视创新与创业的内在联系是设

计双创课程体系的必要环节。让广大同学客观、

理性地认识大学生创新创业行为，将成为大学生

创新创业课程教学的必备教法。二是与社会青年

的创新创业相比，大学生创新创业的优势在于可

以依托母校的学科特色开展创业，这将直接提升

大学生群体的系统创新能力。对于我国现阶段绝

大多数大学生创业者而言，母校的学科平台才是

获取创新创业资源的最佳捷径。三是大学生创新

创业课程的教学大纲设计、授课组织形式与考核

方法都是当下亟待改革的重点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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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king obtaining entrepreneurship resources from discipline levels as an entry point，and based on 

the discipline statu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misunderstanding of the present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of 

university students and the problems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curriculum reform orientation and 

teaching methods for new engineering college students in China.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basic mod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which is oriented by getting entrepreneurship 

resources from its discipline level, the research puts forward specific reform suggestions from three 

dimensions as the establishment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curriculum contents, the reform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teaching, and the standards of evaluation and assessment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t points out clearly that taking the obtaining of characteristic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resource by relying on discipline level as education goal would become the key point of 

future detailing of new engineering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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