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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信息环境是影响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质量的一个重要因素，当信息不足或过载时，都将降低

创新创业教育质量。大学生创新创业信息生态治理的目的，就是建立信息平衡机制，包括获取机制、

共享机制、整合机制、传递机制、进化机制、生态位机制、监管机制、保障机制、反馈机制、引导机

制、共生机制、共同演化机制。借鉴波特的企业价值链分析框架，建立了大学生创新创业信息生态系

统治理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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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自 2015 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高

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以来，大

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得到大力推进。然而，当前国

内高校的创新创业教育，主要聚焦于各个构成要

素的作用，忽视了各要素间的互动影响，存在着

高校与政府各自为政、理论教育与实践脱节、行

政人员唱“独角戏”、教育资源疏离、教育生态

失衡等问题[1]。提高创新创业教育质量，需要政

府、高校、企业等各方统一行动，构建良好的生

态系统，整体协同推进[2]。如何构建创新创业教

育的生态系统？学者们研究了在转型升级期[3]、

互联网背景[4]下美国麻省理工学院[5]、英国伦敦

国王学院[6]、以色列理工学院[7]创新创业教育生

态体系的构建方法，并提出了改进我国创新创业

教育生态系统的建议。然而，这些研究没有考虑

信息传递效率对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提高的作

用。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是指运用知识和信息产

生有价值的新设想、新方法、新方案和新成果的

能力。提高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离不开良好的

信息生态环境。只有构建一个良好的信息生态环

境，才能有利于信息、知识的创造和传播，促进

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提高。本文首先深入分析

信息环境对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影响，然后提

出大学生创新创业信息生态平衡的概念和特点，

并提出大学生创新创业信息生态系统治理的  

途径。 

    二、信息环境对创新创业人才培养质量的 

影响 

    不同的信息环境对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的影

响效果是不同的。当信息过载时，信息量超过了

系统所能处理的能力，信息、信息主体、环境之

间处于非均衡状态，系统中产生大量的无关、冗

余信息，干扰师生对有价值信息的选择。具体表

现为：高校对于来自教育部门、行业协会组织的

竞赛活动以及各种媒介发布的信息无所适从，指

导教师对于来自学校、实习基地、实验室、研究

所等方面的信息疲于应对，学生很难接收到有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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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的信息，参加创新创业活动的兴趣减退。当信

息闭塞时，信息被极少数人垄断，发布不够充分，

传递不顺畅，出现断链，或者信息过时老化，没

有任何价值。具体表现为：学校相关部门信息发

布减少，信息从职能部门到学院，再到师生的传

递过程中流转不畅，学生不能及时得到相关信

息，对创新创业的知识和信息获取主要来源于课

堂教育，对国家政策、市场需求、企业动态等方

面的信息了解很少，实践性知识和信息缺乏。 

    信息过载和信息闭塞实际上是信息状态的

两个极端，在这两种情况下，信息环境不能满足

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的需要，由于学生没有获取有

价值的信息，创新创业能力也没有得到提高。在

信息均衡条件下，面对纷繁复杂的政策信息、企

业信息、市场信息以及技术信息，学生能采取正

确的策略加以梳理、分析和应用，使信息处于对

称或稳定状态，从而实现信息—大学生—环境之

间的相对均衡。由此可得到信息生态环境与创新

创业人才培养质量之间的关系，如图 1 所示。 
 

 

图 1  创新创业人才培养质量与信息量之间的关系 

 

    图 1 中的横轴表示信息量，纵轴表示创新创

业人才培养质量。可以看出，创新创业人才培养

质量与信息量之间是倒 U 型关系，当信息闭塞

时，也就是信息量很小时，人才培养质量也较低，

当信息量为 0 时，人才培养质量也为 0。随着信

息量的增大，人才培养质量也提高，当达到均衡

时，人才培养质量最高，此后，信息量再增大，

导致信息过载，信息量越大，过载程度越高，人

才培养质量随之降低。当信息量过大时，造成信

息完全混乱，人才培养质量也接近于 0，可见，

大学生创新创业信息生态系统的治理就是要建

立信息平衡机制，达到供给—需求的对称，形成

信息生产—传递—使用—再造的均衡。 

    三、大学生创新创业信息生态系统的内涵及

特征 

    1997 年，美国学者托马斯·达文波特

(Thomas·Davenport)首次提出“信息生态学”的

概念，认为信息生态系统由信息、信息人和信息

环境三个要素组成，信息人之间以及信息人与信

息环境之间，时刻进行着信息交流和传递，从而

形成统一整体[8]。信息流动是创新生态系统的基

本功能之一[9]，在大学生创新创业生态系统中，

信息的生产者、传递者、分解者、使用者与信息

环境之间时刻进行着信息活动，这些要素之间相

互作用、相互影响，共同构成了信息子系统。信

息生产者指教育部门、科技部门以及学校的教务

处、科技处、团委相关职能部门，负责政策的制

定和信息的发布。信息传递者指学校各学院、辅

导员、教师等，负责把信息传递给学生。信息分

解者指辅导员、指导教师等，负责信息的解读、

宣传、传达。信息使用者主要指学生，把信息内

化为自己的知识能力，并进行信息反馈。信息环

境分为宏观环境与微观环境，宏观环境指政治、

经济、文化与技术环境，微观环境指信息制度、

信息文化、信息伦理、信息基础设施、信息技术

等。信息在宏观与微观环境中不断交流，共同构

成了一个生态循环(见图 2)。 

    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信息系统表现出明显

的生态性特征：①系统性。大学生创新创业信息

生态系统包括内部、外部信息生态系统，内部系

统包括课堂教学、实践教学、信息处理技术、政

策制度等子系统，外部系统包括政治、经济、技

术、文化等子系统。这些系统围绕信息以一定方

式紧密联结在一起，每个要素变化都会影响整个

系统的稳定。②复杂性和多样性。在一个生态系

统中，物种是多样共生的，物种越多系统越稳定。

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所涉及的主体也是多样复

杂的，既包括教育、科技、财政、工商、税务及

共青团等外部主体，也包括教务处、科技处、学

生处、团委、各学院等内部主体，各主体之间时

刻存在信息的交换。③动态演进性。在自组织作

用下，各主体不断地自我发展、自我选择、自我

调适，伴随着信息的不断涌现，系统的多样性、

异质性和适应性不断增强，进化为更成熟的、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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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大学生创新创业信息生态系统的构成 

 

高层次的系统，其结构和功能也更适应大学生创

新创业能力的培养。④栖息性。生态系统是众多

物种和各种资源的自然汇集地。同样，构建大学

生创新创业教育信息生态系统，有利于汇聚政

府、企业、学校、教师、学生等信息主体和其他

多方的信息资源，各信息主体有条不紊地进行信

息的生产、传递、使用、升级、反馈。 

    可见，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信息系统也是一

个生态系统，当该系统达到生态平衡状态时，创

新创业人才培养质量得到最高。此时具体表现

为：①结构优化。各构成要素在系统中都找到合

适的生态位，信息主体与外部环境高度适应，信

息得到合理的利用，各主体之间形成和谐共生、

互利互惠的依存关系。②功能完善。各信息主体

都能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系统中的信息生产、

传递、吸收、反馈功能得到较好体现。③相对稳

定。各要素之间的协调性和互补性较好，信息在

各个环节、节点的传递效率较高，在较长时间内，

这种状态不会随时间推移而发生明显变化。 

    四、大学生创新创业信息生态系统的治理 

机制 

    (一) 大学生创新创业信息生态系统平衡机

制分析 

    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信息生态要达到平衡，

需要对其进行生态治理。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信

息生态治理是指在学校的组织领导下，各职能部

门、学院、教师、学生等信息主体共同建立一套

正式或非正式的协调机制，以优化各信息节点活

动，促进系统内部高效获取、分享与交流信息[10]。

基于生态观，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信息生态系统

的平衡机制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信息获取机制。获取信息主要包括主动获取

和被动获取两种途径，主动获取是指创新创业导

师、有创新创业意愿的学生等信息主体观察成功

的创业者行为、网络搜索、实践摸索、关注媒体

新闻等，主要过程为：确定信息需求—确定信息

来源—采集信息—加工信息，从而减少重复、冗

余的信息收集处理。被动获取是指受外部环境的

刺激而被动接收信息，包括学校下发的文件通

知、宣传报道、课堂教学、实践教学、社会网    

络等。 

     信息共享机制。除了自己获取信息外，信

息主体可以通过共享、交换获取信息，信息共享

可以弥补信息获取能力不足。信息共享分为有偿

交易和无偿共享。前者是以经济利益为基础，在

市场机制下实现信息转移。后者则利用科层制、

激励、关系网络等治理机制实现信息转移。科层

制是正式组织制度，通过层级命令方式实现信息

共享。激励作为科层制的补充手段，有利于调动

信息共享的积极性。关系网络是以人际关系为基

础的网络，良好的关系网络有利于自愿、自发地

进行信息交换，属于非正式组织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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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整合机制。为防止信息冗余、信息孤岛

等失衡状态，必须对信息进行整合优化。整合机

制通过契约、制度、文化等方式，根据学生对知

识信息的需求，设计信息生态链，布局生态位，

优化信息活动流程。一方面，整合外部资源，完

善与政府、企业的合作宽度和深度，通过与企业

共同建立校企联合研究院、举办校企创新创业大

赛、建立创新创业合作基金、相互购买服务等方

式与企业进行深度合作。与地方政府建立常态化

合作机制，加强实践知识的获取和理论知识的应

用。另一方面，整合内部资源，实现课堂教学与

市场需求的对接、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的有机   

融合。 

    信息传递机制。在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信息

系统中，来自学校教务处、科技处、团委等部门

的信息经过学院、辅导员、专业教师最终传递给

学生，来自企业、家庭、社会等方面的信息会直

接传递给学生，学生之间、教师之间、各部门之

间也存在信息交流，这就形成了信息交织网络，

不同主体根据自身利益自发占据网络中的某一

节点。然而，某些个体之间可能会存在无直接联

系的间断，比如，某个个体与其他两个个体之间

存在直接联系，但是这两个个体之间无直接关

系，出现网络结构中的洞穴，被称为“结构    

洞”[11]，造成信息传递间断。高校可以建立创新

创业信息共享中心，负责信息集成与共享，各信

息主体可以直接通过共享中心获取相关信息，并

根据创新创业教育实施结果，反馈给信息共享中

心，实现信息传递。 

    信息进化机制。只有有效的知识供给，才能

有利于高素质人才的培养。知识不是凭空产生

的，是信息加工升级的规律性产物，由最初的具

体事实、数据、消息等经过专业导师、工作人员

的加工处理，转化为抽象的规律性有序状态，即

知识。学校可通过制定制度、塑造文化等方法，

激励教师、工作人员对创新创业信息进行收集、

加工、整理、分享，实现信息向知识的进化，即

实现价值密度低的数据向价值密度大的知识   

转变。 

    生态位机制。生态位是指个体在生态系统中

占据特定位置，体现了信息主体与外部环境互动

形成的相对地位[12]。大学生创新创业信息生态系

统中的生态位合理化，意味着各相关部门、各学

院、各类人员等主体按照自己对信息的需求和职

责各司其职，生产、传递不同的信息，使信息生

态链上的信息传递更为有序，促进信息生态平

衡。如果该系统中的信息生态位分化程度不合

理，就会造成信息主体之间分工不合理，造成信

息过载或不足，学生对信息的需求得不到满足。 

    保障机制。大学生创新创业信息生态系统的

有效运转，需要从组织、制度、利益共享等方面

协同推进，建立信息生产、传递保障机制。在组

织上，要深化内部治理改革，理顺各职能部门、

二级学院之间的关系，消除校企合作、校地合作

的障碍，完善各单位之间、内部与外部之间的合

作机制。在政策上，通过制定创新创业学分制，

鼓励学生积极参加各种创新创业竞赛和活动，通

过创新科研、教学政策，鼓励教师到企业兼职或

自主创业，引导他们开展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的教

学和研究，提升教师相关知识供给质量。在利益

共享机制上，要综合考虑地方政府对创新创业驱

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企业对创新创业人才的

需求，从源头上保障合作各方信息共享利益。 

    监管机制。是指对整个创业信息生态系统进

行监督和管理，以对系统平衡进行调节。这些手

段通常包括行政、奖励和惩罚等手段。行政手段

是指学校对信息生态系统在行政方面的调控，具

体包括采取各种形式对信息生态系统的规划、组

织、协调与控制，确保各类信息传递给广大师生。

奖励手段是指在大学生创新创业信息生产中对

有贡献的师生进行奖励，激励他们对相关信息创

造的积极性。惩罚手段是对信息传递中消极怠

慢、延迟发布信息的行为进行惩罚。 

    反馈机制。当前，高等教育正逐步由卖方市

场转变为买方市场，学生需要什么样的知识，高

校就应提供什么样的知识。在大学生创新创业信

息生态系统中，反馈机制的构建有利于学校相关

部门反思知识的供给质量，改进供给的内容和质

量。作为高校，应主动地而不是被动地收集反馈

信息，可通过教代会、学代会、信访、校领导接

待日、校长信箱和征求意见等方式吸收广大师生

参与治理，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主动收集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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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信息，改善知识供给状态。 

    引导机制。传递什么信息、传递多少信息需

要国家宏观政策的引导，完善的政策法规，是大

学生创新创业信息生态系统有序发展的基本保

障。如果没有相应的政策引导，信息的传递、知

识的创造就大打折扣。在政策引导下，高校致力

于创新创业人才的培养，社会支持大学生创新创

业活动，提供实践和实习场所，教师积极参与创

新创业教学，大学生积极参与创新创业活动。 

    共生机制。共生的概念来自生物学，是指生

物之间按照一定的方式形成的相互依存、相互作

用的关系。信息生态系统也是一种共生系   统
[13]，在创新创业教育中，构建高校、科研院所、

企业、政府之间的产学研共同体是提高大学生创

新创业实践能力的有效途径。高校和科研院所拥

有丰富的理论知识，在理论知识方面具有优势。

企业是技术创新成果的实践者，在实践知识方面

具有优势。在协同创新方面，高校、科研院所、

企业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同样，在大学生创新

创业信息生态系统中，这些主体间的信息知识互

为补充，互相促进，也存在共生关系。 

    共同演化机制。社会学领域中生态系统的共

同演化是指各主体相互依赖、相互影响，在互动

中彼此相互适应。大学生创新创业信息生态系统

的共同演化包括高校各信息主体与环境的共同

演化、信息技术与信息制度的共同演化，通过不

断适应外部环境变化，实现信息流程变革、信息

库升级，进而实现信息进化、知识更新。信息进

化和信息升级是促进信息生态共同演化的内在

动力，技术、政策等信息环境的变化是信息生态

共同演化的外部因素。 

    (二) 大学生创新创业信息生态系统的治理

模型 

    迈克尔·波特在他提出的企业价值链中，把

企业的基本价值增值活动分为采购、生产、销售、

售后服务等，而信息被认为是支持因素。在大学

生创新创业教育系统中，知识信息的获取、创造、

传播是基本活动，通过吸收信息，学生的创新创

业能力得到提高，信息从最初的事实、数据等原

始形态，经过传递、整合、共享、进化等环节，

转化成知识高级形态，信息价值得到增值。本文

借鉴波特“企业价值链模型”，构建大学生创新

创业信息生态系统运行模型(见图 3)。 

    从图 3 可以看出，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信息

生态系统的内部运行机制包括信息获取、共享、

整合、传递、进化等机制，通过这些机制的运行，

信息得到增值，最终转化为学生的知识，达到提

高创新创业教育水平的目的，实现该系统的平

衡。在整个过程中，反馈机制通过对信息运用的

反馈，推动了信息的循环和价值的实现。保障机

制涉及组织、政策、技术、信息安全等方面，有

力保障系统的平衡稳定运行。监管机制包括行

政、奖励、惩罚等手段，对信息的传递起到激励

和约束的作用。外部运行机制包括引导、共生和

共同演化等机制。引导机制表现为国家在经济、

法律、社会、教育等方面进行的宏观调控，它对

共生机制、共同演化机制以及内部系统的信息获

取、共享、整合、传递、进化机制起到调节作用。 
 

 

图 3  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信息生态平衡机制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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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生机制保障各个主体价值追求得到实现。共同

演化机制推动系统从低层次形态向高层次形态

转化。在价值链的作用下，各个机制共同作用，

促进大学生创新创业信息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

的优化，提高信息传递效率，推动系统实现生态

平衡，为提高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提供了有力  

保障。 

    五、结语 

    本文首先分析了信息量对大学生创新创业

质量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大学生创新创业

信息生态平衡机制的概念和表现，平衡机制主要

包括获取机制、共享机制、整合机制、传递机制、

进化机制、生态位机制、监管机制、保障机制、

反馈机制、引导机制、共生机制、共同演化机制。

大学生创新创业信息生态系统治理的目的，就是

要推动建立平衡机制，保障信息的高效传递和运

转，促进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提高。信息获取

机制、共享机制、整合机制、传递机制、进化机

制是信息活动的基本过程，生态位机制、监管机

制、保障机制、反馈机制是辅助过程，确保信息

在系统中的顺利流转。引导机制、共生机制、共

同演化机制是内部系统和外部系统的相互作用

过程，确保系统由低层次状态向高层次状态转

化，促进信息更新、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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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formation environment is an important factor affecting the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ability of university students. When the information is insufficient or overloaded, the quality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training will be reduced. The purpose of university students'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information ecological governance is to establish information balance mechanism, 

including acquisition mechanism, sharing mechanism, integration mechanism, transmission mechanism, 

evolution mechanism, niche mechanism, supervision mechanism, guarantee mechanism, feedback 

mechanism, guidance mechanism, symbiosis mechanism and co evolution mechanism. Based on Porter's 

enterprise value chain analysis framework, we establish the governance model of university students'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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