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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雇主型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创业教育模式 

——以武汉理工大学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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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是国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武汉理工大学

将创新创业教育纳入人才培养全过程，通过设立创业型人才培养目标类型，将创业教育、创新教育与

专业教育深度融合，制定辅修二学位、本科、硕士三种不同类型的培养方案，搭建“创客空间—创业

园—企业孵化器—企业发展加速器”四级链接的创新创业平台，提出基于雇主型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目

标的“1234”教育模式，形成了良好的创业教育生态。学校在创业型人才生源选拔、师资队伍建设、

课程体系建设、实践基地建设等方面进行了实践探索，创新创业教育取得显著成效，为其他高校开展

创新创业教育工作提供了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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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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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家层面对创新创业教育改

革工作做了全面部署。意见提出到 2020 年建立

健全将课堂教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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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增强学生的创新精

神、创业意识和创新创业能力，增加投身创业实

践的学生。在该意见的指导下，各高校根据自身

实际对创业型人才的培养展开了积极的探索与

实践。武汉理工大学依托行业特色和学科优势，

结合地方区域经济发展的需求，将创新创业教育

落实到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学校不断探索新型的

创新创业教育模式，并把创新创业人才作为学校

人才培养的目标之一。学校成功将专业教育与创

新创业教育融合，制定并实施了三种差异化的培

养方案，搭建了“创客空间—创业园—企业孵化

器—企业发展加速器”四级链接的创新创业平

台，形成具有行业特色的“1234”创新创业教育

模式，从而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通过专创融合等

创新创业教育模式，学校将创新创业教育贯穿人

才培养的全过程，不仅有利于人才的全面培养，

也可促进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 

    一、创业教育模式研究现状 

    (一) 创业型人才培养目标 

    人才培养目标是人才培养全过程的起点。目

前，高校在开展创新创业教育的过程中，没有能

把“创业型人才培养”纳入学校各专业人才的培

养方案中。广东科技职业学院的彭丽华[1]提出基

于“可雇佣性”的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策略，认为

培养学生的创新创业精神能够使学生在激烈的

竞争中找到发展的方向，提升学生的可雇性。姚

霞、陈斌[2]为优化五年制高职教育人才培养方案，

提出培养“创新型技能人才”和“创业型技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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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的发展方向，构建了高职系统下的创业教育

模式。严建华、魏江[3]探索了“基于创新的创业”

教育模式，提出“以创新驱动创业、以创业带动

就业、以教育提升创业、以政策促进创业”。游

磊、孙荣华[4]建立了以“就业为主、创业是关键”

的“就业—创业”双向动力人才培养目标。黄兆

信等[5]提出以“岗位创业”为导向的创业人才培

养目标。李立国[6]提出高校人才培养可分为学术

人才、理论人才、应用人才和技能人才等类型。

赵庆年[7]认为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的类型应划分为

“研究型Ⅰ和研究型Ⅱ、应用型Ⅰ和应用型Ⅱ、

技能型Ⅰ、技能型Ⅱ和技能型Ⅲ”。浙江大学提

出的“基于创新的创业模式”人才培养目标，与

武汉理工大学提出的“雇主型”人才培养目标，

在培养实质上比较接近，但前者侧重培养具有全

球视野的本土未来企业家，后者强调培养具有未

来企业家精神、多行业领域兼容的创新创业型高

级专门人才。综上可见，如何科学设定创新创业

人才培养目标是高校开展创新创业教育工作的

难题。当前各高校多局限于对雇员型人才的培

养，少以雇主型人才为培养目标。武汉理工大学

率先将雇主型人才作为培养目标并进行实践探

索，为其他高校设立适合自身的创新创业人才培

养目标和建设系统化的创新创业人才体系提供

借鉴。 

    (二) 专创融合 

    专业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的融合是高校教

育教学改革的突破口，是新时代建设一流本科教

育、培养卓越人才的重要一环，但二者在实践中

依然存在相互割裂的问题。为此，褚守云等[8]提

出了高职生“双创教育与专业教育深度融合”的

职业素质培养模式。赵亚翔[9]建构了“专创融合”

的框架，从实践举措、激励机制与制度安排等方

面为高校开展“专创融合”提供了有参考价值的

思路。宣翠仙等[10]为高职院校提出了“四融合”

的实践训练体系，该体系将产业创新创业需求与

培养目标、创新创业项目与课程体系、创新创业

实践平台与实验实训平台、竞赛标准与评价标准

进行融合。杨帅等[11]从促进教学改革、提升学生

职业能力等视角分析了专创融合的效应，为高职

的专业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的融合协同发展提

供了“高职模式”。朱晓东等[12]就影响专创融合

的因素，探讨了融合路径的选择。综上，专创融

合已然成为研究和实践的热点，但更先进、更完

整和更具普适性的“专创融合”理论模型与实践

范例尚需深入探索和实践。武汉理工大学探索的

专创融合教育，在适用性和可复制性方面具有重

要的参考价值，有助于行业特色高校开拓适用于

自身的专创融合模式。 

    (三) 创业管理专业体系 

    2012 年上海科技职业学院与中山职业技术

学院在全国率先开设创业管理专业，构建了创业

管理专业人才的培养体系[13]，在创业人才专业化

培养方面进行了实践探索。部分省属本科院校和

高职院校为响应国家双创战略的实施，开始增设

创业管理课程或者知识模块，为创业型人才的培

养提供多样化路径。截至 2020 年 4 月，知网上

以“创业管理专业体系”为主题的文献只有 5 篇，

且都是围绕民营学校、高职院校开展的研究。然

而，创业型人才的培养不能仅仅停留在高职层

面，亟需创业管理专业体系和学科发展的支撑。

创业成果主要是由个人特征和制度环境的相互

作用塑造的[14]，需要有效的制度体系作用于有潜

质的创业者。因此，武汉理工大学率先探索并构

建了创业管理专门人才的培养体系：开设工商管

理(创业管理)二学位专业、工商管理(创业管理)

本科试点专业和创业管理二级学科硕士点，制定

了本科与硕士两个层次的创业管理专门人才培

养方案。在培养目标、选拔办法、课程体系、管

理制度等方面解决了“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样

的人、怎么样培养人和人才培养质量如何”等创

新创业专门人才培养的关键问题，形成了立体化

的创业管理专业体系。 

    (四) 创新创业服务平台 

    目前学者对于创新创业服务平台的研究主

要集中在大学科技园、孵化器、众创空间、创新

创业园等单个组织的运作模式、孵化机制、平台

建设、服务内容、服务模式等方面[15−16]。刘广   

等[17]从商业模式、服务平台、孵化机制等方面对

南京工业大学的众创空间展开研究，分析了大学

生创新教育与创业实践的成果。李琳[18]构建了以

政策、研发、资本、服务四项驱动为核心内容的



本科生教育创新               吴小春，向思琪：基于雇主型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创业教育模式—— 以武汉理工大学为例 

 

69 

 

科技成果转化与企业孵化平台，为大学生提供具

有针对性、专业化的创业预孵化服务。翟博文  

等[19]构建了“互联网+大学科技园(创业园)+院系

或学科(创客空间)+科研平台(创新工场)”的“两

维三级”众创空间体系。阴国富等[20]构建了包含

科学研究领域拓展、成果转化、创新教育实践平

台搭建、众创空间碰撞等方面协同互动的创新创

业教育模式。方伟等[21]总结了南京邮电大学“E

联 U 盟”创客驿站的运营模式。肖志雄等[22]从多

维模式协同提升内涵发展、推进知识共享建设、

多角度开拓路径和完善生态系统建设等方面提

出对我国众创空间的发展建议。张超等[23]提出高

校众创空间生态系统构建的建设策略。黄攀等[24]

研究了不同类型孵化器的绩效特征与孵化优势，

并提出促进不同功能定位的孵化器健康发展的

政策建议。吴崇明等[25]基于众创空间价值链视

角，构建了有利于专业化众创空间可持续发展的

商业模式。综上可见，学者们对单一孵化平台的

服务内容和划分标准等研究较多，对全方位创新

创业服务平台研究则较少。 

    二、创业教育模式解析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强创新研发

和将创新成果产业化，促进产业经济转型升级，

需要大批创新创业人才；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

以创业带动就业，需要大批“创业型人才”；为

化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

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需要大批具有企业家精

神的创新创业人才。创新创业型人才的培养对国

家经济转型发展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培养创

新创业型人才需要创新创业教育体制的改革。武

汉理工大学经过对创新创业教育的多年探索与

实践，在创新创业人才培养和创新创业实践基地

建设方面取得明显成效，形成了具有行业特色的

“1234”创新创业教育模式，如图 1 所示。 

    一类目标：以“因材施教、实践为先、开放

协同”的教育理念为指导，在原拔尖创新人才、

行业引领人才培养目标基础上，新增以创新为引

领、创业为导向的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目标，并写

入学校的“十三五发展规划”。 

    两条路径：探索创新教育与创业教育有效衔

接、专业教育和创业教育紧密结合的两条创新创 

 

 

图 1 “1234”创新创业教育模式 

 

业人才培养路径。 

    三类方案：一是面向全校学生进行的普惠式

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方案；二是以部分学院为试

点，面向部分有创业意愿的学生，在专业教育中

融入创新创业教育的“专业+创业”培养方案；

三是以创业学院为依托，为少量有创业特质的学

生设置的创业管理专门人才培养方案。 

    四级平台：整合利用行业资源，针对学生创

新创业不同阶段的需求，构建具有鲜明行业特色

的“创客空间—创业园—企业孵化器—企业发展

加速器”四级链接的创新创业实践平台。 

    (一) 雇主型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目标引领 

    一直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只

有研究/学术型人才、应用型人才两种类型。几乎

所有高等教育机构的培养方案，表述的是学生毕

业后可以从事某专业领域的科学研究，或到某行

业领域就业。从就业的劳资关系来讲，高等教育

培养的这两类人才，都属于雇员型人才。换句话

说，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名校在内的高等

教育机构一直以来只为社会培养雇员型人才。虽

然雇员型人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

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

化，我国不仅需要雇员型人才，而且需要更多的

雇主型人才。 

    目前高校都在推进创新创业教育工作，开展

和加强创新创业人才培养，但很少把“创新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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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人才”作为新的一类人才培养目标提出来。因

为没有明确的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目标，各高校在

推进创新创业教育工作中容易迷失方向，不知道

如何着手创新创业的教学。部分高校仅在课程中

增加一些创业的元素，还有部分高校增加几门创

业类基础课程。然而，以上措施难以整合资源，

无法全面系统地推进创新创业教育的改革，不能

将创新创业教育落实到人才培养过程的各个环

节。武汉理工大学通过改变人才培养理念与模

式，在学校“十三五发展规划”中明确将创新创

业人才(雇主型人才)作为新一类人才培养类型，

解决了创新创业教育在学校人才培养中的逻辑

起点问题，并通过目标引领创新创业教育融入人

才培养的全过程。 

    (二) 创业教育、创新教育与专业教育融合 

    学校设置了明确的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目标，

各部门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在理论和实践方面不

断进行探索，开展了“高校创业教育课程建设研

究：专业教育深度融合的视角”“创新创业人才

的素质构成与评价标准”等系列课题的理论研

究，聚焦于专业教育、创新教育和创业教育实

施所需要的共同属性(如图 2)，实施了富有成效

的卓越人才培养计划。同时，学校出台和制定

一系列的制度，为创业教育的组织和实施提供

保障。 
 

 

图 2  创业教育、创新教育与专业教育融合模型 

 

    武汉理工大学深入实施“卓越人才培养计

划”，推进科研基地开放，搭建学科综合性大学

生创新创业训练基地，建设具有行业特色的“创

新创业梦工场”，开展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

与学科竞赛，并大力支持科技成果转化。这些措

施有效解决了创新教育与创业教育衔接问题，引

导学生把科技创新向创业方向延伸。 

    此外，学校开设工商管理(创业教育)辅修第

二学位、经济学和汽车服务工程“专业+创业”

试点专业，在专业教育的过程中系统融入创业教

育，有效促进了专业教育与创业教育的结合。 

    (三) 三种差异化创业管理人才培养方案 

    武汉理工大学以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目标为

引领，基于“因材施教”的教育思想和理念，对

人才培养模式进行改革。考虑到具有不同职业特

质的学生对创业教育的差异化需求，学校提供了

三种创业管理人才成长路径及相应的培养方案，

建成了较为完备的创业管理专业体系。这三种路

径分别是以专业为主的复合特色型“专业+创业”

培养、以创业为主的工商管理(创业管理)本科专

业培养以及创业管理专业硕士培养。 

    武汉理工大学对人才培养方案进行了全面

的修订，将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新创业能力

纳入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和学生的毕业要求之 

中。学校要求各专业至少设置 1 门与专业结合的

创新创业教育必修课程，以及 1 个创业实践或实

训环节，并且在通识教育中设置创新创业课程模

块，要求每名学生必须选修 1 门创新创业教育课

程。此外，学校进一步完善了本科专业人才培养

方案，新增两类本科层面的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方

案：一是面向部分有创业意愿的学生，设置复合

特色型的“专业+创业”人才培养方案，包括创

业工商管理(创业教育)辅修第二学位培养方案和

以汽车学院、经济学院为试点的“汽车服务工程

+创业”“经济学+创业”培养方案；二是面向少

量有创业特质的学生，以创业学院为依托，设置

150 学分的创业管理专门人才培养方案。目前创

业学院已招收三届创业管理本科学生。 

    同时，学校为了培养具有创业意识、创业思

维、创业素质、创业能力，依托并服务于建工建

材、交通、汽车三大行业的高素质复合型创新创

业人才，制定了创业管理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培

养方案，并于 2019 年开始招收研究生。创业管

理专业设置了创业管理理论、创业运营管理、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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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服务管理和创新创业教育等四个研究方向，帮

助学生系统地掌握创业人才成长规律和企业生

成规律，增强学生的创新创业精神，鼓励学生独

立从事创业管理领域的科学研究，提高学生担负

管理工作或自主创办企业的能力，促进学生在本

学科专业范围内做出创造性成果或创业成果，并

成长为具有企业家精神的高级专业人才。 

    (四) 四级链接的创新创业实践支撑平台 

    为遵循创业人才成长规律和企业生成规律，

满足学生在创新创业发展不同时期的需求，学校

整合资源搭建了具有鲜明行业特色的“创客空间

—创业园—企业孵化器—企业发展加速器”四级

链接的创新创业实践平台(见图 3)，形成“创客培

育、苗圃助长、企业孵化、加速提升”的孵化链。 
 

 

图 3  四级链接的创新创业实践支撑平台 

 

    创客空间。学校秉承“开放、分享、创新、

实践”的教育理念，依托学院实验室、工程中心

和科研基地，建设具有学科和专业特色的创客空

间。空间通过承载“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

计划”“大学生自主创新研究基金项目”等创新

研究创业训练项目，以“在创造中学”为主要学

习和培育方式，培养创新团队。目前汽车学院、

机电学院、经济学院等学院共 15 个创客空间已

投入使用，每年组建和培育 500 余个创新团队，

近三年累计投入专项建设经费 4 000 余万元。 

    创业园。学校先后建成了两个大学生创新创

业园，是大学生初创企业的孵化平台，提供基础

服务、咨询服务、培训服务、融资服务、中介服

务、信息服务、技术服务等七大服务功能。一期

创业园占地 0.6万平方米，已于 2013年投入使用，

孵化的大学生创业企业超过 300 家；二期创新创

业园总建筑面积为 3.9 万平方米，教育部支持了

2.39 亿元的建设经费，现已基本建设成为具有鲜

明的行业特色和学科交叉培养特色的“创新创

业梦工场”(见表 1)。 

    企业孵化器。武汉理工孵化器建筑面积共 4.2

万平方米，与一期创业园毗邻，于 2015 年投入 

    表 1  武汉理工大学创业梦工场一览表 

梦工厂名称 创新创业主要方向 

陶瓷艺术 陶瓷艺术、复合材料 

新能源和智能汽车 
汽车设计、新能源技术、汽车关键

零部件、动力工程、汽车服务 

大型邮轮游艇 
水上交通、城市交通、道路交通、

海洋工程、交通规划、交通安全 

电工电子 电子与通信技术 

人工智能与大数据 
智能控制与应用技术、软件工程 
技术 

绿建智城 
绿色建筑材料、环保材料、节能建

筑体系 

新材料 
新能源电池材料、光纤传感敏感材

料、光电材料 

现代金融与社会服务 
管理咨询、金融服务、法律咨询、

经济贸易、社会服务 

其他 根据国计民生和社会需求新建 

 

使用，是企业进入稳定发展期的孵化平台。目前

在孵的企业涉及新材料、信息技术、文化创意设

计、软件开发、培训咨询、建筑工程等领域。 

    企业发展加速器。武汉理工大学科技园占地

面积为 800 亩，作为学校培育企业发展的加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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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于已发展到一定阶段需要快速扩张实现产

业化的企业。科技园依托学校的科学技术和人才

资源，为高成长性企业的加速发展提供所需的空

间以及金融、投资、市场等个性化服务，帮助其

实现产业化。 

    三、创业教育实践 

    (一) 生源选拔 

    武汉理工大学创业管理专业重视对复合型

人才的选拔，秉持着“专业+创业”的理念，强

调对学生创业者特质的考查，研发了创业型人才

选拔系统。目前创业管理专业采取多样化创业型

人才选拔方式，本科生源于统招、自主招生和辅

修第二专业学士学位，研究生来自学术型研究生

招生。虽然专业学生数量逐年增加，但拥有多学

科背景的学生数量占比并不高，仍然面临着复合

型专业人才数量不足的问题。为扩大复合型人才

培养，未来还需优化当前的人才选拔方案，鼓励

创业管理专业学生积极参与其他专业学院的项

目活动和专业学习，该专业也需进一步吸收辅修

学生。 

    (二) 师资队伍 

    学校出台了《关于深化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

的实施方案》《创业学院建设方案》《创业教育

师资管理暂行办法》等 7 个文件，以完善师资队

伍建设制度。师资培养主要采取高层次教师领

军、青年教师成长的方式，确保教师既有丰富的

教学经验，又有企业创办经营经历，从而提高本

地创业教师的师资水平。对于满足要求的外来师

资，学校适当降低硬性门槛，通过兼职的方式引

进优秀实践型创业导师，促进内外思想的交融，

壮大复合型专业教师队伍。经过几年的发展，学

校已组建了兼具专业化、职业化和多元化的复合

型的师资团队。官网数据显示，目前创业学院已

拥有专职教师 17 人，来自经济学院、管理学院、

材料学院等其他学院的校内兼职教师 19 人，校

外兼职教师 11 人，以及企业创办者和专业机构

人士 300 余人。 

    (三) 课程体系 

    在借鉴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北京交通

大学、南方科技大学等多所高校开办的创新创业

试点班的基础之上，武汉理工大学提出创新创业

教育“3+1+N”改革方案。该方案强调不同专业

背景学生的创业教育，提出将课程和培养环节融

合的两种方式：一是不改变原有专业课程体系，

大四时用若干学分的创业类课程直接替换部分

原有课程；二是将创业课程融入原有专业课程体

系，进行嵌入式教学。 

    具体来说，由创业学院对专业学院学生进行

分类培养，在创新价值链、产业链、行业专业化

服务等层面提供课程和实训，丰富专业学院的人

才培养体系，为学科评估、专业认证提供有力支

撑和特色亮点。创业学院通过调研各专业学院的

课程体系，发现在现有培养方案和课程框架体系

内直接做替换存在一定难度：首先，现有课程体

系维持了专业知识结构的完整，并未考虑做嵌入

新课程包的接口；其次，各学院的大四阶段开课

数量差异性较大。而嵌入式融合模式是在基本不

改变原有专业培养方案的基础上，以微专业、微

辅修的火种班形式进行先行探索，尊重学生的个

性特质和个性化需求，为学生提供循序渐进的创

新创业系列课程和多样化的创新创业实践平台。

因此，嵌入式融合模式是未来需要实践的方向。 

    (四) 教育成效 

    1. 创业人才培养 

    武汉理工大学的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成果在

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国务院办公厅、教育部、

人社部、共青团中央等专题调研组分别到校调

研；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科技日报、中国教育

报、新华社等权威媒体多次报道学校的创业教育

情况。学校变革了人才培养目标类型，不断深化

教育教学改革和实践探索，不仅着力培养岗位的

竞争者—— 拔尖创新人才和行业引领人才，更培

养了一批岗位的创造者—— 雇主型创新创业人

才。2014 年创业园启用时，首批入驻的创业团队

和孵化项目存续率超过 80%，其中年产值超过  

1 000 万元的有 20 多家，培养了一批材料科学、

机械制造、智慧物流、智能交通、互联网等领域

的科技创新创业人才，提供就业岗位 3 500 余个。

随机抽样调查结果也显示，学校毕业近 10 年的

大学生自主创业人数比例达到 5.38%。 

    2. 示范辐射作用 

    学校对创业人才培养理念、培养方式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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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创新研究与实践，吸引了 200 余所高校和多地

政府的就业创业服务机构来校调研交流，促进了

区域经济的发展，为高校深入开展创业教育工作

起到了示范借鉴作用。学校通过总结创业教育经

验和规律，研发了涵盖创业基地建设、创业师资

培训和创业者能力提升的课程体系，举办多期培

训班，累计服务高校 100 余所，服务创业者逾   

10 000 人次。 

    学校先后被人社部、教育部、科技部等部门

认定为“全国创业孵化示范基地”，首批“全国

高校实践育人创新创业基地”“国家级科技企业

孵化器”，首批“全国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

范高校”“2017 年度全国创新创业典型经验高校”

“国家级众创空间”。对行业特色高校“多元协

同”“三级链接”创新创业教育模式的探索与实

践获得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四、结论与展望 

    对基于雇主型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创

业教育模式的探索与实践表明，为适应行业转型

升级对人才的新需求，高校需设立明确的创新创

业人才培养目标，从顶层设计和制度架构上保证

校内外各种资源的有效整合，进而精准发力于创

新创业教育和专业教育的焦点，由此可实现专业

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的深度融合，推进创新创业

教育教学改革，引领教学课程体系创新、实践平

台创新以及管理机制创新等。同时，将创业教育

落实到人才培养方案中，着力建设创业管理专业

体系，把创新创业教育贯穿到人才培养的全过

程，可以有效促进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 

    武汉理工大学遵循人才成长规律与企业生

成规律，构建了“创客空间—创业园—企业孵化

器—企业发展加速器”四级链接的创新创业实践

平台，为以创新为基础的创业实践提供有力支

撑，为学生转变成创业者和创业项目蜕变为企业

提供发展通道，为培养雇主型创新创业人才提供

范式参考。 

    虽然学院在理念和思路方面为其他高校开

展创新创业教育提供了借鉴，但在创业型人才生

源选拔、师资队伍建设、课程体系建设、教材建

设和实践基地建设等方面还需要加强理论研究

和实践探索，以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创业教育模

式，形成良好的创业教育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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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ovel entrepreneur education model based on the objective of the 
employer-oriented cultivation of innovative and entrepreneurial talents 

—Taking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s an example 
 

WU Xiaochun, XIANG Siqi 

 

(School of Entrepreneurship,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430070, China) 

 

Abstract: Further deepening the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reform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a critical measure for the country to implement the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strategy.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as incorporated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nto the whole 

process of personnel training. A novel “1234” education model for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which is 

based on the employer-oriented training of innovative and entrepreneurial talents, has been proposed via four 

practices or explorations: classifying the objectives of entrepreneurial personnel cultivation, combining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nnovation education, and professional education together, formulating multiple 

training programs for students pursuing second bachelor’s degrees, bachelor’s degrees or master degrees, and 

establishing an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platform comprised of ‘maker space− pioneer park−business 

incubator−business accelerator’, thus a favorable environment for entrepreneurship has been created. The 

university has made practice exploration concerning selection of entrepreneurial talents, faculty 

establishment, curriculum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of base for practice education, and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have thus been obtained in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which will provide a 

typical example for the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nitiated in other universities. 

Key Words: entrepreneurial talents; combination of major and entrepreneurship; training program;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modes; practice of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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