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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传统文科人才培养方式难以适应数字经济时代的发展变革，亟需对新文科复合型人才创新创

业能力培养进行系统探究。首先分析数字经济时代的人才能力需求，然后从交叉学科课程设置、培养

方案、教育师资、激励机制和基地建设使用等方面分析目前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进而构建四级联动

培养体系，提出“创意—创新—创造—创业”四级联动阶段，以及培养目标、课程体系、培养模式、

实施路径等体系要素，最后对武汉理工大学的实践探索进行分析，为数字经济时代新文科复合型人才

创新创业能力培养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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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2018 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教育部等

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发展数字经济稳定并扩大

就业的指导意见》提出，我国到 2025 年要实现

数字人才规模的稳步扩大[1]。2019 年，教育部、

科技部、工信部等 13 个部委联合启动“六卓越

一拔尖”计划 2.0，要求全面推进新文科建设[2]。

2020 年，教育部新文科建设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

大力推进新文科建设，并且发布《新文科建设宣

言》[3]，全面部署新文科建设。由此可见，数字

经济时代的到来提升了对数字人才的需求，新文

科的建设也推动了复合型文科人才的创新创业

能力培养。然而，现有文科人才缺乏数字技术、

社会人文和商业经济等交叉学科的知识和技能，

而且创新创业能力不足。面对数字经济带来的技

术发展、产业变革和商业发展，高校人才培养体

系的改革必须与时俱进。如何优化新文科复合型

人才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体系值得深入研究和

探索。 
    我国学者对于新文科人才培养的研究主要

在近几年兴起，截至 2022 年 3 月 24 日，在中国

知网搜索标题含有“新文科”的文献仅有 1 385
篇，而且主要从 2019 年开始。在培养模式方面，

田娟娟[4]、万鑫[5]等探索了金融、营销等新文科

专业以及专业群的建设改革对策。在创新创业能

力培养方面，凌学岗[6]等从创新创业的实验实训

教学角度对新文科人才培养方案进行分析；江涛

涛[7]构建了新文科背景下的双循环创新创业教育

体系，提出了具体改革措施。在顺应社会需求方

面，邢娜[8]分析了产教融合在新商科人才培养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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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的应用；陈恒[9]基于世界知识生产视角研究

时代的变迁、文化中心的转移和发展趋势对新文

科建设的要求；陈晓芳[10]结合“互联网+”与我

国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研究了新时代商科“三位

一体”的深刻内涵，并结合新时代对商科人才的

需求，对高校商科人才培养提出了改革建议。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集中在一般性对策方

面，没有对数字经济时代下新文科复合型人才培

养的具体要求和措施进行深度分析，缺乏对高等

院校新文科人才创新创业能力培养的系统研究。

因此，针对数字经济时代对新文科复合型人才的

需求，从创新创业能力视角，进行培养体系的构

建研究与实践探索具有一定意义。 
    二、人才能力需求和人才培养问题分析 
    (一) 人才能力需求分析 
    创新创业教育是推进数字经济时代新文科

建设的重要路径，新文科人才基于创新创业知识

和能力能够更好地将新兴技术和知识综合应用

到实践中解决社会问题。为进一步了解数字经济

时代企业对新文科复合型人才创新创业能力的

需求，通过网络问卷的方式向企业发放调查问

卷。企业所在地主要分布在湖北、广东、北京等

地，企业所涉及的行业主要包括商业服务、互联

网、制造业等。回收有效问卷 410 份。 
    对问卷数据进行统计(如图 1)，发现企业首先

看重的是人才的开拓精神、执行力、商机识别以

及资源整合能力，其次是商业计划写作、创业融

资、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等方面的能力。在具体

的专业技能需求中，除了要求学生掌握相关的专

业知识以外，还需要学生能够灵活运用现代信息

技术、人工智能等方法或工具。 

 

 
图 1  人才能力需求问卷统计 

 
    (二) 人才培养问题分析 
    尽管国内许多高校结合自身实际开展了创

新创业教育，但也存在许多不足，主要存在以下

问题。 
    1. 课程设置不合理 
    传统文科课程设置没有打通社会人文、经济

管理和大数据等的知识壁垒，没有设置交叉学科

的课程体系，这样就导致不能充分满足数字经济

时代对新文科复合型人才的需求。同时传统文科

教育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过度分化，也就是分化

有余而综合不足的情况，教学内容越来越专，失

去了学科的综合性，制约创新创业人才的培养。 
    2. 创新创业能力培养方案没有迭代优化 
    很多高校的培养方案无法及时与社会需求

对接。为了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和技术发展趋势，

需要不断地、适时地更新培养方案，需要推进新

文科各专业的培养方案迭代优化，并且做好专创

融合，实现创新创业教育课程的协同更新。 
    3. 创新创业教育师资匮乏 
    一是我国部分高校没有专门的创新创业教

育师资，而是从辅导员或者其他专业老师中选

聘。二是很多高校的创新创业教师缺乏创新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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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经验，传授知识偏向于“纸上谈兵”。三是

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迅速发展，部分教师跟不上

时代发展，创新创业认知相对滞后。尽管有学校

尝试从企业中聘请创业导师，但因资金少、人事

难协调，或者外聘的企业导师仅具备实践经验而

理论知识不足等原因，教学效果也难以保证。因

此，师资队伍不足制约新文科人才创新创业能力

的培养。 
    4. 关于学生和老师的激励机制不健全 
    一方面，高校对于创新创业教育的学时学分

设置缺乏灵活性，导致不能满足学生创新创业能

力培养过程中的个性化需求。另一方面，在教师职

称评定、考核评价等政策文件中，对从事创新研

发和创业实践教育的教师缺乏合理评价和晋升

激励，影响教师投身于创新创业教育的积极性。 
    5. 创新创业教育基地使用不足 

    尽管我国大部分高校都建有创新创业教育

实践基地，但是各高校重视程度不一，部分高校

的创新创业教育实践基地流于形式，没能有效成

为创新创业教育的服务载体。或者功能单一，只

是作为基础的教学和办公场地，缺乏创新训练平

台和创业孵化等综合功能。 
    综合上述问题分析，需要结合新文科专业人

才培养定位，设置交叉学科课程，进而基于专创

融合，建立创新创业人才培养体系，并且完善机

制建设以保障该培养体系的有效运行。 
    三、四级联动人才培养体系分析 
    (一) 体系要素分析 
    以数字经济新技术发展为背景，围绕新文科

复合型人才创新创业能力培养，按照“八维一体”

的建设思路，构建“创意—创新—创造—创业”

四级联动的人才培养体系(如图 2)。 
 

 

图 2  四级联动培养体系 

 

    该体系包含八个维度的要素，其中培养目标

为方向指引，课程体系为核心抓手，培养模式、

实施路径和运作模式为落地策略，运作机制、保

障体系和评价反馈为支持体系。这八个维度的要

素有机组合，共同作用，实现人才创新创业能力

培养的四个阶段联动。 
    (二) 联动阶段分析 
    (1) 创意阶段。建设创客实验室，通过虚拟

仿真等模拟训练，引导学生对商业社会大数据进

行分析，进行商机识别和行业认知，在产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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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模式、经营管理方法等方面进行创新设计。 
    (2) 创新阶段。在创意阶段培养基础上，发

掘优秀学生，引导学生参与创新创业训练项目，

将创意想法进一步细化完善，培养大学生创客。 
    (3) 创造阶段。在创新阶段的基础上进一步

沉淀优秀学生和优秀项目，以参加创新创业比

赛，完成项目原型打造。 
    (4) 创业阶段。深度指导和打磨优化创新创

业项目，教师针对性、个性化地深度指导和帮扶，

对接校外产业和政府资源，实现产品原型的市

场化试运行推广，促进实现成果转化和商业化

发展。 
    四、四级联动培养实践探索 
    通过四级联动培养体系对新文科人才创新

创业能力进行深度培养，该体系的有效运行需要

做好以下方面：一是顶层设计。明确新文科人才

创新创业能力培养目标；二是课程抓手。以培养

目标为导向，完善交叉学科及专创融合课程体系

设置；三是落地实施策略。根据学校实际，做好

培养模式、实施路径和运作模式的方案设计。四

是该体系落地实施过程中的管理和保障，包括评

价反馈、运作机制和保障体系。下文以武汉理工

大学为例，对其实践探索进行分析。 
    (一) 四级联动培养体系的顶层设计 
    人才培养目标是培养体系构建和系列工作

开展的前提与基础，结合数字经济时代的现实需

求和武汉理工大学的特色优势，进一步细化新文

科复合型人才创新创业能力培养的目标，探索建

立三层培养目标体系，如图 3 所示。首先是交叉

学科知识能力层，这一层次主要面向新文科专业

全体学生，培养学生掌握计算机、互联网和数字

科学等交叉学科领域的知识技能，并且培养学生

的创新创业意识；二是专创融合层，这一层次主

要面向参与创新创业相关活动、项目训练和比赛

的学生，培养学生将交叉学科知识和创新创业知

识综合应用的能力；三是综合实践层，主要面向

创业团队，通过项目实践，培养学生的创新创业

实践能力。 
 

 

图 3  三层培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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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四级联动培养体系的关键抓手 
    课程教学是人才培养过程中的核心，需要科

学设置课程体系，优化课程内容。课程体系由课

程群构成，课程群由课程构成。课程按照性质可

以分为公共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等[11]；

按照重要性可以分为核心课、专业特色课程以及

非核心课[12]。以上述人才培养目标为导向，实践

探索重构课程体系，如图 4 所示。 
 

 
图 4  耦合课程群 

 
    结合培养目标，课程体系分为三个耦合课程

群，一是新文科交叉学科课程群，顺应数字经济

时代趋势设置专业所需交叉学科基础课、交叉学

科公共课和交叉学科细分方向课，以必修课、公 

选课和专业选修课等形式开展。二是专创融合课

程群，包括创新创业公共基础课、创新创业通识

选修课、创新创业专业课等，以专业必修课、专

业选修课、公共选修课等形式开展，进行创新创

业知识、方法、工具和创业案例的教与学，引导

学生形成创新创业意识、理解创新创业理论、掌

握创新创业方法。三是实践训练课程群，包括开

设创新创业实训课和创新创业专题培训课，开展

沙盘模拟、创新产品打造、创新创业竞赛指导以

及系列专题培训，培养学生具有开展创新创业活

动和项目实践的综合能力。 
    (三) 四级联动培养体系的实施策略 
    1. 四级联动培养模式 
    一是丰富多元化的培养模式。实践探索创新

创业案例教学、创新创业模拟实验教学、创新创

业决策虚拟仿真教学、产品原型打造实训教学、

企业联合教学、专题沙龙等培养模式，引导学生

更好地将专业知识能力与创新创业知识能力融

合，解决现实问题。 
    二是建立多阶段联动的培养模式，结合“创

意—创新—创造—创业”四阶段联动培养需求，

设计四级联动培养模式，实践探索课外兴趣班、

双创导师工作坊、比赛训练营、夏(冬)令营等多

种培养模式。通过灵活的小班授课和差异化项目

实训方式，实现新文科人才创新创业能力的个性

化分层培养，如表 1 所示。 
 

表 1  新文科人才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模式 

阶段 培养模式 

创意—创新阶段 
课外兴趣班、双创导师工作坊等培养模式：初步发现优秀学生，进行交叉学科知识和创新创

业知识技能的学习、实验实践活动，导入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 

创造—创业阶段 
比赛训练营、夏(冬)令营等培养模式：指导学生参加科技创新类比赛、创业类比赛，指导学生

进行创新创业项目孵化 

 
    2. 实施路径 
    实践探索两大实施路径：科教融合路径和产

教融合路径。 
    在创意阶段和创新阶段，主要实施科教融合

的路径。一方面，从新文科人才所需要具备的复

合型专业能力培养入手，将高水平的科学研究融

入课堂教学内容，培养学生的科研与创新能力。

另一方面，通过学校科研课题、外部科研机构项

目、企业联合研发项目等多种项目渠道，引导学

生参与科学研究，将学习到的专业知识应用到科

技创新项目中。 
    在创造阶段和创业阶段，实施产教融合的策

略，依托数字经济背景，立足各行业，探索校、

政、企、社四方合作，由企业专家和学校专业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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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共同开发课程和教材、共建实验实训基地等。 
    3. 运作模式 
    结合四级联动阶段，实践探索模拟实验、项

目实训、双创竞赛、平台孵化四类运作模式。创

意阶段主要采用虚拟仿真训练模式，包括创业模

拟经营、商业画布、商业洞察等虚拟仿真项目训

练，引导学生形成创新创业意识，培养创新创业

兴趣，激发创意想法。创新和创造阶段主要采用

项目训练模式和双创比赛模式。在项目训练模式

中指导学生参与大学生自主创新项目、国家级大

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以及其他类型的校内

外创新创业项目。在双创比赛模式中指导学生

参加科技创新类比赛和创业类比赛，训练学生

的创新创业思维和能力。创业实战阶段主要采

用平台孵化模式，依托学校软硬件平台，对接

产业资源，对优质项目进行孵化，促进项目成

果市场化发展。 
    (四) 四级联动培养体系的管理保障 
    1. 运作机制 
    实践探索多主体协同运作机制。主体涉及创

新创业团队、双创导师、学校相关管理部门，以

及学校外部的科研机构和政企单位。一是健全各

级创新创业基地的运营管理机制和入驻创业团

队的管理机制。二是优化双创导师管理机制，包

括课程教学团队的组建机制，双创导师的激励机

制，外部师资的选拔、合作与激励机制，以及师

生对接帮扶机制。三是建立学院和学校相关职能

部门的协同运作机制，创业学院牵头，协同各学

院、团委、教务处、研究生院、科学发展研究院

等职能部门，整合全校优质创新创业项目资源、

学生资源和导师资源，共同促进创新创业教育和

各项活动的开展。四是建立开放灵活的校外合作

机制，鼓励和当地政府、科研机构、企业等开展

创新创业项目合作，按照合作项目的合作方式和

合作内容制订科学合理的合作管理细则。 
    2. 保障体系 
    实践探索完善硬件保障和软件保障。硬件保

障方面，我校建有专业实验室、创客空间、创业

梦工场、创业园四级联动硬件平台。创意—创新

培养阶段使用的硬件平台包括模拟实验和虚拟

仿真训练的教学场地、设备和线上平台。创新—

创造培养阶段使用的硬件平台主要有各学院或

各校区建设的创客空间，创客空间除了提供创新

创业训练项目工作场所以外，还能保障大学生创

新设计和原型打造等工作开展。创客空间还提供

数字制造等产品原型制造设备，利用 3D 打印机、

三维扫描仪等数字制造设备，一站式保障学生能

够将创意变成创新设计产品原型。创造—创业阶

段，依托学校的创业梦工场，为团队注册公司提

供注册场地和工位资源，对于项目质量优良、具

备市场化转化条件的，进一步对接发展所需要的

社会资源。 
    软件保障方面，一是健全组织保障，建立校

级创新创业领导小组以进行顶层决策；建立创业

学院，有效协同校内外多方机构和整合各方资

源。二是做好双创师资保障，一方面强化内部师

资学习，组织教师参加创新创业教育相关会议和

培训，开展“传、帮、带”活动。另一方面引进

外部师资，打破校企壁垒，充分发挥校外创业导

师作用。联合校内外师资成立双创导师工作坊、

咨询工作室和研究中心。三是做好资金保障，丰

富资金筹措渠道，用好专项资金、孵化基金、校

外合作项目基金等，为上述运作机制、硬件建设

和软件资源提供资金保障。 
    3. 评价反馈 
    实践探索通过完善的管理体系和评价反馈

形成闭环，持续改进、弥补不足、迭代优化。一

是完善管理体系，明确各组织机构职责、管控事

项、工作流程，并将设计的程序与制度匹配。二

是完善评价反馈机制，要求相关主体对四个培养

阶段及时反馈实施、运行、管理中出现的问题，

提出改进建议，完成诊断报告及信息发布，并将

整改目标、时间、路径和要求通过一定的工作流

程落到实处。 
    五、结语 
    新文科复合型人才的创新创业能力培养是

数字经济时代的客观需要和必然趋势。本文分析

了新文科建设背景下数字经济时代对复合型人

才创新创业能力培养的需求，构建了“八维一体”

的四级联动培养体系，并提出实践探索方案，目

的在于迎接科技变革、产业变革和社会变革的新

挑战，大力培养具有创新创业能力、善于解决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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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问题的复合型人才。本研究对于高校适应经济

发展新常态、培养新文科复合型人才的创新创业

能力具有一定的理论参考和实践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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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raining of traditional liberal arts talents is difficult to adapt to the development and changes 
in the era of digital economy, so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to systematically explore the cultivation of 
innovative and entrepreneurial ability of new liberal arts talents. This paper analyzes firstly the demand for 
human ability in the era of digital economy, and then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talent training from the aspects 
of interdisciplinary curriculum, training plan, educational teachers, incentive, and base construction. Then it 
constructs the four-level linkage training system, and puts forward the four-level linkage stage of 
‘creativity-innovation-creation-entrepreneurship’, as well as eight system elements, such as training goal, 
curriculum system, training mode, implementation path, mechanism and so on. Finally, the practical 
exploration of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is analyzed to provide theoretical basis and practical 
reference for the cultivation of innovative and entrepreneurial ability of compound talents of new liberal arts 
in the era of digit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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