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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背景下，以院系为核心探索构建大学生创

新创业治理体系具有重要意义。基于 A 高校 B 学院创新创业教育治理体系的个案研究，对政府、社会、

学校、家庭、院系和学生等主体角色进行分析，发现当前院系创新创业教育存在着资源整合不到位、

育人主体积极性调动不够、学生需求掌握不到位、协同机制不畅通等问题。据此，提出优化高校院系

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模式的对策：推动“三全育人”理念融入创新创业教育；推动“互联网+”融

入创新创业教育；构建“六位一体”院系创新创业教育治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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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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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学生富有想象力和创造力，是创新创

业的有生力量。”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将创新

创业人才培养提升到战略层面，不断完善创新人

才培养机制，优化课程体系，改革人才培养模式，

着力培养高素质专门人才。近年来，高校深入推

进创新创业教育，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服务经

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高校在

发展创新创业教育的过程中也面临着一些问题，

尤其各主体的协同问题要引起充分重视。比如，

在产教融合方面存在“政府热、社会冷”的现

象[1]，在学校管理机制方面存在“学校热、院系

冷”的状况。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把“推

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列为全面深

化改革的总目标，党的二十大更是提出要“完善

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

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因此，将“治理思维”

运用到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从院系层面入手完善

创新创业教育治理体系，提高大学生创新创业能

力，具有重要意义。 
    一、构建高校院系创新创业教育治理体系的

重要意义 
    高校院系作为高校的基层教学单位，是人才

培养的第一平台，反映着学校教育质量和师生综

合素质。高校院系由于与学生直接接触，是高校

教育模式的执行和基层决策机构，承担着上传下

达、沟通内外的枢纽作用，也是高校教育工作的

基础部分和落实环节。在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教

育中，院系扮演着核心的角色，作为纽带来联系

政府、社会、学校、家庭和学生等主体，具体发

挥着联系、组织的核心枢纽作用。从高校院系角

度开展科学、有序、有效的创新创业教育，直接

影响着大学生创新创业观念、知识、能力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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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培养和塑造，对实现学校创新创业教育目标和

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具有

重要意义。 
    治理，不同于传统意义的统治和管理，而是

一种全新的政治理念和政治分析框架，其灵魂和

宗旨在于公共性，其本质特征在于谋求政府与社

会对公共生活的共同治理，是国家权力与公民权

利的持续互动过程。具体来看，高校院系创新创

业教育不是院系的独角戏，而是院系与政府、社

会、学校、家庭以及学生等多元主体互动的过程。

总体来说，院系是这个创新创业教育体系的核

心，通过协作的方式来整合资源，发挥“团体”

的功能，实现各多元治理主体的协同运作。这种

多元治理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院系内统筹

院系领导、专业教师、辅导员、班导师、行政人

员等育人主体，形成育人合力；二是院系协同政

府、社会、学校、家庭、学生等多元主体，打造

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创新创业教育治理体系。 
    从学界研究情况来看，目前对高校创新创业

教育的关注主要集中在校级层面，从院系层面进

行探索的研究较少。此外，将大学生创新创业能

力培养与治理相结合的研究很少，基本上是从宏

观上简要地探讨了政府、社会、学校以及学生等

在创新创业教育和培养中的职能，如马慧敏就从

学校、学生和社会三个层面探讨构建大学生创新

创业能力三位一体培养体系[2]，然而缺乏系统地

从治理的角度来明确定位各主体在大学生创新

创业能力培养的角色。从整体来看，相关研究缺

乏实证调研。因此，基于院系角度，将治理理念

和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相结合的研究具有

很强的原创性和现实意义，对于探索一条新型的

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治理之路具有重要作

用。本文聚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的改革大背景，选取 A 高校 B 学院为例，

剖析该学院创新创业教育治理体系的构建情况。 
    二、高校院系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模式分

析—— 基于A高校B学院创新创业教育治理体系

的个案研究 
    A 高校位于中部某省会城市，属于“双一流”

建设高校。B 学院作为 A 高校的商科学院，一直

以来高度重视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充分依

托自身学科特色，发挥学科优势，统筹院内外资

源，打造育人共同体，取得了较好的育人成效。 
    (一) 加强院系内部资源整合，汇聚育人合力 
    1. 以系统化的发展规划全面布局大学生创

新创业教育 
    一是纳入中长期发展规划：将创新创业教育

先后纳入学院“十三五”“十四五”发展规划纲

要与年度工作计划；不断完善创新创业制度，相

继出台《创新创业基金章程》《创新创业辅导实

施办法》等管理办法；定期召开创新创业教育工

作研讨会、推进会、汇报会、交流会。二是纳入

专业培养方案，推动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深

度融合、共同发展：一方面重视创新创业通识教

育，将“创新创业导论”作为必修课程写入各专

业培养方案；另一方面，注重培养创新创业专业

技能，开设“管理学原理”“财务报表分析”等

实践体验课程。三是将创新创业教育工作纳入全

年工作计划，划拨创新创业专项基金，同时核定

学年创新创业工作清单。 
    2. 以完善的体制机制建设创造良好的创新

创业教育环境 
    成立学院创新创业领导小组，由院长任组

长、分管学生工作的副书记及分管教学的副院长

任副组长，形成了以学院领导小组、创新创业教

育专干、竞赛指导教师、学生团队为主线，教务

部门、学工部门协同参与的管理路径。在学院团

委和班级“双创委员”的配合下，切实从学生情

况出发，为学生创新创业实践活动创造良好的环

境。在创新创业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的领导下，学

院严格落实各级各类制度、规范和文件，推动创

新创业各项工作更加制度化、规范化，力求为学

生创新创业活动提供必要的制度保障和激励。 
    3. 以科学化的创新创业课程建设助推学生

创新创业能力培养 
    一是依托学科优势，支持创新创业课程立

项，形成了完整的创新创业教育课程体系，开设

了诸如“创新创业导论”“基础会计学”“会计报

表分析”等课程。二是推动创新创业慕课、视频

公开课建设，注重教育教学方法与现代技术相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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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的技术创新。三是全面推进教育教学改革，重

视创新创业教育课程教学，将创新创业教育与专

业教育紧密结合，挖掘和充实各类专业课程的创

新创业教育资源，努力打造创新创业教育一流课

程[3]。四是深化创新创业培训(实训)课程建设，将

培养实践型人才作为创新创业教育的主要内容，

将创新创业实际能力培养作为教学的重要一环，

如面向全体本科生开设“企业经营模拟”必修课

程，面向部分专业开设“企业竞争模拟”“国际

商务综合实训”等创新创业实训课程。五是注

重前沿科研成果的教育教学转化率，探索将科

研成果转化为本科教学资源，提升教育教学质量

的路径。 
    4. 以专业化的师资队伍引领大学生创新创

业教育发展 
    加强创新创业指导教师队伍建设，建立健全

的学生创新创业指导教师人才库，通过物质奖励

和评奖评优的方式，鼓励专业教师申报加入学生

创新创业指导教师工作。针对教师的年龄层次、

学科结构、研究方向、工作经验等因素进行考核，

实施教师人才库的定期更新，保持创新创业指导

教师的活力与创新力。将教师指导学生创新创业

工作纳入年底绩效发放范围，通过规范化、制度

化的激励形式充分调动教师工作积极性。 
    (二) 强化院系内外资源协同，完善创新创业

教育治理体系 
    发挥院系一线育人载体和核心枢纽功能，加

强与政府、社会、学校、家庭以及学生的协同，

统筹融合六方面育人主体资源，推进创新创业教

育治理体系建设。 
    1. 与政府协同方面 
    一是对标政府政策，加强创客空间建设。积

极组织创客空间项目建设，通过搭建“商科实践

创客空间”，不断深化实践工作，实施多元化服

务，积极促进学生参与科研和创新创业实践活

动。二是组织参与政府主办的创新创业项目及学

科竞赛。积极组织学生参与学生创新创业项目、

创新创业大赛、学科竞赛等。三是主动适应政府

创新创业政策发展，积极对接政府创新创业教育

资源库，主动争取政府的资金帮扶、师资培育等

资源支持。 
    2. 与社会协同层面 
    一是深化校企合作创新创业教育基地建设。

在深化校企合作、融合学科发展、深化创新创业

教育的实践中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建设了省级校

企合作创新创业教育基地。二是推进校外创业导

师队伍建设，更好地为学生创新创业实践、创业

融资等提供指导和帮扶。同时，为学生创业团队

提供实习或实践机会，促进学院创新创业教育事

业的发展。三是加强与校友的联系，整合吸纳校

友资源。如吸纳校友资源建设创业咖啡屋、设立

创新创业校友助力基金等，邀请优秀校友来校开

展“筑梦金领”系列活动。 
    3. 与学校协同层面 
    A 高校于 2002 年率先进行了创新创业教育

实践探索，是国内最早实施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

的高校之一，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创新创业教育体

系。学院积极对标学校创新创业教育各项安排，

争取学校各项政策支持和资源扶持：一是组织学

生参与学校安排的各项创新创业课程、培训、项

目、学科竞赛和创新创业实践活动等，着力提升

学生创新创业能力；二是综合利用学校政策、师

资、资金、场地等条件为学院创新创业教育创造

条件；三是打造协同育人体系，形成学校创新创

业教育主管部门与学院创新创业领导小组相协

同的局面。 
    4. 与家庭协同层面 
    学生的家庭成长环境对于学生创新创业能

力的培养具有重要影响，要深入做好家校联系，

及时做好各类信息共享。一方面，将有创业意愿

或正在进行创业实践的学生情况及时告知家长，

让家长知晓创业的风险性；另一方面，将政府、

社会等各项创新创业扶持政策和措施介绍给家

长，争取家长全方位支持，为学生创业营造良好

的环境。 
    5. 与学生协同层面 
    充分发挥学生在创新创业教育中的主观能

动作用，调动学生参与的积极性。一是成立大学

生创业协会，为学生营造创业氛围，促进学生交

流；秉承“引进来，走出去”的原则，引导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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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成功企业，增加创业经验；为学生创业提供

顾问团支持，发掘优秀学生创业团队，孵化创业

项目。二是建立朋辈互助机制。加大对创新创业

学生组织的扶持力度，依托“学长带班制”鼓

励其在朋辈交流互助中发挥更强的积极作用；

丰富朋辈交流形式，定期开展先进经验分享等

活动。三是建立师生互动机制，定期开展午餐

会、下午茶等活动，搭建师生交流平台，畅通

信息共享机制。 
    三、优化高校院系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模

式的对策 
    通过个案研究，我们也发现该院系创新创业

教育治理体系的构建过程中存在着资源整合不

到位、育人主体积极性调动不够、学生需求掌握

不到位、协同机制不畅通等问题。对此，构建高

质量的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模式，要充分运

用治理思维，贯彻多元治理理念，充分调动多方

面资源，构建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格局。 
    (一) 推动“三全育人”理念融入创新创业

教育 
    “三全育人”是指“全员育人”“全过程育

人”和“全方位育人”，它既是一种教育理念，

也是一个全面的、系统的育人指导思想[4]。“三全

育人”综合改革是治理思想在高校立德树人工作

中的生动实践，不但是对当下育人项目、载体、

资源的整合，更是对长远育人格局、体系、标准

的重新建构。新形势下的高校院系创新创业教育

要深入贯彻“三全育人”教育理念，大力推动“全

员育人”“全过程育人”和“全方位育人”。一是

全员参与创新创业教育[5]。牢牢树立“人人都是

老师，人人都要育人”的共同体意识，贯彻“开

放”“共享”的育人理念，充分调动校内外各项

育人资源，整合各主体育人力量，构建不同育人

主体的交流对话机制和协同工作机制[6]。二是要

将创新创业贯穿在人才培养全过程中。根据受教

育者不同阶段的成长特点，根据学校专业特点和

学生层次，规划教育重点，因材施教，努力推进

渠道全贯通、平台全开放、系统全支持。三是打

造全方位的创新创业教育体系。着力打通第一课

堂和第二课堂，全力营造创新创业教育环境，做

到全方位覆盖。 
    (二) 推动“互联网+”融入创新创业教育 
    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

会议时指出，“要运用新媒体新技术使工作活起

来，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传统优势同信息技术高度

融合，增强时代感和吸引力”。院系在推进创新

创业教育过程中，要切实用好互联网这把利剑，

推动工作改革创新。一是要用好新媒体新技术，

深化人工智能、VR、AR 等信息技术的实践应用，

推动创新创业工作智慧化发展。二是贴近青年需

求，要进一步掌握 00 后大学生的群体特征，了

解青年学生的网络话语体系，捕捉兴趣点，增强

线上内容供给，打造一批青年喜闻乐见的创新创

业教育品牌。三是推动创新创业教育管理服务联

网上线，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信息化

技术手段，着力推进智慧校园建设。 
    (三) 构建“六位一体”院系创新创业教育治

理体系 
    推动创新创业教育高水平发展，需要搭建开

放协同平台，鼓励多方参与，吸引各界优质教育

资源参与。在高校院系创新创业教育中，院系是

核心，通过协作的方式来整合资源，构成集纳政

府、社会、学校、家庭与学生的“六位一体”高

校院系创新创业教育治理体系。在与政府协同层

面，院系根据政府制定的政策进行创新创业教育

的安排，并积极与政府合作，建设创业园和孵化

基地。同时积极组织学生团队参加政府举办的各

类创新创业大赛。在与社会协同层面，要积极吸

纳社会力量，整合社会资源。例如：吸纳校友资

源，成立大学生创业扶持基金，用来支持学生创

业；搭建企业与学生的交流渠道，积极安排学生

到企业实习、学习和参观；聘请优秀企业家担任

学生创业导师，引导学生提升创业能力。在与学

校协同层面，要参与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总体规

划，组织学生参与学校创新创业活动，充分利用

学校资源为学院学生服务，如整合学校、学院教

师资源为学生授课和培训。在与家庭协同层面，

要深入做好家校联系，及时做好信息共享，争取



                                                                                           2022 年第 13 卷第 6 期 

 

50

 

家长支持，为学生创业营造良好的环境。在与学

生协同层面，了解学生创新创业需求，积极为学

生搭建平台，鼓励组织学生参与创新创业实践；

做好学生日常服务，成立以学生为主的大学生创

新创业协会，举办适合学生需求的日常创新创业

活动，发挥学生朋辈互助功能等。 
    四、总结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先后五十次提到治理一

词，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重视与坚强决心。上到国

家层面的治国理政，下到一线的基层治理，治理

充分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发挥着不可

替代的作用。新时期，高校院系创新创业工作要

充分运用治理思维，统筹内外资源，充分调动各

育人主体，形成育人合力，着力构建全员全过程

全方位育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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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reform background of “promo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explore the construc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governance system centering around schools and departments. Based on the case study 
of the governance system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n College A and College B,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oles of the government, society, school, family, faculty and students, etc. , and finds out 
that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departments, such 
as the deficiency of integration of resources, initiative mobilization of education subjects, mastery of 
students’ needs, and coordination mechanism.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countermeasures 
to optimize the cultivation mode of college and department students’ innovative and enterprising ability: to 
promote the idea of “three-round education” to be integrated into innovative and enterprising education, and 
to push forward the “Internet +” to be integrated into innovative and enterprising education, to construct the 
“six-in-one” college and department management system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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