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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型创业孵化基地建设实践探索 

——以广东省轻工业技师学院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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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技能型创业孵化基地是推动技工院校创新创业教育的重要载体，基地顶层框架构建和功能设

置是否科学合理直接影响到技工院校创新创业教育工作开展的效果。结合广东省轻工业技师学院建设

创业孵化基地的案例，通过与高校创业孵化基地的对比研究，提炼出技能型创业孵化基地在双创教育

中的功能特色，为此类基地在广东技工院校的普及提供样本和模板，从而将技能型创业孵化基地打造

成培养创新创业人才的摇篮，推动广东技工院校更好地服务于粤港澳大湾区的区域经济建设。 

[关键词]  技能型创业孵化基地；双创教育；技工院校；顶层框架构建；功能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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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创新创业浪潮在全国的蓬勃兴起，作为创新创业人才培育载体的创业孵化基地在功能建设上

也初具雏形。现有的创业孵化基地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由政府主导建设的创业孵化基地。此类孵

化基地主要是为区域内的创业者提供项目孵化场所和服务的，对创业项目进行孵化和扶持是其主要功

能。另一类是高校创业孵化基地。此类基地除了孵化和扶持功能外，对创业者进行创业知识通识性教

育、提升创业者的综合能力与素质也是此类基地的重要功能之一。这两类创业孵化基地由于切入时间

早，建设样本多，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建设模式。而技能型创业孵化基地是广东省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创新性提出的概念，是基于广东省智能制造业发展、技工院校做大做强及粤港

澳大湾区经济建设的综合性需求而提出的。然而，技能型创业孵化基地作为一个新概念，在全国少有

可参考的范例，特别是在双创教育功能设计方面，国内外还处于摸索阶段。基于此，本文从“三全育

人”教育体系的搭建、与其他类型创业孵化基地的资源共享、聚焦专创融合与技创融汇三条路径，初

步探索技能型创业孵化基地在双创教育中的顶层框架构建，为此类基地在广东技工院校的普及提供样

本和模板。 

    一、高校创业孵化基地的主要特色及功能 

    (一) 高校创业孵化基地的主要特色 

    作为以培养与扶持大学生创业为核心目标的重要创业平台与载体，高校创业孵化基地具有自身的

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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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公益性与效益性兼顾 

    高校创业孵化基地通常免费为大学生创业者提供场地及配套孵化服务。孵化基地依据相关规定申

请政府补贴，部分项目还可能获得企业捐赠、赞助等，基地主要依靠这些收入支付运营成本。例如，

依据创业资金扶持政策的规定，创业者个人最高可申请 30 万元的创业扶持资金，合伙企业可申请 300

万元风险担保贷款。此外，创业团队还可申请各类创业补贴，包括创业社会保障补贴、创业租赁补贴、

创业就业补贴等[1]。由于基地运营的主要目的是培育与扶持高校创业人才，而不是短期盈利，因此存

在公益性特征。此外，高校也期望通过基地孵化正式注册的企业，将学生创业团队培养发展为投身市

场的企业经营团队，最终目标是获得可观的效益。 

    2. 创新性与成果转化兼顾 

    高校创业孵化基地是鼓励科技创新、孕育科技成果的平台。它首先应当担起创新的责任，对于项

目的筛选，要坚决杜绝老旧的生存性创业模板的复刻。这是创业孵化基地的灵魂所在。在此过程中，

应该切实转化一些科技成果，树立部分创业标杆，鼓舞更多人才投身到创业者队伍中来。 

    3. 服务性与监督性兼顾 

    高校创业孵化基地的发展必须以优质的服务为基础，通过提供信息咨询服务、商事业务代理、融

资服务等，为大学生的创业活动提供支持。只有提供优质的服务，才有机会将更多更好的项目吸引到

孵化基地，从而培育出优质的创业企业与人才，赢得社会的认可。人才是企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而

孵化基地的服务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基地工作人员的素质。笔者在调查中发现，广州与东莞的一

些高校并没有聘请专业人员管理孵化基地，而是从学校内部抽调人员来管理。目前在基地管理人员的

配置上，有经验、有能力的管理人员不多，基地整体的管理水平不高，服务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导致

管理效率低下，达不到预期的目标[1]。为了使服务落到实处、运营科学合理且效率高，基地需要加强

监督和管理，建立健全相关管理制度。 

    4. 协作性与独立性兼顾 

    实现高校创业孵化基地的正常运营，需要多方支持，如政府的资金补贴与政策支持、其他高校的

经验共享与资源互助、企业的供需对接合作等。离开了任何一方，基地的运作都将遇到阻碍。同时，

高校创业孵化基地也需要保持独立性，确保自身能够持续发展。 

    (二) 高校创业孵化基地的功能 

    高校创业孵化基地的功能聚焦于项目研发、企业孵化和人才培养三方面。 

    1. 项目研发 

    创业孵化基地经过筛选，将具有研发潜力的创新项目引入基地，并给予良好的政策扶持，协助学

生团队将研究成果进一步完善，进而促进创新性项目形成知识技术产品，实现产业化落地。与此同时，

与企业建立紧密的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开展创新研发、产品测试、市场推广等方面的工作。这种合作

模式使基地更加贴近市场需求，为学生提供更加真实的创业环境与机会，从而增强创业项目的可行性

与市场竞争力。 

    2. 企业孵化 

    孵化基地可通过提供免费创业培训、创业咨询指导等创业前服务，解决创业者“起步难”问题；

依托基地优势，针对创业者情况，推荐优惠力度大的支持政策，协助其申请创业资金与补贴，解决创

业企业“存活难”问题；结合多方资源，给予更多的投融资机构对接机会，助力创业者融资及寻求合

作伙伴，解决创业企业“发展难”问题[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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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人才培养 

    一方面，创业孵化基地可以对创业者进行必要的创业培训，发挥双创教育的作用，引导其形成良

好的创新意识与创业思维，使之具备创业者的基本理论素质；另一方面，基地为创业者提供了一个真

实的训练场所，为他们提供了试错机会，使他们能够积累实践经验。只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才能培

养出真正的创业人才。 

    二、技能型创业孵化基地运营现状——以广东省轻工业技师学院为例 

    (一) 创业孵化基地现状概述 

    在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的大力支持下，广东省轻工业技师学院于 2018 年和 2020 年共获

得 964 万元的创业专项资金，通过近三年的建设，于 2021 年建成了具有典型的技工院校特色、轻

工特色的技能型创业孵化基地——“匠造”创业孵化基地。该基地由主基地、辅基地、专创工作室组

成，面积达 2 500 平方米。主基地包括创新创业教育成果展示区、商海淘金商业奇谋室、创新模式企

业战略室、创新思维创业认知融资路演室、创业苗圃创客空间、创新工作坊、校企协同孵化服务创

业辅导室、创新创业孵化区(一)、创新创业孵化区(二)等 9 个区域。主基地的建成能为学院创新创

业教育活动的开展提供功能齐全、场地优质的育成环境，保证多维度、多层次创新创业教育的开展。

辅基地包括文献资料查阅区、创业人员研讨室、创业人员对外联络交流区、创业人员自习室、互联

网资讯查询区，共 5 个区域。辅基地主要服务于有创业欲望、创业意识的广大师生，为他们学习创业

知识、培养创业技能、碰撞创业金点子提供环境。专创工作室分别设立在相关二级学院，是结合各二

级学院的专业特色、带有典型专技特色的专创融合创新创业复合功能区。目前在工业设计学院、数字

艺术学院和机电工程学院设了三个专创工作室。创业孵化基地运营近两年，引入企业 14 家、入孵团

队 2 个。 

    (二) 创业孵化基地运营中的不足 

    其一，学院部分教师和学生对创新创业教育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学院创新创业氛围不浓厚。通过

调研发现，超过半数的教师和学生对创新创业兴趣不高，对创业孵化基地功能的了解也停留在粗浅的

字面认识上，认为技工院校主要是为企业培养产业工人的，创新创业是高知人群的事情，技工院校开

展双创教育只是技工教育的点缀。 

    其二，通识性创新创业教育普及程度不高，创业孵化基地的培训功能有待加强。通过调研发现，

超过六成的学生是通过上网了解创新创业信息和知识的。目前，广东省轻工业技师学院只有 40%的二

级学院将创新创业课程纳入选修课，在师生进行课外学习、交流的平台之一“轻工大讲堂”，关于创

新创业通识性教育的宣讲只占到所有讲座的十分之一。 

    其三，创业孵化基地虽然为学生创业团队提供了实践场所，但在场地数量和服务质量上有待加强。

目前，学院专门成立了创业协会，拥有 24 支学生创业项目团队。由于创业孵化基地的场地有限，且

基地为学院自主运营，因此，只能为 2～3 个比较成熟的学生创业团队提供实践场所，服务质量很一

般，如创业资金的融资和创业团队的工商登记注册等服务都不能提供[3]。 

    其四，创业项目的技能特色不明显，专创融合、技创融合有待强化。学院每年通过校级创新创业

大赛培育创业项目 20 个左右，但与学生专业结合、技能结合的创业项目只有 35%左右，不能很好地

体现技工院校学生的创新创业特色，项目孵化的成功率较低，双创成果转化率也较低。 

    三、广东省轻工业技师学院创业孵化基地迭代升级的具体路径 

    首先，应提高政治站位，破除传统认知，用创新的眼光看待当代技工学子，将双创教育融入“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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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育人”体系中。 

    在传统的认知中，技工院校是为企业培养产业工人的，而创新创业是高知人群的事情，技工院校

开展双创教育只是技工教育的点缀。持有这种理念的人既未深度分析当代中国的国情，也不了解技工

学子的身心特点。2023 年，广东省轻工业技师学院以第一名的成绩成为第二批广东省高水平技师学院

创建单位。如何在学院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中，将习近平总书记“把创新教育贯穿教育活动全过程”

的要求落到实处，广东省轻工业技师学院领导班子提出把双创教育融入“三全育人”体系作为学院的

中心工作之一，具体措施为：“双创”教育进课堂、“双创”教育进讲堂、“双创”教育进社团。 

    其一，目前广东省轻工业技师学院半数以上的二级学院将创新创业课程纳入了常规教学，接下来，

将进一步加大开设创新创业课程的力度，争取在 2024 年底达到学院全覆盖的目标。其二，“轻工大

讲堂”是广东省轻工业技师学院师生课外学习、交流的平台之一，自 2011 年开办以来，曾邀请广东

著名音乐人陈小奇，“百家讲坛”主讲人、中国诗词大会特邀嘉宾杨雨教授举办讲座。学院将充分发

挥该平台的品牌宣传作用，邀请世界技能大赛获奖选手、技工院校优秀创业毕业生、粤港澳大湾区(广

东)创新创业孵化基地运营商、非遗传承人等相关人士，为全院师生开展创新创业通识性和专业性讲

座，营造浓厚的双创氛围。其三，学生社团是学生接受双创教育、开展创业模拟实践的重要载体之一。

目前，学院团委成立了创业协会，拥有 24 支学生创业项目团队。专创融合是创业项目团队建设的特

色之一，所有创业项目是基于学生的专业技能而开发的。例如数字艺术学院的国甲巧匠创业团队，就

是在相关老师的带领下，利用课余时间开展甲胄设计与制作、古琴制作及制茶工艺的创业模拟实践，

目前在闲鱼、淘宝上开设了相关网店，业绩良好。在接下来的工作中，学院将从师资、资金上全力支

持各二级学院将学生项目团队打造成传承有序、稳定发展的创业团队。 

    其次，继续完善技能型创业孵化基地建设，携手粤港澳大湾区(广东)创新创业孵化基地、技创湾

区，为技工院校学生的创业实践活动搭建更广阔的舞台[4]。 

    在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的大力支持下，广东省轻工业技师学院在 2021 年完成了技能型

创新创业孵化基地的建设，确立了“平台赋能、项目驱动、战略导向”的基地自营思维。技能型创业

孵化基地建设是一个崭新的课题，它有着典型的技能特色，与政府主导建设的创业孵化基地和高校创

业孵化基地在建设目标、功能设置、平台搭建上有着很大的区别。广东省轻工业技师学院遵循“大胆

探索、小心求证”的工作思路，一方面组建专门的课题小组，开展“技能型创业孵化基地在双创教育

中的功能研究”；另一方面，通过学习交流、实地考察等形式，对政府主导建设的创业孵化基地和高

校创业孵化基地进行了深入调查研究，逐步完善学院的技能型创业孵化基地建设，实现主体、专业、

载体、项目、模块、功能“六合一”的基地集成功能建设。此外，广东省轻工业技师学院还和粤港澳

大湾区(广东)创新创业孵化基地签订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强调利用各自平台的资源优势，为粤港

澳大湾区的经济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粤港澳大湾区(广东)创新创业孵化基地授牌学院为“高技

能双创人才培养基地”，对学院孵化比较成功的入孵企业和学生创业团队，给予免费入驻粤港澳大湾

区(广东)创新创业孵化基地、免费使用基地资源的优惠政策，为学院的入驻创孵企业和学生创业团队

开展创新创业实践活动搭建更大的舞台。接下来，学院将继续借助粤港澳大湾区(广东)创新创业孵化

基地的港澳创业人才资源优势，与基地运营方共同策划、承办港澳青年创新创业文化交流月活动，为

技工院校学生与港澳创业青年搭建相互交流、思维碰撞、经验分享的桥梁，从而开阔学生创业团队的

眼界。 

    最后，聚焦专创融合、科创融汇，让技工院校的双创人才为粤港澳大湾区的经济腾飞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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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构成部分，技工教育承担着为经济社会发展培养高素质

技能人才的重要任务。专创融合、科教融汇，则是当前技工院校培养双创型技能人才的重要抓手。广

东省轻工业技师学院深知，要想更好地培育高素质技能人才，进而促进就业、创业，需全方位统筹推

进，打好“组合拳”。 

    一是进一步强化和突出双创教育在技工院校的地位。2019 年，广东省轻工业技师学院成立了半实

体化的创新创业学院，技师学院的书记、院长兼任双创学院院长。为进一步推动双创教育走深走实，

2023 年 2 月又单独成立了创新创业办公室，全面负责学院创新创业工作的开展和落实。各二级学院也

成立了创新创业工作小组，协助创新创业办公室实施全院性的创新创业活动和项目。同时，学院在考

核、评聘各二级学院学科带头人的内容中，把双创教育作为单独模块。在这些措施的作用下，学院的

双创氛围变得愈发浓厚，全体师生对创新创业有了更深的认识，对创业孵化基地也有了更多关注，接

下来，要进一步强化和突出双创教育的地位，以此推进基地的建设工作。 

    二是搭建多维度平台，发挥双创教育的辐射作用，为企业和政府创造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随着

社会的快速发展，数字经济应运而生，成为全球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关键力量。广东省轻工业技师

学院应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牢牢把握这一时代机遇，主动对接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主导产业，如引

进大健康、节能环保、直播等行业企业入孵，实现人才培养与产业发展的供需匹配，向深化产教融

合迈出坚实步伐[5]。 

    此外，学院与广州市增城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荔乡客志愿者社会服务中心共建“三层递进”双创

课程体系，借助“荔军创客”平台，着力打造增城区退役士兵社会适应性培训线上线下“双创金课”，

培养退役士兵的创新意识与创业思维，并初显成效。 

    以上活动为学院创业孵化基地的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未来应坚持以多维度平台扩大双创教育辐

射面，不断提升创业孵化基地的社会影响力。 

    三是拓展专创融合、科创融汇新路径，着力打造产学研用技术创新示范新高地。专业教育是双

创教育发展的基础载体，而双创教育是专业教育发展的重要方向，两者有机结合，才是技术创新的

出路。从这个角度看，校企协同育人势在必行，因为既可以帮助学生积累实践经验、拓宽就业渠道，

又可以为企业储备人才，还可以助力学校强化师资队伍建设。学院结合工业设计、数字艺术、机电

工程等三个二级学院的专业特色，通过专创融合工作室的建设，和企业共同完成了广凡科技产教融

合集成平台(工业设计学院)、荔乡客大健康产教融合集成平台(数字艺术学院)、北邮 5G 专创融合集

成平台(机电工程学院)的创办。接下来，学院可利用高水平技师学院创建单位这一平台，进一步拓

展专创融合、科创融汇新路径，根据学院特色与产业对接情况，在服装设计学院、经贸管理学院、

轻化工程学院等二级学院分别建设广绣非遗专创工作室、跨境电商直播专创工作室、西点制作专创

工作室，吸取过往的经验与教训，全面激发技工院校学生“看中学、学中做、做中创、创中领”的精

神，始终遵循“专创融合”的宗旨，通过技能型创业孵化基地建设，培养更多社会需要的“双创型”

技术技能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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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kill-based entrepreneurship incubation base is an important carrier to promote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n technical colleges. Whether the top-level framework construction and function 

setting of the base are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would directly affect the effectiveness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Based on the case of building a entrepreneurship incubation base in Guangdong 

Technician College of Light Industry, the func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are extracted through comparative 

study between the entrepreneurship incubation base for college students and the government-led  incubation 

base, and samples and templates to aid in the dissemination are provided for the popularization of such bases 

in technical colleges in Guangdong. Thus, the skill-based entrepreneurship incubation base is envisioned to 

become the cradle of nurturing innovative and entrepreneurial talents, and Guangdong technical colleges will 

be promoted to better serve the regional economic construction of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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