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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公益创业教育作为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培养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提高大学生的公共道德和服务意识、促进社会事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我国当前对大学生公益创业教

育存在认知不足、投入不够、缺乏社会支持等问题，需要进一步转变思想观念，进行资源整合，提升

社会支持度，以充分调动大学生参与实践、服务社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进一步丰富与完善高校创新

创业教育体系，为公益组织和社会事业发展储备一批高素质的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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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创新是社会进步的灵

魂，创业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改善民生的重要

途径。”2014 年 9 月，李克强总理在夏季达沃斯

论坛上提出，要在 960 万平方公里土地上掀起

“大众创业”“草根创业”的新浪潮，形成“万

众创新”“人人创新”的新态势。2015 年 6 月

11日，国务院正式印发《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国发〔2015〕32

号)，阐述了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重要意义，

提出要“构建有利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蓬勃发

展的政策环境、制度环境和公共服务体系”，并

从体制机制、财税金融、投融资、服务平台等方

面制定了相应的政策措施。同年，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了《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

实施意见》，将创新创业课程纳入国民教育体系，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

等创新创业类竞赛项目开始在全国各级各类高

校广泛展开。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不断深化高

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修订人才培养标准，

改革教学育人机制，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强化创

业实践训练，构建创业帮扶体系，把创新创业教

育融入人才培养过程，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

源源不断的人才智力支撑[1]。教育和培训对创业

发展的重要性已得到广泛认可[2]，而公益创业教

育作为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和能力素质培养的

重要组成部分，在教育体系中的重要性也越来越

得到凸显。推动公益创业教育，对于丰富高校创

新创业教育体系、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具有重要

现实意义。 

    一、大学生公益创业教育的概念与作用 

    (一) 公益创业教育的概念 

    公益创业即社会公益创业，也被称为社会

创业，是相对于商业创业而言的一种新的创业

形式[3]。公益创业或者社会创业是商业创业的延

伸，是组织或个人(团队)在社会使命的驱动下，

以追求社会和经济双重价值实现为目标，是一种

解决社会问题、满足社会需求的创新模式。在

发展中国家，由于资源的稀缺和更少的就业机

会，存在更多未满足的社会需求，社会创业具

有更高的关注度[4]。大学生作为即将走向社会从

事实际工作、有一定文化知识的劳动者，在针对

他们的课程教育和能力培养体系中加入公益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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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教育内容，对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解决现

实问题的能力具有重要的意义。而在专业研究及

实践领域，公益创业教育还处于孵化阶段，只有

为数很少的商业培训机构和大学提供社会创业

课程[4]。大学生公益创业教育理论和教育方式则

需要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和实践。 

    (二) 公益创业教育的作用 

    创业教育在塑造个人创业方向和意向方面

发挥着关键作用。创业教育能够提升大学生的

创业能力和综合素质，促进大学生创业意愿的

产生[5]。公益创业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亟须的

创业模式，对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以及满足

社会多样化需求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大学生公益创业教育有助于完善创新

创业整体教育体系。自 2015 年国务院、教育部

正式下文将创新创业课程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后，

各高校在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开始把创新创业

课程作为整体课程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且大

多采取基本理论和实践训练相结合的课程开设

方式，在制定培养方案时将创新创业教育学分设

置为必修学分。但大多数高校的创新创业课程以

技术创新类和商业创业类课程为主，缺少以公益

创业为主要内容的相关课程。大学专业设置的多

样性，决定了并不是所有学生都具备技术创新和

商业创业的基本知识储备和职业发展愿景，对于

政治、历史等人文类专业和社会保障、社会工作

等社会服务类专业的学生，进行公益创业教育可

能更具有针对性和可行性。公益创业教育的加

入，可以促进创新创业教育体系的进一步完善，

更好地满足多样化的个体及社会需求。 

    其次，大学生公益创业教育有助于培养学生

的公共道德和服务意识。当前部分大学的教育发

展理念和学生培养目标过于强调实用主义，以市

场为导向的培养模式造就了大学校园里越来越

多“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在创新创业教育中，

也存在着过于强调技术理性和商业价值的倾向，

而忽视了对学生人文关怀和社会服务意识的培

养。大学教育的目的不仅是知识的学习和能力的

培养，更是对学生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塑

造。创新创业教育作为整体教育体系的组成部

分，通过公益理念的传递和服务能力的训练，可

以使大学生增强为社会服务、为人民服务的价值

观念，树立良好的公共道德风尚。 

    最后，大学生公益创业教育有助于促进社会

公益事业发展和公益人才培养。我国的公益事业

起步较晚，社会组织发展不够充分，在当前强调

社会多元治理理念下，更需要充分发挥各类社会

组织的作用，形成全社会参与公益事业的局面。

而目前社会公益组织发展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

就是高素质专业人才的缺乏。在大学生中开展公

益创业教育，可以充分调动大学生服务社会的积

极性。通过对相关理论知识的系统学习和公益活

动的亲身参与，大学生未来将积极投入公益事

业，奉献社会。在大学生中开展公益创业教育，

也是为公益组织和社会公益事业发展储备高素

质的专业人才。 

    二、大学生公益创业教育的实施困境 

    作为高校创新创业整体教育体系的重要组

成部分，相比传统创业教育，大学生公益创业教

育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存在更大的困难和障碍。 

    (一) 对公益创业教育的重要性认识不足、重
视不够 

    在大多数人的习惯认知中，创业就是开办企

业，创造利润。创业这一概念最早由西方学者熊

彼特提出，他认为创业者首先为创新者，“创新”

就是把一种新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

引入生产体系[6]。最初的创业概念具有较强的经

济属性，随着全球创业活动和创业教育的开展，

创业的内涵和类型越来越丰富。在美国高校，通

常认为创业包括三种类型：一是创办一个企业；

二是“内创业”(intrapreneurship)，即“岗位创业”；

三是“社会创业”(social entrepreneurship)，即“公

益创业”[7]。公益创业在全世界范围内已经成为

创业概念和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国

内大多数人包括部分高校管理者并没有把公益

创业纳入创业的范围，甚至简单地把大学生公

益创业等同于志愿者服务。国内对公益创业的

整体重视程度不够，具体表现在：一方面，高

校在创新创业课程设置中，以公益创业为主要

内容的课程相对较少。在中国大学 MO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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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icourse163.org)平台上以“创业”为关键词

进行搜索，共有 730门在线开放课程，其中以公

益创业为主要内容的课程仅有 2门，这从一个侧

面反映出高校公益创业类课程的缺乏。另一方

面，在各级各类针对大学生创新创业的项目类别

和奖项设置中，技术创新和商业创业项目占了绝

大多数，公益创业项目只占很小的比例。 

    (二) 公益创业教育专业师资缺乏，资源投入
不足 

    由于对公益创业教育的重要性认识不足，高

校在统筹规划创新创业课程的设置和教学资源

的投入时，把技术创新和商业创业的师资引进和

平台建设放在了更为重要的位置，而从事公益创

业教育的专业教师严重缺乏，公益创业实践实训

平台建设资金投入不足。目前在高校从事创新创

业教育的师资主要有两大来源：一部分是由原工

科、商科或教育学、心理学等专业教师转任或兼

任的，另一部分由企业管理、技术人员兼任。创

新创业课程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后，高校专、兼职

从事创新创业教育的师资队伍逐步扩大和走向

专业化。对于公益创业者而言，不仅需要拥有对

未来市场需求的充分把握和技术发展方向的创

新思考，还需要拥有对社会问题清晰的洞察力和

对弱势群体深厚的同情心。同样地，公益创业教

育对教师的素质和专业能力亦有更高的要求，而

高校大多数专、兼职从事创新创业教育的师资，

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很难满足实际需求。另外，

公益创业项目经济效益的不明显和效果显现的

周期较长，导致高校对创新创业教育资源的投入

大都集中在见效快、效益高的技术创新和商业项

目上，对公益创业教育的投入严重不足。 

    (三) 缺少与社会需求的有效衔接，项目落地
困难 

    实际操作与实践演练是创业教育的重要环

节，大学生公益创业教育通常以实践训练为主要

的教学方式，因而实践实训平台在公益创业教育

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8]。但现实情况是，一

方面，高校现有的实践实训平台大都以科技创新

和商业孵化项目为主，缺少针对社会福利需求和

公益创业项目的实验设施与创新平台。另一方

面，高校自身的创新创业教育体系没有实现与社

会公益组织充分有效的衔接与配合，还基本停留

在理念的灌输与知识的认知层面，与实际的社会

公益需求和服务能力要求严重脱节。这导致大学

生的公益创业项目要么停留在基础构思与创意

层面，无法真正有效落地实施，要么变为临时性

的公益志愿服务活动，缺乏长期性和可持续性，

难以达到大学生公益创业教育的实践目标与培

养要求。 

    三、大学生公益创业教育的推进策略 

    2021年 9月 22日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进一步支持大学生创新创业的指导意见》【国

办发〔2021〕35 号】指出：“大学生是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的生力军，支持大学生创新创业具有重

要意义。”但相关文件同时指出，当前大学生创

新创业实践面临着经验少、服务不到位等问题，

这在公益创业领域表现得更为突出。高校作为大

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的主阵地，在大学生创业经验

积累和创新能力提升方面理应发挥更大的支持

作用。在当前经济发展新常态和疫情持续冲击条

件下，作为培养学生公共服务能力与社会责任意

识的公益创业教育[9]，为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的

发展提供了一条新的路径，应从各方面得到更多

的关注和大力的推进。 

    (一) 转变思想观念，加强舆论引导 

    公益创业不仅是落实新时代创新型国家发

展战略的有益尝试，也是解决现阶段多元化社会

问题的有力手段，有利于弥补传统高等教育在培

养大学生公共服务意识方面的不足，能更好地促

进大学生成长成才[10]。高校应充分认识到大学生

公益创业教育在整体人才培养体系中的重要作

用，切实转变教育理念，将社会责任教育与创新

创业教育有效结合，引导大学生以创新的方式解

决社会问题，以专业的能力服务社会公众。高校

还要充分认识到公益创业教育与传统创业教育

的不同，在教学目标设置、教学内容安排、教学

过程设计、教学效果评价等方面突出公益性，以

解决社会问题、满足现实需求为原则，着力培养

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意识和专业创新能力，形成具

有中国特色的创新创业教育新模式。同时，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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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应在校内外通过公益广告宣传、典型事例宣

讲、公益创业大课堂等形式，切实纠正大学生对

公益创业教育的认知偏差，把公益创业教育作为

传统创新创业教育的新拓展，营造参与公益服

务、投身社会创业的良好舆论氛围。 

    (二) 强化师资力量，整合教育资源 

    从 2015 年创新创业课程正式纳入国民教育

体系开始，经过近几年的发展，高校创新创业相

关课程及实践活动的开展已经较为普遍，但对公

益创业教育重要性的认知仍然存在不足，突出表

现在师资等教育资源的投入上。当前，我国大多

数高校公益创业教育的开展仍相对滞后[11]，首先

表现在没有形成专业化的师资队伍。教师是教学

活动的主导力量，高校应加强与社会组织机构的

合作，对现有教师队伍进行专业化培训，加快与

管理学、法学、社会学、心理学等不同学科师资

的整合，打造专业化的公益创业教育团队。在加

大对公益创业教育的投入、多渠道强化公益创业

师资队伍的同时，要对高校原有创新创业教育体

系进行全新的规划与整合，建立科技创新、商业

策划、公益服务等各类创新创业活动相互融合、

互为借鉴的一体化教育平台。近年来，部分高校

已尝试建立专业从事创新创业教育的教学平台

或机构。例如，浙江大学于 2017 年 6 月成立了

浙江大学创新创业研究院，通过整合创新力量，

创新体制机制，打造出了一流的创新创业平台。

专门化创新创业教育平台的统一运作，有利于更

好地整合与调动校内外各项资源，有效弥补公益

创业教育发展滞后、投入不足的缺漏，实现创新

创业教育体系整体性、系统性发展。 

    (三) 对接公共需求，提升社会支持 

    如前所述，公益创业与商业创业存在一定的

区别。技术创新和商业创造会存在一定的超前

性，而公益创业的基本导向是为了更好地满足社

会现实需求，以追求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为双重

目标。公益创业的特点决定了其不能仅仅停留在

构思创意阶段，而必须与现实的社会需求相结

合，提供实实在在的社会公共服务。因此，在公

益创业教育的实施过程中，必须从现实社会问题

入手，通过前期扎实的社会调查与科学的需求分

析，找准针对性的服务人群，采取针对性的服务

设计，实现针对性的服务效果，才能真正达到培

养学生社会责任感、提高学生公共服务意识与能

力的教育目标。国内高校应充分借鉴发达国家与

地区的先进教育理念，引入项目参与式、服务性

学习等新型实践教育模式，实现与社会需求的充

分衔接。同时，应充分调动政府、企业、社会组

织、公众等多方力量，良好的社会支持环境是实

现大学生公益创业教育持续化、常态化、效益化

的重要保证[12]。政府在政策法规上应给予公益创

业更多的倾斜和支持，特别是对大学生公益创

业，应进一步放宽门槛、提供必要的创业补助和

项目支持。企业要更加主动地承担社会责任，加

大对大学生公益创业活动的支持。社会组织应加

强与高校在大学生公益创业教育中的合作，提供

必要的实践实训平台，充分吸收大学生作为公益

活动项目的重要参与力量。公众应为大学生公

益创业提供更为宽松的舆论氛围和积极的社会

支持。 

    四、结语 

    公益创业教育作为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体

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培

养和社会多样化需求的满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

义。作为一种新型的创业模式，部分高校对公益

创业教育重要性的认识还不够充分，亟须进一步

转变观念，明确创新创业教育的实质属性和基本

方向，努力塑造当代大学生的公共道德品质和社

会责任意识，切实培养具有公共服务精神和专业

创新能力的新时代大学生。在公益创业教育实施

过程中，应坚持以高校为教育实施主体，充分协

调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多方力量，进一步增

加资源投入，提高师资水平，拓宽实践平台，加

强舆论宣传，打造全方位、全过程、全内容、全

投入的创新创业教育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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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system of college students, 

public beneficial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cultivating college students' sense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improving students’ public morality and service consciousness, and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undertakings. China's current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has problems such as 

insufficient understanding, insufficient investment and lack of social support. It is necessary to further 

change the ideology, integrate resources and enhance social support in order to fully mobilize the enthusiasm 

and creativity of college students to participate in practice and serve the society, further enrich and improve 

the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system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reserve a number of 

high-quality professional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welfare organizations and social undertak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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