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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建设“升级版”创新创业教育体系既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需要，也是改善民生、促进就业的需要。以美国、英国、德国、以色列、新加坡、日本等六国

为例，分析发达国家创新创业教育体系建设的现状，发现其呈现出政策鼓励、市场调节、多元参与、

环境宽松和终身教育等五个特点。我国建设“升级版”创新创业教育体系，需要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

完善政策保障机制，实施多元主体参与，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厚植创新创业文化，推进创新创业教育

横纵双向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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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体系是各类“教育要素”的有序组合，

包括教育结构体系、教育治理体系、师资培育体

系、课程教材体系、教学实施体系、环境保障体

系和社会服务体系等七个子系统。放眼全球，创

新创业教育体系建设已成为世界各国拓展高等

教育功能的一项主要任务，“创新创业”与“从

业就业”已成为高等学校毕业生走向职场的两条

主要通道。2010 年 5 月，我国教育部颁布了《关

于大力推进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和促进大学

生自主创业工作的意见》，提出将创新创业教育

体系正式纳入高等教育制度范畴。2018 年 6 月，

国务院颁布了《关于推动创新创业高质量发展 
打造“双创”升级版的意见》，对创新创业教育

体系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在各地加快

推进本科院校“双一流”建设、高职院校“双

高”建设的宏观背景下，部分高等学校对创新创

业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知逐渐弱化，创新

创业教育体系建设出现了明显的“迟滞”现象，

难以为国家打造“双创”升级版提供有效支撑。

与之对应的是，发达国家创新创业教育体系建设

日臻完善，在拓展高等教育功能、促进毕业生就

业创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研究发达国

家创新创业教育体系建设的现状，解析其主要特

点，可为我国建设“升级版”创新创业教育体系

提供参考。 
    一、发达国家创新创业教育体系建设的现状 
    以美国、英国、德国、以色列、新加坡、日

本等 6 个国家为例，分析发达国家创新创业教育

体系建设的现状。研究发现，发达国家创新创业

教育体系虽在政策保障、教育形式、教学方法等

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均将创新创业教育要素

有效地凝聚在一起，并释放了市场要素活力，增

强了广大民众创新创业的内生动力，推进了经济

社会的持续发展。 
    (一) 美国 
    美国作为世界最为发达的国家之一，一直高

度重视创新创业教育体系建设。早在 1990 年， 
Plaschka 等就提出，创新创业教育与发展国家生

产力、提升美国经济世界竞争力密切相关，建议

联邦政府、州政府加快构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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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的创新创业教育体系[1]。在学界与政界的共同

努力下，经过 30 多年的努力，美国逐步建立起

以高等学校为核心，各级政府和社会组织、非政

府组织共同参与的创新创业教育体系。 
    美国政府高度重视创新创业法律保障体系

建设。2009 年，奥巴马(Barack Hussein Obama)
政府颁布并实施了“美国创新战略”，提出了加

大创新基础投入、刺激市场竞争、优先发展国家

重点项目的三级“金字塔型”发展蓝图[2]。2011
年，美国创新创业咨询委员会(NACIE)向联邦政

府提出了关于推动高等学校专利商业化的建议，

请求政府持续加大对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的经

费支持，为高等学校师生营造安全、健康的创新

创业环境[3]。2012 年，奥巴马政府制定了“创业

美国”计划，要求小企业局(SBA)5 年内投入 10
亿美元发展初创项目，并与能源部(DOE)联合，

共同实施指导行动，促进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成

果的转化[4]；将关键小企业(small business)投资的

资本利得税的免征比例提高到 75%，动员金融机

构为中小企业提供更多的贷款，鼓励其积极参与

市场竞争[5]。2015 年，奥巴马政府再次提出了“创

新新战略”，并设立了教育高级研究计划局

(ARPA-ED)，大力发展创新创业教育[6]。2020 年，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发布了《增强美国

创新优势 2020》报告，宣布持续增加研究与试验发

展(R&D)经费投入，致力于创新创业教育基础设施

建设，保障项目能够顺利“孵化”[7]。 
    美国各级政府、各级各类学校、社会机构以

及非政府组织等主体共同参与了创新创业教育

体系建设，且各主体之间形成了紧密合作关系。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牵头成立了由各高等学校、研究院、企业等主体

共同参与 的创新创 业团体 (NSF Innovation 
Corps)，实现了从项目研发、项目培训到成果转

入市场等各个环节的有机衔接。政府创新创业办

公室直接与各高等学校对接，及时了解创新创业

教育的进展情况，培育具有经济价值的创新创业

项目。2013 年，联邦政府发布了《创新与创业型

大学：聚焦高等教育创新和创业》报告，提出了

促进学生创新创业、鼓励教师创新创业、支持大

学专利及科技成果转化、促进校企合作、参与区

域经济发展等创新创业教育体系建设的五大核

心领域[8]。有资料显示，2017 年，美国联邦政府、

非营利机构基金、各行业企业等主体以“种子资金”

和“风险基金”等方式，为从事创新创业活动的教

师、学生和工作人员提供的经费就高到 682 亿美元

(折合人民币近 4500 亿元)[9]。 
    美国高等学校设置了本科生、研究生乃至博

士后人员的创新创业课程，供学生自主选择学

习；建立了众多的“创客空间”，供学生对自己

的创新创业设想进行实践、验证和推广[10]。高等

学校积极拓展校外合作渠道，不断壮大创新创业

教育实力。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利用

企业人力、物力资源创建了“科技工业园区”，为

学生提供了创新创业实践场地[11]。通过校企合作，

企业可顺利获得最新科研成果，及时调整企业发

展策略，扩大市场竞争优势；学校也获得了企业

支持，使创新成果尽快形成效益。2021 年，美国

公立和赠地大学协会(APLU)颁布了“创新和经济

繁荣大学(IEPU)计划”，进一步推动了高等学校与

私营经济部门及政府之间的资产合作，有效地促

进了高等学校创新创业项目的转化[12]，校内创新

创业教育与校外创新创业活动实现了一体化。 
    (二) 英国 
    英国政府运用资金援助手段促进创新创业

教育发展，先后设立了“科学创业挑战基金”

(Science Enterprise Challenge Fund)、“高等教育创

新基金”(Higher Education Innovation Funds)、“社

会创业奖金计划”(Social Entrepreneurship Awards)
和“国家生产力投资基金”，鼓励高等学校的师

生开展创新创业活动。2009 年，为加快建设创新

创业教育体系，英国政府组建了商务、创新和技

能部(Department for Business, Innovation & Skills)，
由其具体负责制定国家科技战略发展规划，支持

高等学校师生创业和发明创造。2017 年，英国政

府发布《技术与创新的未来 2017》报告，提出了

建立全球化英国(Global Britain)的设想，决定到

2022 年，“国家生产力投资基金”年投资总额达

到 310 亿英镑(折合人民币 2 600 亿元)，确保本国

“创新创业世界领先”[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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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创新创业教育体系也重视校企合作，实

现了多主体参与。2008 年，英国创新、大学与技

能部发布了《创新国度》白皮书，认为企业与高

等学校应建立良好的沟通机制，政府应加大政策

支持力度[14]。2009 年，英国成立了高等学校创新

创业教育协会，与国内外企业共同开发创新创业

教育特色课程，在高等学校实施完整的创新创业

教育。2017 年以来，英国创业型大学创新了各种

形式的创业活动，包括与公共和私营企业建立合

作关系促进创新成果落地、专利申请及孵化器开

发、技术转让和发明、建立研究小组或实验室、

为新成立的公司提供创新平台等[15]。2021 年，英

国中央兰开夏大学(University of Central Lancashire)
开展了 50 英镑“种子基金”资助“弹出式商店”

活动，邀请具有企业家工作经历的教师和学生一

起，采用“体验式学习”方法，探索了高等教育

培养大学生企业家精神的最佳方式。实践结果表

明，具有企业家经历的教师能够更为有效地帮助

学生实施创业活动，并规避各种风险[16]。 
    英国创新创业教育与企业发展相互契合，高

等学校创新创业课程设计、教学过程、教学评价

均有企业专家参与。兰卡斯特大学 (Lancaster 
University)的公共选修课程“创业家与创业”、伦

敦城市大学(London Metropolitan University)的
“游戏技术”学士学位课程、谢菲尔德哈勒姆大

学(Sheffield Hallam University)的“模拟创业环境

与过程”课程等，均由校企合作开发，保证了课

程的实用性[17]。除政策支持、校企合作外，英国

政府还为高等学校开展创新创业教育营造了宽

松的社会环境。行政部门、高等学校、科研机构

等经常组织创新创业教育会议，有效加强了政企

校之间、不同高等学校之间、不同专业学者之间

的联系。爱丁堡(Edinburgh)地方政府以“加强创

新创业教育”为主题，每年均召开一次国际创业

教育者年会。2019 年，诺森比亚大学(Northumbria 
University)和纽卡斯尔大学(Newcastle University)
联合主办了小企业与创新创业研究年会，集中讨

论基于专业的创新创业教育问题[18]。 
    (三) 德国 
    进入 21 世纪以来，德国开始投入大量的资

金建设创新创业教育体系。2017 年，德国联邦经

济部发布《创新政策重点》，决定向中小型企业

提供研发税收激励措施，助推校企合作研究，促

进创新创业；启动“非技术创新”行动计划，推

动商业模式、合作网络以及文化创意产业的创

新；将 2011 年实施的 EXIST 创业计划年资助资

金增至 9 000 万欧元(约人民币 6.5 亿元)，用以加

强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文化建设、增加衍生公司数

量、吸引外国创业团队等。与此同时，德国还启

动了创业交流计划(GISEP)，致力于打造创新创

业教育新生态[19]。2021 年，德国联邦教研部部长

瓦青格(Bettina Stark-Watzinger)指出，科技创新是

德国经济保持领先的关键，必须加大科研创新的

资金投入。同年，德国政府制定了“全社会研发

投入达到 GDP 3.5%”的目标，支持应用技术大

学、中小型大学、初创企业、中小型企业和社会

机构开展创新创业活动；引导所有高等学校致力

于开发劳动者的生存技能，加强与企业的紧密联

系[20]。目前，德国已经有 3 万多家研究型企业和

11 万多家创新型公司，持续为市场提供新技术和

新产品。 
    德国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课程既具有立

足某一专业的针对性，也具有面向所有学生的普

适性和面向社会的开放性。高等学校(包括研究性

大学、应用技术大学和职业学校)均为学生提供形

式多样的创新创业课程，供学生自主选择学习。

波茨坦大学(Universität Potsdam)以艺术设计专业

为基础设置了创新创业课程，柏林洪堡大学

(Humboldt-Universität zu Berlin)立足高新技术发

展设置了创新创业课程，科特布斯勃兰登堡工业

大 学 (Brandenburgische Technische Universität 
Cottbus)依据各专业特色设置了创新创业课程，

为创新创业者提供了多种选择。部分综合性大学

还成立了创新创业“孵化器”，学校选派专业教

师指导学生实施创新创业项目[21]。任何具有创新

创业想法的学生均可进入创新创业“孵化器”咨

询创业法规、市场行情以及创新创业技术等。具

有相同创业理念和创业兴趣的学生还可组织在

一起，在专业导师的指导下开展项目研发、技术

运行等工作。同时，德国还建立了国家创新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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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彰制度，鼓励具备个性意识和冒险精神并长期

致力于创新创业活动的各界精英，在全国范围内

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创新企业家精神文化”。这

不仅体现于高等学校校园文化之中，也广泛地体

现在“人人崇尚创新、人人尊重创业”的社会环

境之中[22]。 
    (四) 以色列 
    与其他国家不同，以色列注重创新创业精英

教育，创新创业教育的针对性极强。早在 20 世

纪 90 年代，以色列政府就提出了“以创新创业

带动就业”的设想，在各级各类学校大力发展创

新创业教育。1973 年、1975 年，政府分别成立

“天才教育中心”和“天才和超常教育司”，每

年至少拨款2000万谢克尔(约人民币4 000万元)，
重点培养创新创业人才[23]。Yeshua-katz 等认为，

以色列的创新创业精英教育并未加速社会分层，

却生成了独特的混合文化模式。通过培养儿童的

反等级意识和主动竞争意识，增强了学生的创新

创业意愿和创新创业精神[24]。 
    以色列创新创业教育体系具有多样化特征，

强调社会各界共同参与。高等学校均与政府、企

业合作建立了“孵化器”、产业园区等创新创业

教育实践基地，吸纳具有创办企业实践经验的人

员作为导师，指导学生开展创新创业活动。以色

列理工学院(Israe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设立了

体系完备的科技园、创业中心和研究开发基金公

司等机构，为师生创新创业提供了多重保障[25]。

同时，该校还与海法大学(University of Haifa)等
研究型大学建立了合作关系，实现了资源共享。

高等学校多选址于高新科技产业带，相关企业能

够为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提供资金、设备等支

持；高等学校的科研成果也可迅速进入企业，为

企业带来丰厚的经济效益[26]。 
    以色列创新创业环境宽松自由。以号称“世

界创业之城”的特拉维夫(Tel Aviv-Yafo)市为例，

政府充分利用城市设施为创新创业者提供各种

便利服务。位于商业中心的市图书馆设立了专门

区域作为“创客空间”，为创新创业者提供了更

新创新创业知识、激发创新灵感的“场地”以及

进行创业活动、研发产品的“场所”。任何有创

新创业欲望的人均可递交申请获得入驻机会，时

间可达 6 个月之久，每人每月只需支付 210 个谢

克尔(约合人民币 425 元)就可以享受所有图书馆

的所有设施及各类资源。政府为创新创业者免费

提供各种咨询和各类培训，使缺少经验的初次创

业者均能获得相应的创业能力和创业机会。此

外，各高等学校还设立了科研成果转化办公室，

专门负责为校内外潜在企业家提供各种信息服

务与创新创业指导[27]。 
    以色列高等学校开设的创新创业课程门类

较多，且注重市场化。以色列理工学院(Israe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的创新创业课程可细分为

18 个门类，形成了多平台、网络化的实践课程体

系。教师能够及时将创新创业典型案例融入课程

之中，培养学生的“实战”经验。以色列每年均

举办全国性的创新创业竞赛活动，为高等学校提

供展示创新创业教育成果以及相互交流的平

台。鼓励学生积极参加各种创新创业大赛活动，

参与情况会被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考核以及对教

师的评估[26]。 
    (五) 新加坡 
    与其他发达国家比较，新加坡政府支持民众

创新创业的政策力度更强。进入 20 世纪以来，

新加坡政府基于国内创新人才短缺的状况，明确

提出了培养创造性人才的目标。所有年满 18 岁

的公民均可申请成立有限责任公司，外国人也可

以向新加坡政府申请“创业获准证”，公司注册

资金最低只需 1 新元(约合人民币 4.60 元)。同

时，新加坡设有大量的“服务式”办公室，创

业者只需每月缴纳 300~500 新元(约合人民币  
1 400~2 300 元)就可租用办公场所[28]。2021 年，

新加坡政府编制的预算显示，年内投资 73 亿新

元(约合人民币350亿元)用以提升本国科研能力。

国立研究基金会推出了“研究、创新与企业 2025
计划”，确定每年研发投入不少于 250 亿新元(约
合人民币 1 175 亿元)[29]。新加坡政府国际企业发

展局(IE Singapore)主动为初创企业提供各种支

持，为想“走出去”的企业量身定做“专属方案”。

尽管新加坡仅有 500 多万人口，但其企业数量多

达 15 万家，其中中小微企业达 15 万余家，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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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提供了 70%以上的就业机会[30]。 
    新加坡高等学校推行“内外双轨”创新创业

课程制度。校内课程方面，高等学校注重及时削

减与创新创业实践不相符的课程，紧跟经济发展

需求，增加了“创意模块”课程。国立大学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南洋理工大学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等均开设了

“直通车计划”，打破了原来的学科界限，为创

新创业精英打造了“综合课程”，其内容涵盖了

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多个领域[30]。如南洋

理工大学为学生提供了科学技术创新和硕士创

业课程(MSc TIP)，涵盖了初创企业成长各阶段的

问题和解决方案；聘请经验丰富的学者、从业者

和企业家担任教授，让学生通过体验式学习，掌

握必要的创业技能[31]。校外课程方面，新加坡强

调企业创新创业教育的参与权。新加坡国立大学

与企业联合成立了创业中心、海外学院，积极发

展面向本科生的创新创业教育实践项目；新加坡

理工学院(Singapore Polytechnic)与当地一家面粉

厂合作研发了“双色双味面条项目”，在引领制

面行业市场消费、带动企业经济效益增长的同

时，也为在校生提供了“职前体验”课程，有效

调动了学生接受创新创业教育的热情[30]。 
    (六) 日本 
    与新加坡一样，日本政府也允许设立 1 日元

注册资本的公司。失业人员独立创办企业，政府

可给予更加优惠的税收待遇。在日本，只要有人

提出申请创办企业，政府就会根据申请人情况，

给予一定数额的“事业助成金”。政策性金融机

构也会为创新创业者提供无担保(无抵押)贷款。

日本厚生劳动省规定，在社会急需的老人(病人、

残疾人)护理、婴幼儿保育、家居装修等领域的

创新创业者，可享受减免税、信贷支持等政策支

持[32]。自 2015 年以来，日本经济产业省每年都

会拨款 50 亿日元(约合人民币 2.75 亿元)，用于支

持高等学校开展创新创业活动。日本计划到 2025
年，高等学校毕业生的创新创业比率达到

10%[33]。 
    与美、德两国相比，日本创新创业教育体系

建设体现了政府主导的特点[34]。2003 年，日本成

立了政府相关部门、高等学校、中小企业共同参

与的“创新创业能力开发中心”，由其具体负责

创新创业教育资源开发工作[35]。高等学校将培养

具有企业家精神与能力的创新创业人才作为重

要职责，强力推进创新创业辅导机构、创业孵化

基地建设，加强了课程设计与教材开发工作。

2020 年，日本政府首次提出“社会 5.0”的概念，

将沿用了 25 年之久的《科技基本法》修订为《科

技创新基本法》，计划到 2025 年培养大量创新创

业人才，实现数字化社会变革，鼓励青年实施

创新创业活动[36]。 
    日本创新创业教育体系具有阶段性的特征，

且各阶段实现了有效衔接。大学前创新创业教育

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创业基本素质，在学生的

“综合学习时间内”潜移默化地展开。学生可利

用假期免费参与高等学校或企业举办的创新创

业讲座；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进一步拓展了教

育内容的广度和深度，不仅为在校生提供“傍晚

集中讲座”等非正式学习机会，还提供“黑客马

拉松”“创意马拉松”等实践课程(活动)。组织学

生参加企业组织的撰写“商业计划书”比赛，优

胜团队可获得与海外同类高等学校、相关企业以

及创新创业教育人员交流学习的机会，有效开拓

了学生的创新创业视野，促进了创新创业项目的

“孵化”。 
    二、发达国家创新创业教育体系建设的特点 
    分析以上 6 个发达国家创新创业教育体系建

设现状发现，发达国家创新创业教育体系建设起

步较早，体系内容及功能也较为完善。各国均借

鉴他国经验，立足本国实际，不断延伸了创新创

业教育服务链条，拓展了创新创业教育的覆盖

面。归纳发达国家创新创业教育体系的共同特

点，主要体现在政策鼓励、市场调节、多元参与、

环境宽松和终身教育等五个方面。 
    (一) 制定创新创业鼓励政策 
    发达国家均通过制定创新创业鼓励政策，强

化了广大民众接受创新创业教育的意愿。美国实

施的“三级金字塔型创新发展蓝图”计划，英国

设立的全国性“创新创业基金”及实施的“社会

创业奖金计划”，均推进了创新创业教育体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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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与发展。尽管各国制定的政策内容与形式各

异，但均为民众实施创新创业行动提供了可靠保

障。创新创业教育成为中小微企业发展的动力

源，在促进就业、发展经济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

用。深入分析各国制定的创新创业鼓励政策发

现，所有政策均无“鼓励发展”“大力支持”等

词汇，而是向创新创业者提供“真金白银”。除

允许设立 1 元公司外，部分国家还通过多种途径

为创新创业者提供“风险投资”支持。政府利用

公共财政资金，建立了大量的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和实习实践基地，向具有创新创业意愿的高等学

校毕业生或失业者免费提供教育服务，并以最低

的价格向创新创业者提供专用场地、办公设施

等，有效激发了广大民众接受创新创业教育、实

施创新创业行为的热情。 
    (二) 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 
    按照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市场由

市场主体、市场客体、市场机制组成。其中，市

场主体指交换物的占有者或让渡者，市场客体指

交换物本身，市场机制指交换物占有者的让渡意

志和让渡行为[37]。西方发达国家创新创业教育体

系均实现了多元主体参与，各级各类主体主动为

创新创业者服务。能够实现这一目标，关键在于

高等学校与企业一样具有独立的法人地位，能与

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签订合作协议，与相关

主体建立密切的契约关系，市场机制能够充分发

挥资源配置作用。在创新创业教育体系的建设过

程中，高等学校和合作主体建立了风险共担、利

益共享的运行模式，有效解决了高等学校办学资

金的“公益性”与企业拥有资金的“趋利性”之

间的矛盾。政府的职责在于“搭台铺路”，让高

等学校、企业、社会组织等各类主体“登台唱戏”，

充分发挥其协同效应。市场调节机制与政府调控

手段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高等学校的创新创业

教育“从脱离市场的片面教育”逐步转向与企业

技术进步、产业转型升级需求高度契合的全面教

育。同时，市场要素有效融入创新创业教育之中，

有效提升了高等学校师生的创新创业成功率。 
    (三) 高等学校与多元主体合作 
    发达国家将创新创业教育体系建设视为一

项社会系统工程，坚持政府主导，以高等学校为

主体，实现了多方面、多机构的共同参与。美国

斯坦福大学通过校企合作，创建了“科技工业园

区”，为师生提供了优越的创新创业实习实践场

地。英国高等学校通过建立专业协会组织，与国

内外企业共同开发了创新创业教育课程，企业聘

用人员与学校教师共同参与课程设计、教学实

施、教学评价等环节。德国通过实施“EXIST”
区域创新创业计划，支持高等学校与校外经济

界、科学界和政府部门建立起“伙伴关系”，形

成了多主体参与的创新创业教育体系。具有“世

界创业之城”美誉的以色列特拉维夫市将市政公

共设施作为创新创业者的“创客空间”，使图书

馆等场所成为创新创业者补充创业理论知识、激

发创新灵感的场地。日本高等学校通过与社会组

织合作，成立了创业能力开发中心、创业辅导、

孵化基地等机构(场地)，形成了创新创业教育共

同体，使企业的技术优势与高等学校的人才培养

优势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统筹推进了创新创业教

育体系建设。 
    (四) 积极营造宽松的社会环境 
    发达国家在广泛开展创新创业教育、鼓励青

年人创新创业的同时，还积极营造宽松的社会环

境，通过“社会赞许”及经济、技术支持，鼓励

潜在企业家投身创新创业活动。英国高等学校创

新创业教育协会每年都邀请社会各界人士召开

学术会议，研究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遇到的实

际问题，开展创新创业教育痛点、堵点疏解行动；

德国政府通过制定并实施中小企业发展计划，及

时为创新创业者提供了信贷援助；日本厚生劳动

省规定，对社会经济发展急需领域的创新创业者

给予特别优惠政策，利用中小微企业补齐经济

“短板”。日本通过成立“创新创业能力开发中

心”，主动为中小企业提供技术支持和经济支撑，

也开发了大量的创新创业教育资源。为扩大本国

创新创业企业的世界影响力和竞争力，发达国家

均鼓励中小微企业“走出去”，并在相关方面给

予重点支持。新加坡政府通过组织“专业辅导小

组”，主动为创新创业企业量身定做“走出去”

方案，帮助企业扩规模、增效益，极大地提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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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国中小微企业的世界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 
    (五) 推进创新创业教育终身化 
    发达国家在高度重视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

育的同时，还积极推进创新创业教育的终身化。

其创新创业教育范围逐步从高等教育层次延伸

到基础教育层次，接受创新创业教育的学生年龄

越来越小，部分国家从幼儿园就开始了创新创业

教育。以色列政府通过成立“天才教育中心”，

重点培养创新创业拔尖人才，政府每年都会下拨

较大数量的资金，用于支持“天才教育”项目；

日本将创新创业教育延伸到中学阶段，利用“综

合学习时间”为学生举办创新创业讲座、模拟创

新创业等活动，为学生进入大学接受创新创业教

育奠定了基础。为鼓励创新创业者实现终身学

习，发达国家普遍加大了创新创业教育的公益性

投入。日本通过政府计划在 10 年内将高等学校

毕业生的创新创业率提高到 10%，并通过发放

“事业助成金”的形式，对创新创业者实施持续

跟踪，鼓励创新创业者终身学习。以色列特拉维

夫市将图书馆作为创新创业者终身学习的场所，

及时为创新创业者提供最新信息，帮助其掌握创

新创业最新的知识与技能。 
    三、发达国家创新创业教育体系建设的启示 
    经过 20 多年的建设，我国创新创业教育体

系已成雏形，教育效果逐步彰显。到 2021 年，

我国个体工商户已达 1.03 亿户，占市场主体总量

的三分之二，解决了 2.76 亿人口的就业问题。当

年，全国新设个体工商户 1970.1 万户，同比增长

17.2%[38]。然而，与国务院提出的打造“双创”

升级版的要求比较，我国创新创业教育体系建设

并不完善。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建设“升级版”

的创新创业教育体系，需要做好以下五个方面的

工作。 
    (一) 完善政策保障机制 
    创新创业成功率与人们接受创新创业教育

的积极性呈同向关系，创新创业政策体系与创新

创业教育政策体系一脉相承。与发达国家比较，

我国创新创业政策体系仍然存在许多尚待完善

之处。一是应充分发挥各级市场监管部门牵头成

立的“联席会议”作用，定期梳理制约创新创业

的“痛点”和“堵点”，并积极开展相应的“疏

解”行动。通过建立协会等措施，为创新创业者

搭建相互交流的平台、政策信息收集与发布的平

台。二是健全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规制体系，

完善创新创业鼓励措施，及时为中小微企业“纾

困减负”。通过财政担保等措施，引导金融机构

实施风险投资，为创新创业者提供资金支持。设

立创新创业投资基金，引导中小微企业不断扩大

经营规模，提升经济效益。三是构建风险监测预

警体系，完善创新创业信息通报制度。定期邀请

专家为初创企业“把诊问脉”，解决实际问题，

提升创业成功率。四是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坚决

杜绝涉企乱收费现象，广泛开展知识产权执法行

动，提升市场主体政策红利的获得感。 
    (二) 实施多元主体参与 
    与发达国家比较，我国创新创业教育体系尚

未形成多主体参与的格局，难以为“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提供有效支撑。实际上，创新创业教

育与创新创业活动均需面向市场，政府是市场管

理主体，理应做好市场调节不好或调节不了的事

情。同时，创新创业教育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

以及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等密切关联，政府作为

社会管理主体，理应发挥创新创业教育体系建设

的主导作用，保证其沿着正确的轨道运行。企业

既是创新创业活动的结果，反映了创新创业教育

的成效，也是创新创业成果的分享者，理应在创

新创业教育体系建设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企业

生产经营人员、生产经营场地等可为高等学校的

创新创业教育提供人力、物力支撑，可与高等学

校建立合作共赢的创新创业教育模式，加速创新

成果落地，尽快形成经济效益，与高等学校实现

成果共享、利益互惠。高等学校应加强与科技研

发机构的合作，积极发展创新创业教育社会组织

(机构)，开展创新创业课程开发以及社会实践基

地(科技园区、产业孵化)建设等工作。 
    (三) 优化教育资源配置 
    教育资源配置指教育资源在各级各类教育

之间、各地区之间和各学校之间的分配，旨在使

有限的教育资源得到充分、高效利用。创新创业

教育资源涉及多个方面，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是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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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我国建设“升级版”创新创业教育体系的基

础。当下，发达国家充分调动社会资源建设了“创

业之城”等，为开展创新创业教育及实施创新创

业行动提供了有力支持。借鉴发达国家经验，我

国也应进一步优化创新创业教育资源配置，明确

建设“升级版”创新创业教育体系的具体目标，

推进各阶段创新创业教育实现统筹发展、一体化

发展。完善师资培育体系，引导高等学校建立一

支适应新时代要求、具有国际视野的创新创业教

师团队。成立相关机构或组织，全面加强创新创

业课程、教材建设，保障创新创业教育课程符

合本土实际，达到国际化水准。鼓励发展创新

创业服务组织，加强校内外“众创空间”建设，

动员社会力量支持创新创业教育，服务创新创业

行动。 
    (四) 厚植创新创业文化 
    创新创业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

时，在社会文化层面的思想自觉，厚植创新创业

文化是建设创新创业教育体系的一项重要任务。

发达国家创新创业教育体系建设实践表明，推进

创新创业教育关键在于其深厚的创新创业文化。

有研究表明，“二战”以来，美国经济增长有 75%
来自产业创新和技术革新。全美参与创业(或经营

新企业)的人数占全国人口的 14%以上。在 25～
34 岁的人群中，选择创新创业的人口比例高达

18%，在所有发达国家中遥遥领先[39]。进入 21
世纪以来，我国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发展的新阶

段，以创新引领创业、以创业带动就业成为促进

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的重要途径。但是，选择创

新创业的毕业生比例仍然较低，多数民众仍认为

自主创业是“无奈之举”。面对这种状况，高等

学校内部的创新创业教育应该面向全体学生，外

部的创新创业教育应该面向全体社会公民。在建

设创新型国家的新征程中，高等学校应充分发挥

“主力军”作用，通过开展创新创业教育厚植创

新创业文化，使其成为中华民族发自于心、流淌

于血的共同基因。 
    (五) 促进横纵双向延伸 
    目前，发达国家创新创业教育体系均实现了

与基础教育、职业教育、终身教育的紧密衔接，

有效拓展了创新创业教育的覆盖面。借鉴发达国

家的经验，我国创新创业教育体系应从横、纵两

个维度延伸，实现与其他教育形式的有效衔接。

横向维度应朝着“产学研”“校政企”全方位合

作方向发展，在课程开发、课程实施、教材设计、

环境支撑、社会服务等方面，与技术研发、新兴

产业发展、产业结构调整、企业转型、技术进步

等相匹配，形成全社会共同推进创新创业教育、

实施创新创业行动的合力。纵向维度应立足促进

人的发展，使创新创业教育体现在人的教育及职

业生涯的各个阶段，实现体系化、终身化，将创

新创业意识教育融入学前教育，创新创业知识教

育融入基础教育，创新创业技能训练融入高等教

育，创新创业培训融入终身教育。通过纵、横“双

向”延伸，使创新创业教育成为“多主体、全过

程、全方位、终身化”的教育，开创新时代创新

创业教育体系建设的新局面，进而满足创新创

业高质量发展、打造“双创”升级版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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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uilding an upgraded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system is not only necessary to 
implement the new development concept, construct a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and promote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but also to improve people’s livelihood and promote employment. Taking the US, 
Britain, Germany, Israel, Singapore and Japan as exampl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system construction in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finds out that it 
has five characteristics including policy encouragement, market regulation, Multi-agent participation, 
superior environment and lifelong education. In order to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an 
upgraded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system in China, it is necessary to learn from the 
experiences of developed countries, improve the policy guarantee mechanism, implement multi-agent 
participation, optimize the allocation of educational resources, strengthen the culture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and promote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exte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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