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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政策扩散理论为视角，探究创新创业教育政策扩散的影响因素与内在机制。研究发现，创

新创业教育政策的扩散过程经历了政策试点前、政策试点和政策全面推进三个阶段，不同阶段政府部

门运用的干预手段不尽相同：在试点前阶段，政府释放了创业教育政策的信号；在试点阶段，政府提

倡运用各种激励机制来推动创新创业教育政策的开展；在全面推进阶段，政府则运用行政指令加激励

措施，来推动创新创业教育政策的扩散。未来创新创业教育政策的优化需要转变政策目标定位，扩大

地方与高校政策的创新空间，建立健全多元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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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政策是国家为推动经济发

展，促进高校开展创业教育活动而提出来的专门

性、特殊性的教育政策。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政策

扩散这一过程是在中央政府的倡议下实现的。政

府在该政策扩散过程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政

策扩散过程和实施过程中又产生了哪些问题？

为解决以上疑问，本文在收集政府官网中包含有

关创新创业教育政策文本的基础上，运用政策扩

散理论，从中国特色政策试点的视角深入探讨我

国创新创业教育政策的扩散机制，为政策科学有

效地制定和实施提出合理化建议。 

    一、政策扩散理论研究述评 

    创新的概念在不同领域被赋予了不同的意

义，通常是指有别于现有和常规的思维模式，其

中包含更新、创造和改变三层含义。而政策创新

却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创新。1969 年，美国学者、

创新政策扩散现象的先驱—— 沃克，给政策创新

下了定义。他认为，一个政府首次采纳了在它之

前并未采纳过的政策或者其他项目，而不去在意

这个项目或者政策同时被其他政府采纳与否，

就是政策创新。国内外学者沿用并发展了沃克

的思想，将政策创新定义为“无论某个政策已

经出现多久，也无论其他政府是否已经采纳它，

只要某个政府首次采纳了它就可以被称为政策

创新”[1]。 

    因此，政策扩散可以被理解为，政策在特定

时间内在不同政策主体间转移的过程。政策扩散

研究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公共政策发生扩散的原

因、动力机制、影响因素等问题，西方学者也围

绕这些问题进行了不断探索。就政策扩散的原因

而言，研究者重点关注内部的决定因素和外部政

策扩散两个方面，形成了内部决定模型和扩散模

型两种主要模型。就这两种模型而言，前者更多

关注的是与政策采纳者相关的因素 [2]；后者把政

策创新扩散归因于不同政府之间的交流与沟通，

其关键在于政府官员间建立了有效的信息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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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并相互学习、竞争、模仿。Shipan 和 Volden

最早把政策扩散化分为向早期采纳者学习、与邻

近城市竞争、模仿大城市和联邦政府的强制等四

种动力机制[3]。Andrew Karch 则把地理邻近、模

仿、效仿、竞争等因素归纳为引起政策扩散的主

要原因[4]。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开始关注政策

扩散问题。王浦劬等人依据中国特殊的政治环

境，把政策扩散归纳为四种扩散模式和五种扩散

机制[5]。郑永君发现，社区矫正政策扩散有其独

特性，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财政收入状况、试

点政策属性等是政策扩散的主要影响因素[6]。朱

旭峰、赵慧、龚华燕等以国家城镇低保政策为研

究对象，探讨府际关系在社会政策扩散中发挥的

巨大助推作用[7]。冯锋、周霞等以我国留守儿童

政策扩散为例，来说明政府的不同干预手段对政

策的扩散产生的不同效果[8]。综合以上研究可以

发现，政策扩散研究经历了以下发展阶段：单因

素理论阶段、综合理论模型阶段和纵深发展阶

段。经过不断的发展，政策扩散也形成了多种模

式，拥有其独特的扩散机制，其中为大多数学者

所接受的模式主要有竞争、学习、模仿、行政指

令等。 

    总体而言，国内外学者运用不同的方法来探

讨政策扩散的原因、动力机制和影响因素等，并

运用其理论框架来分析具体的政策，以期加深对

具体政策扩散过程的理解，找到影响政策扩散与

创新的相关因素，为进一步完善相关政策提供理

论和实践两方面的支持。我国高校的创新创业教

育政策在建设创新型国家，推动高校毕业生充分

就业，培养学生的创新创业精神与实践能力等方

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那么，创新创业教

育政策演进的内在机制是什么？实施效果如

何？创新创业教育政策实施过程中出现了哪些

问题？学界对这些问题的探索尚未开展，凸显该

领域的研究阙如。 

    二、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政策的扩散过程 

    美国是最早对创新创业教育进行研究的国

家。创业教育概念却是由 1989 年召开的“面向

21 世纪教育国际研讨会”正式提出，并被定义为

是一种培养那些具有开创性、创新性个体的教

育，这种教育的目的不仅仅是提高学生就业，还

包括创造出新的就业岗位。相关领域的研究课题

也因此会议而逐渐走进国内研究者的视野。 

    我国国内研究者对创新创业教育概念的界

定各有不同：邬志辉、张培等指出，创新教育不

仅是创造教育的延伸更是创造教育的提升，它既

是一种关注个人个性化发展的教育又是关注社

会发展的教育[1]。高晓杰认为，创新创业教育本

质上属于素质教育的一种，其主要目的在于培养

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开创精神[10]。创新创业教育的

发展不仅有助于个人的成长，对整个国家甚至整

个社会的发展也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与价值。 

    本文基于国务院、中央各部委等官方网站以

及双创政策汇集发布解读平台、北大法宝平台，

收集相关政策文本中含有“创业教育”的文件，

检索从 1998 年 1 月 1 日截至 2021 年 6 月 31 日

国家政府颁布的政策文件 320 份。筛选原则如下：

其一，地方政府和各大高校细化的有关创新创业

教育的政策如果与国务院和相关委部的文件内

容相似，就不被纳入本研究范围；其二，本研究

主要探讨创新创业教育政策的扩散过程，那些具

有标志性且对现实具有重要引导作用的政策文

本就被采用，剔除重复文本、已废止的文本、与

本研究关联度较低的文本；其三，由于本研究聚

焦于高等院校的创新创业教育政策，如果文件

是针对中等职业院校的创业教育则其不在本研

究的范围之内。通过分析整理，共获得相关度

较高的政策文本 113 篇。依照整体性分析原则，

对创新创业教育相关政策文本进行分析，以探

究创新创业教育政策的扩散机制及产生问题的

深层次原因。并把创新创业教育政策的发展历

程划分为三个阶段：最初的起步、全面扩散、

最终的落实。 

    (一) 政策试点前阶段(1998 年~2001 年)：高

校自主探索期 

     为了适应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新潮流及我

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需求，在 20 世纪 90 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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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清华大学最先引进了创业教育，随后该校又

成功举办了创业设计大赛，这次比赛也被视为我

国高校开展创新创业教育活动的起点。次年国务

院、教育部出台的《面向 21 世纪教育振兴行动

计划》规定，要全方位推进教育改革并要提高整

个民族的创新能力。此次政策文本的出台开创了

创新创业教育国家政策的先河。在这一阶段，其

他相关部门也陆续颁布了有关创新创业教育的

政策文本(如表 1 所示)，从总体来说，此阶段的

政策文本分布不集中，系统性不强，内容较笼统，

专门针对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政策文本还没有

形成，高校是创新创业教育的探索者和实践者，

政策扩散形式暂不明确。 

 
表 1  1998 年~2001 年有关创新创业教育政策文件 

序号 政策名称 年份 

1 《面向 21 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 1998 

2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 1999 

3 《关于进一步做好 1999 年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意见》 1999 

 

    (二) 政策试点阶段(2002 年~2009 年)：中央

组织、高校探索共同推进期 

    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各国之间的竞争更加

激烈，而国际竞争的实质归根到底是教育的竞

争，人才的竞争，是民族创新能力的竞争。只有

不断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国家才能在激烈的国际

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家对

创新型人才的需求日渐增多，有关创新创业教育

的政策文本也随之增多(如表 2 所示)，2002 年教

育部确定开展创业教育试点工作并明确了试点

院校，这标志着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在政策指导下

正式启动。2004 年，多部门联合决定在全国 37

所试点高校内进行创业培训尝试，其中包括北京

航空航天大学、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北京工商大

学等高等院校。2008 年教育部联合财政部，以设

立项目的方式建立了 100 个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

验区，其中用来培养创新创业教育人才的实验区

就有 32 个。在这一时期，国家不断加大对高校

创新创业教育政策试点的推广力度，出台了一些

较前一阶段来说措施更具体的创新创业教育政

策文本，相关的创新创业教育政策也开始由中央

逐步向地方扩散。 

 
表 2  2002 年~2009 年有关创新创业教育政策文件 

序号 政策名称 年份 

1 关于普通高校创业试点工作会议决议 2002 

2 《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2003 

3 《关于进一步做好 2004 年普通高等学校学生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 2004 

4 《关于在部分高等院校开展“创办你的企业”(SYB)培训课程试点的通知》 2004 

5 《关于深入实施“中国青年创业行动”促进青年就业工作的意见》 2004 

6 《关于做好 2005 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重点工作的通知》 2005 

7 《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为建设创新型国家而努力奋斗》 2006 

8 《关于促进创业投资企业发展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 2007 

9 《党的十七大报告》 2007 

10 《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课程教学要求》 2007 

11 《关于做好促进就业工作的通知》 2008 

12 《关于加强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 2009 

13 《关于做好 2010 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 2009 



                                                                                           2021 年第 12 卷第 6 期 

 

24
 
    在国家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的积极引导下，

试点高校对创新创业教育实践活动进行了有益

的探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但在实践中，

由于试点高校对政策的执行还处于摸索状态，官

方对政策的具体内容也未做出详尽明确的规定，

部分地方政府处于观望状态，仅有江苏省出台了

专门针对创业教育的政策。 

    (三) 全面推进阶段(2010 年至今)：政策的全

面推广期 

    在对创新创业教育政策的探索过程中，许多

高校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创业教育模式。2010 年

教育部颁布的《关于大力推进高等学校创新创业

教育和大学生自主创业工作的意见》，提出了各

地要大力推进创新创业教育，并强调要增加创业

基地建设。这是国家第一次以文件形式明确指导

创新创业教育，同时也表明了高校创新创业教育

政策正式进入扩散阶段。为了更好地贯彻落实创

新创业教育政策，2010 年 12 月，国务院办公厅

颁发的《关于开展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的通

知》中提出：“加强创新创业”“设立试点学院，

开展创新人才培养试验”。这是首次在国家的倡

议下建立创新创业教育试点学院。 

    伴随着我国各大高等院校的不断扩招，高校

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不断突出，并逐渐成为政府

关注的民生问题之一。如何应对经济新常态、更

好地解决大学毕业生就业已成为摆在政府面前

急需解决的问题之一。李克强总理在 2014 年发

出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号召；2015 年李

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强调大众创新

创业的重要性，同年国务院办公厅颁发了《关于

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

此文件的出台标志着我国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开

始步入全新的发展阶段，因此有关创新创业教育

的政策文本数量也与日俱增。这一阶段从中央到 

 
表 3  2010 年至今有关创新创业教育政策文件 

序号 文件名称 年份 

1 

2 

《关于实施 2010 年高校毕业生就业推进行动大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的通知》 

《关于实施大学生创业引领计划的通知》 

2010 

2010 

3 《关于大力推进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和大学生自主创业工作的意见》 2010 

4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2010 

5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 2011 

6 《关于全面提高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 2012 

7 《教育部关于做好 2012 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 2011 

8 《普通本科院校创新创业教育教学基本要求(试行)》 2012 

9 《关于做好 2013 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 2013 

10 《关于实施大学生创业引领计划的通知》 2014 

11 《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 2015 

12 《辽宁省深化普通高等学校创新教育改革实施方案》 2015 

13 《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 2015 

14 《关于实施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促进计划的通知》 2016 

15 《关于发挥职能作用进一步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 2016 

16 《关于开展 2018 年中小企业与高校毕业生创业就业对接服务工作的通知》 2018 

17 《关于公布 2018 年度全国创新创业典型经验高校名单的通知》 2018 

18 《关于做好 2019 届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 2018 

19 《教育部关于做好 2021 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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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的创新创业教育政策进入了全面扩散与落

实阶段。 

    三、创新创业教育政策的扩散机制 

    (一) 试点前阶段(1998 年~2001 年)：政府释

放创业教育政策信号 

    1. 高校探索引起政府关注 

    伴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知识经济时代的

到来，美国校园兴起了创业教育活动来应对经济

变革对就业的冲击，而且逐渐得到了我国一些大

学的关注与尝试。清华大学于 1997 年对创新创

业教育进行了首次探索，打开了我国高校接触创

业教育的大门，被视为高校开展创业教育活动的

先驱。清华大学对创新创业教育的成功探索也

带动了其他高校开始尝试，其中的代表高校有

中国航空航天大学、武汉大学。高校对创新创

业活动的不断探索也致使大学生创业教育逐渐

上升成为政策性问题，进而引起政府的关注和

重视。 
 

 

图 1  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试点高校、其他高校关系 

示意图 

 

    2. 经济变革带来信号释放 

    为了与国务院提出的“科教兴国”的战略总

目标相呼应，并适应全球教育改革发展新方向，

教育部最先对大学校园发起的创业大赛活动给

予鼓励和支持。1998 年 12 月教育部颁发的《行

动计划》是我国政府部门首次在文件中提出要加

强对教师和学生关于创新创业方面的教育，“创

业教育”一词也首次出现在国家的官方政策文本

中。这一信号的发出，表明了我国政府部门开始

重视创新创业教育，标志着政府将创新创业教育

纳入国家长远发展战略范围之内。次年国务院在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

素质教育的决定》中再次提出，高等教育阶段要

重视培养大学生的创新能力、实践能力以及创业

精神。随后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大学生 “挑

战杯” 创业计划大赛在不同的大学陆续成功举

办。这些都表明中央政府部门在不断倡议、鼓励

着各地创新创业教育的发展。中央向地方政府传

递出创新创业教育的政策信号，为创新创业教育

在地方的开展发挥了助推作用。 

    总体而言，这一阶段主要由高校牵头对创新

与创业教育进行探索，中央政府对高校的自主探

索予以肯定并予以支持。这表明我国政府部门虽

然释放了有关创新创业教育的政策信号，但只是

提出了宏观的创新创业教育政策目标，这并不代

表创业教育引起了政府的高度关注。此阶段国家

还没有形成专门针对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政策

文本。创新创业教育的相关提法也主要是镶嵌在

其他政策文本中，作为教育政策的部分措施出

现，分布零散，内容模糊，没有具体的目标和措

施，创新创业教育政策还未正式起步。 

    (二) 试点阶段(2002 年~2009 年)：政府倡导

和激励机制并行期 

    1. 多元主体共同探索 

    自 2002 年以来，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越来

越受到政府的关注，与此同时有关高校学生创业

的话题再次被提起，并得到政府的密切关注和高

度重视。为了促进教育改革的发展、更好地解决

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教育部发布了《创业教育

试点工作座谈会议纪要》，确定在 9 所高等院校

开展创业教育的试点工作并给予财政和政策支

持。如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召开了创新创业教育试

点学校工作会议，开设了创新创业教育骨干教师

培训班；2003 年国务院办公厅、国家工商总局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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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了大量有关高校毕业生创业相关收费优惠的

政策文件，积极推动了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开

展。2004 年，教育部联合劳动部、社会保障部决

定在我国 37 所大学内开展创新创业教育活动；

2005 年，KAB (Know About Business)创业教育课

程开始在高校开展，并在清华大学、黑龙江大学

等 6 所高校试点。 

    2007 年，国务院办公厅在《关于切实做好

2007 年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中

提出了“将就业指导课程纳入教学计划”的要求，

此外还明确了要加大对高校创业活动的扶持力

度，比如，增加创业教育试点数量，建立创业孵

化基地、提供融资服务、提供创业指导咨询，等

等。12 月底教育部又颁发了《大学生职业发展与

就业指导课程教学要求》，文中明确规定了创新

创业教育的教学内容和教学目标，在此期间《中

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颁布，这一法律的通

过也标志着鼓励创业就业已上升为国家意志，受

到国家的高度关注。2008 年，教育部通过立项

的方式创建了 32 个国家级创业教育人才培养模

式实验区，进一步推动了高校创业教育的发展。 

    2. 政府倡导和激励机制并行 

    在中央政府的带领下，许多地方政府和非试

点高校开始响应国家政策的倡议，陆续开启了创

新创业教育模式的探索与尝试。截至 2009 年 12

月，总共有 18 个省级政府在颁布的政策文本中

提出要加强高校的创新创业教育，并鼓励高校创

建创业园区，开设创业教育课程，设立扶持大学

生创业基金等[11]，来支持鼓励高校的创新创业教

育活动。但在地方政府颁布的政策文本中，专门

针对创新创业教育政策的文本却屈指可数，文本

内容更多是强调要对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创业等

活动提供实质性的支持与帮助，政策总目标主要

是为了扶持大学生创业，解决其就业问题，创新

创业教育也只是基础性的辅助工作。例如，江苏

省教育厅于 2008 年 6 月公布了首批 13 所江苏省

大学生创业教育示范高校名单，鼓励和引导高校

探索创业教育的发展式；2009 年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教育厅发布了关于推荐“教育部高等学校创业

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候选人的通知等。在此阶

段，中央政府通过政策倡议和直接参与的方式来

推动地方政府采纳相关政策，但由于此阶段与创

新创业教育的相关政策内嵌在创新创业政策之

中[11]，呈现粗线条化，也没有具体统一的标准，

中央政府以激励机制为主，较少以发布行政命令

的方式参与到地方创新创业教育政策的扩散当

中，政策扩散的整体推广效果并不理想。 

    (三) 全面推广阶段(2010 年至今)：行政指令

与激励机制并行期 

    1. 中央政府的大力推行 

    随着试点工作的结束，许多试点高校在试验

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经验，非试点高校则通过学

习、模仿试点高校的做法来探索各自的创新创业

教育模式。各高校在合作与竞争的过程中推动了

创新创业教育的发展。2010 年高等学校创业教育

指导委员会在中南大学宣告成立，并在颁布的

《关于大力推进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和大学

生自主创业工作的意见》中指出，要大力推进我

国高校的创新创业教育工作[12]。此文件的颁布标

志着创新创业教育在中央政府的指导下进入全

面推广阶段，至此创业活动与创业教育融合成为

了创新创业教育。2011 年 5 月《国务院关于进一

步做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中

鼓励高校毕业生创业并提出财政优惠政策，同时

倡导各大高校要广泛开展创业教育并开发创业

课程。2011 年 11 月，教育部颁发的《关于做好

2012 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

知》中进一步指出，要全面加强创新创业教育并

开展创业基地建设，同时也要加强创业政策的扶

持力度。2012 年党的十八大、2013 年国务院发

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 2013 年全国普通

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都强调了创新

创业的重要性并提出相应举措[13]。 

    2014 年“大众创新，万众创业”号召的提出

不仅是为了培养国家建设需要的高水平创新人

才，更是为了更好地解决我国的就业问题。至此

创新创业被提升到了国家的战略高度。2015 年国

务院发布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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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在这个“红头文

件”的要求下，创新创业教育迅速上升为一场“自

上而下”的国家行动，各部委、各地方政府积极

响应参与，部门间联合发文的数量明显增加，创

新创业教育活动在地方高校蓬勃开展起来。 

    2016 年，教育部发布的《关于做好 2016 届

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

中明确要求，以 2016 年为开端，全国所有高校

都要开设创新创业教育课程，并纳入学分管理系

统。这些文件的颁布标志着我国高校创新创业教

育进入国家统一领导推广深化阶段。 

    2. 地方政府的积极响应 

    随着国家大力推行各种激励政策，地方政府

也积极响应中央的号召。截至 2016 年年底，国

务院及各部委出台的政策文本虽然有所减少，但

全国有 31 个省、市、自治区的实施意见(方案)

出台，具有持续性、长效性的规划也有所增多。

这些规划更多是由地方政府和高校贯彻执行，政

策文本数量出现了“上升到峰值后稍有下降”的

波动现象[14]。中央政府在这一时期不仅通过“强

行政指令”的方式来推动地方政府采纳该政策，

还通过了政治激励的方式加速地方政府采纳政

策的速度，以确保政策执行的顺利开展。 

    四、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政策存在的问题与未

来展望 

    (一) 政策目标的偏失与纠正 

    纵观我国创新创业教育政策的演进过程不

难发现，高校的创新教育政策一直以来受国家经

济发展战略主导。突出表现在易受外部环境的影

响且滞后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与高校毕业生的就

业问题也紧密相关，实施的根本目的是缓解毕业

生的就业压力，政策目标具有短暂性特点，致使

学生的创新能力不足。从国家长远的发展和高校

学生自身的发展来看，高校的创业教育政策需要

有正确且长远的目标定位。不仅仅是把创业教育

当作解决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的手段，更应该注

重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团结合作意识、灵活应

变能力，以适应创新型国家的发展战略需要；

应鼓励高校学生积极开展创业实践活动，增加

高校学生创新创业机会，使高校毕业生在走入社

会之后能发挥出自身的创新创业能力。 

    (二) 政策执行的偏差与矫正 

    从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政策来看，国家主要采

取激励措施，主要集中在资金支持、场地建设、

税费减免等方面，缺少明确具体、操作性强、系

统的政策规定。因此在政策扩散与实施中出现了

政策照搬现象，政策的执行力较低，政策规定难

以为创业教育提供实质性的支持，地方政府和高

校没有发挥好创业教育的主体性和自身的优势，

成为政策的被动接受者[15]。在未来政策变革的

过程中，中央政府应适度放权，扩大地方政府

和高校的政策发挥空间。而地方政府在制定创

业教育政策时也应该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和各

个高校的具体情况，因地制宜、分门别类地制定

相关政策，赋予高校更多的自主创新空间，充分

发挥高校在创业教育中的主体地位，并积极主动

地参与到政策创新体系的建设当中，激发高校创

新创业教育动力。 

    (三) 政策评价的缺失与重构 

    一个国家政策的修正、调整和完善，需要相

应的配套政策来支撑。假如政策在执行过程中缺

失了科学合理的评价机制，政策的执行效果就会

存在问题。然而在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扩散过程

中，政策实施主体往往忽视了政策实施后的评价

体系建设，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实施涉及多个部

门、多个主体，因此要建立健全多元的评价机制

体系。政策实施过程中涉及的多个主体，只有对

这些相关利益主体进行全方位的综合评价才能

客观真实地了解与掌握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政策

的运行状况，从而提高各个主体的政策执行效

果，并及时地解决政策扩散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对那些不适宜的政策进行修订，以确保政策的顺

利开展和实施[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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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cy diffusion theory,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internal mechanism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policy diffusion. Through the research and 

analysis, it is found that the diffusion process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policy has 

experienced three periods: the pre- pilot stage, the pilot stage and the comprehensive promotion stage. The 

intervention means used by government departments in different periods and stages are also different: in the 

pre pilot stage, the government released the signal of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policy; In the pilot stage, 

the government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policy through 

advocacy and various incentive measures; In the comprehensive promotion stage, the government mainly 

uses administrative instructions and incentive mechanism to promote the diffusion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policy. In the future, the optimization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policy needs to change the policy objective orientation, expand the innovation space of local and 

university policies, and establish and improve the diversified evalu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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