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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当前，应用型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生态系统面临着结构不合理、发展滞后等诸多问题，其优

化迫在眉睫。首先分析了首都应用型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生态系统结构及发展现状；其次阐述了大学

生创新创业生态系统优化的原则：结构优化原则如科学、合理、协同与互补原则，发展优化原则如迭

代、升级、演化与共进原则；在此基础上，构建包括人力资本、政策、文化、基础支持、金融及市场

等 6 个维度的优化机制；最后提出创新创业生态系统结构和发展优化的策略：结构优化包括一级指标

和二级指标优化，发展优化包括整体结构发展优化和各项指标发展优化。研究旨在为建设高质量的首

都应用型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生态系统提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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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青年是创新创业的生力

军，应走在创新创造前列，要营造利于创新创业

的良好发展环境[1]。众所周知，新冠疫情给全球

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影响，金融市场动荡、全球产

业链断裂，商业模式和价值体系需要重构。2020
年 10 月 15 日，李克强总理在全国大众创业、万

众创新活动周上提出要“搭建更多双创平台”，

“打通产学研用通道，促进各类创新要素集聚和

跨界融合”。在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背景下，

作为创新创业重要主体的高校大学生，其创新创

业遭遇了融资不利、物流受阻和市场萎缩等诸多

困难。应用型高校大学生是我国大学生中创新创

业数量最多的主体，因此，客观分析应用型高校

大学生创新创业生态系统的构成与发展现状，并

结合其创新创业实际，提出其创新创业生态系统

优化的原则、机制与策略，对于推进“搭建更多

双创平台”和“促进各类创新要素集聚和跨界融

合”，健全首都应用型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生态

系统具有重要意义。 

    一、应用型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生态系统

现状 
    当前，我国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阶段，大学

生创新创业生态系统也呈现出新的特点。结合国

内外相关研究成果，以及大学生创新创业实际需

求，笔者建立了应用型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生态

系统评价体系，包括结构评价和发展评价，涉及

人力资本、政策、文化、基础支持、金融、市场

6 个一级指标和 27 个二级指标。同时，基于大学

生创新创业生态系统评价体系，开发了相应的调

研问卷及访谈提纲，对首都应用型高校大学生创

新创业生态系统进行了深入调研，共发放问卷

220 份，回收有效问卷 205 份，回收率为 93%。 
    (一) 应用型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生态系统

结构分析 
    我们通过对调查问卷进行统计，发现大学生

创新创业生态系统结构即一级指标为“比较满

意”和“一般满意”的占总评数量的 70%以上，

表明首都应用型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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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比较理想。同时，对大学生创新创业生态系

统二级指标的“非常满意”和“非常不满意”评

价结果进行了统计，见表 1。 
    (二) 应用型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生态系统

发展状况分析 
    对首都应用型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生态系

统构成指标的发展困境进行了调查，主要涉及 6
个维度，见表 2。 
    表 2 体现了现阶段首都应用型高校大学生创

新创业生态系统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也

为开展大学生创新创业生态系统的优化管理提

供了重要依据。 
 

表 1  应用型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生态系统二级指标评价 

 人力资本环境 政策环境 文化环境 基础支持环境 金融环境 市场环境 

非常 

满意 

高 校 创 新

创业实践 
创新创业政策 

创新创业文

化氛围 
创新创业基础设施

政府、社会等小额

贷款及社会组织、

个人投资 

创新创业产品测

试市场 

非常 

不满意 

创 新 创 业

意识培育 

创新创业扶持

基金和税收 

家人、朋友的

物质和精神

支持 

孵化器(校外)、小

企业发展中心等本

地组织支持 

银行贷款，如贷款

额度及申请流程 

创新创业与全球

经济联系 

 
表 2  应用型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生态系统发展评价 

维度 大学生创新创业生态系统发展困境 

人力资本环境 

1. 创新创业课程结构体系调整缓慢，理论知识需与时俱进，体现针对性、适用性 

2. 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活动需要拓展，以提升创新创业技能、培养创新创业意识 

3. 当前创业跟踪指导和培训不够，经营管理知识需要完善 

政策环境 

1. 现阶段政府支持力度不够，政策需要细化和落实，如创新创业税收的减免等 

2. 工商登记审批程序和方式需进一步完善 

3. 创新创业扶持基金和税收管理制度需要优化 

文化环境 
1. 当前社会层面对大学生创新创业的支持减弱 

2. 家人、朋友希望大学毕业生就业而不是创业，支持力度开始降低 

基础支持环境 
1. 现阶段创新创业的专门服务急需改善 

2. 校外创新创业孵化基地建设需要尽快加强 

金融环境 
1. 进一步改善社会组织或个人投资现状 

2. 金融机构贷款业务需要完善，包括贷款额度和流程等 

市场环境 
1. 现阶段创新创业与全球经济发展联系较弱，需要尽快改善 

2. 当前对大学生创新创业成果转化支持不够，希望能提供支持 

 
    二、应用型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生态系统优

化原则与优化机制 
    (一) 应用型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生态系统

优化原则 
    首先，应用型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生态系统

结构优化应遵循科学、合理、协同与互补原则。

当前，大学生创新创业环境的不确定性增强，其

创新创业生态系统构成需要进一步优化和完善，

即健全其构成要素，包括人力资本、政策、文化、

基础支持、金融和市场，使其结构科学化、合理

化和有针对性，且生态系统构成要素间要体现协

同、互补原则，使大学生创新创业环境符合现阶

段的需求。 
    其次，应用型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生态系统

发展优化应遵循迭代、升级、演化与共进原则。

大学生创新创业生态系统的动态优化体现为随

着环境的不断变化而进行演化与发展，实现迭代

和升级。随着疫情管理政策的不断调整，创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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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员工管理模式、工作方式等也在发生着改

变，需要对不同阶段的人力资本、政策、文化、

基础支持、金融和市场要素的权重地位及相互关

系进行科学调整，推进应用型高校大学生创新创

业生态系统的演化、升级与可持续发展，以满足

不同时期、不同背景下大学生创新创业的需求。 
    (二) 应用型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生态系统

优化机制 
    基于 Isenberg 的创业生态系统结构理论[2]和

Paul Graham 等的创业发展阶段理论[3]，并结合当

前应用型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生态系统特点，

从横向结构与纵向发展相结合的视角出发，构

建应用型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生态系统优化机

制(见图 1)。 
    图 1 显示，应用型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生态

系统的优化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横向视角下生态

系统结构的优化。基于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结

合首都应用型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生态系统构

成实际，构建了包括人力资本、政策、文化、基

础支持、金融及市场维度在内的应用型高校大学

生创新创业生态系统。二是纵向视角下生态系统

发展的优化。基于人力资本、政策、文化、基础

支持、金融及市场视角，提出科学、可持续发展

策略，推进生态系统的迭代和升级。 
 

 
图 1  应用型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生态系统优化机制 

 
    三、应用型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生态系统优

化策略 
    (一) 应用型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生态系统

结构优化 
    1. 大学生创新创业生态系统一级指标结构

优化 
    国内外针对大学生创新创业生态系统构成

一级指标的研究较多，但对指标的科学性、合理

性、互补性考虑不够，创新创业支持体系不完善，

缺乏理论基础和逻辑关联。同时，大多数相关研

究未能充分体现现阶段大学生创新创业的情境

特征，如环境动荡、风险性高、市场萎缩等，导

致大学生创新创业生态系统结构指标缺少适用

性和针对性，脱离当前大学生创新创业实际。参

考 Isenberg 的创业生态系统结构理论[2]，结合首

都应用型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情境，提出健全应

用型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生态系统结构(包括人

力资本、政策、文化、基础支持、金融和市场等

要素)(见图 1)。该结构更加科学、合理和有效，

有利于形成“政校行企”多元协同的创新创业支

持生态系统，推进产、学、研、用相结合的平台

建设，在创新创业人才培养和创新创业支持方面

发挥最大效用[4]。 
    2. 大学生创新创业生态系统二级指标结构

优化 
    本研究理论结合实际，尤其是在深度调研基

础上，对应用型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生态系统二

级指标的构成进行了优化。在人力资本环境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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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优化后的指标体系包括：创新创业的理论

知识教育、实践活动开展、意识培养、跟踪指导、

项目培训和经营管理知识培训。在政策环境构成

方面，优化后的指标体系包括：创新创业宣传、

创业扶持基金设立、工商登记审批程序简化、相

关创业税收和行政规费减免。在文化环境构成方

面，优化后的指标体系包括：创新创业文化氛围

培养、创新创业孵化园建设、人际交往及社会人

脉信息支持、创业信息提供、家人朋友资金支持、

家人朋友精神层面支持，以及个人精神、品质和

能力。在基础支持环境构成方面，优化后的指标

体系包括：创新创业基础设施、对创新创业支持

的社会组织、创新创业专门服务、孵化器及小企

业发展中心的支持。在金融环境构成方面，优化

后的指标体系包括：社会组织或个人投资、政府

社会等小额贷款、银行贷款。在市场环境构成方

面，优化后的指标体系包括：提供创新创业产品

测试市场、帮助在各种新市场分发新产品、帮助

与全球经济保持联系。 
    (二) 应用型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生态系统

发展优化 
    1. 大学生创新创业生态系统整体结构发展

优化 
    基于 Paul Graham 的创业发展阶段理论[3]，

结合不同时期大学生创新创业对生态系统的不

同需求，笔者建议应用型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生

态系统的构成主体包括高校、政府、社会组织、

家庭、金融机构等，要结合时代特征，积极推进

生态系统与时俱进、迭代升级、互补共进和协同

演化。通过对生态系统整体结构发展的优化，进

而构建高质量的大学生创新创业生态平台，实现

科学、可持续发展，为不同阶段的大学生创新创

业提供重要支撑，保障应用型高校大学生创新创

业的顺利进行。 
    2. 大学生创新创业生态系统各指标发展优化 
    在人力资本环境方面，优化对策包括：①结

合环境的不确定性以及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新

业态特征，对创新创业理论知识进行及时调整与

补充，使其具有针对性、适用性。②拓展大学生

创新创业实践活动，加强实践平台的系统化、层

次化、网络化建设[5]，实行科技园、创业园、创

客空间、创客工场等实践平台的免费开放。③注

重创新创业意识培养，激发大学生的创新创业动

机。④确保创业跟踪指导持续进行，开展全程指

导和一站式服务。⑤推进创新创业项目培训，并

适当给予培训补贴。⑥加强经营管理知识培训，

健全培训体系。 
    在政策环境方面，优化对策包括：①开展有

针对性的创新创业宣传，提升大学生创新创业的

信心。②调整创业扶持基金，进一步减免相关行

政费用。③优化线上登记申请，开辟绿色通道，

采用电子签章，简化工商登记程序。其中，以高

校毕业生人力资本、智力成果、工业产权、非专

利技术等无形资产作价投资的，允许将其抵充

50%的注册资本。④进一步减免创新创业税收，

如对月销售额 15 万元以下的小规模纳税人免征

增值税，对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按规定免纳所

得税 3 年。⑤建立创业风险救助机制，提供创业

风险补贴，创业者人事档案管理期限免费延至 3
年，减少创业大学生的后顾之忧。 
    在文化环境方面，优化对策包括：①加强创

新创业文化氛围建设，举办各类创新创业活动，

包括国家级、地区级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

赛。②注重校外创业孵化园建设，加强对创新创

业项目的跟踪与服务，举办项目需求与投融资对

接会。③帮助大学生改善人际交往关系，丰富人

脉资源，畅通供需渠道。④做好国家和地方政策

解读工作，为大学生精准推送行业和市场信息。

⑤加大家人、朋友的资金和精神支持力度。⑥帮

助提升大学生创业者的精神、品质和能力。 
   在基础支持环境方面，优化对策包括：①改

善创新创业基础设施，各地区、各高校科技创新

资源向大学生开放共享，提供低价、优质的专业

服务。②社会组织支持大学生创新创业，与政府、

高校等共建创新创业培育中心，搭建互联网双创

平台，加强产业园区建设。③鼓励行业、企业面

向大学生发布产品需求清单，引导精准创业。④

本地组织如孵化器、小企业发展中心等应加大对

大学生创新创业的支持力度。 
    在金融环境方面，优化对策包括：①鼓励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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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组织或个人继续投资大学生创新创业，引导平

台投资基金和社会资本参与，加快发展天使投资

基金。②继续提供小额贷款，贷款额度由 2 万元

提升至 5 万元。③进一步改善银行贷款业务，如

将毕业生个人最高贷款额度提高至 30 万元，降

低贷款利率；适当发放信用贷款，简化贷款流程。 
    在市场环境方面，优化策略包括：①持续做

好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提供创新创业产品测试市

场，帮助大学生在各种新市场分发新产品。②促

进创新创业项目成果转化，推动创新创业项目落

地，完善“前有政府服务，后有市场承接”工作

模式，打通创新创业“最后一公里”。③持续提

供国际经济市场相关信息，加强与全球经济的紧

密联系。④提升市场平台资源整合能力，打造多

元协作的创业市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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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the application-oriented college students’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cosystem 
is facing many problems, such as unreasonable structure and lagging development, and its optimization is 
imminent.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structure and development status of the university students’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cosystem in the application-oriented universities in Beijing, and expounds the 
optimization principles of the university students’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cosystem, including the 
principles of structure optimization such as science, rationality, coordination and complementarity, and the 
principles of development optimization such as iteration, upgrading, evolution and progress; The 
optimization mechanism with six dimensions including human capital, policy, culture, basic support, finance 
and market is constructed.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structure and development optimization strategy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cosystem. The structure optimization includes the optimization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indicators, and the development optimization includes the development optimization of the 
overall system and the development optimization of various indicators. This research provides important 
support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high-quality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cosystem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in applied universities in Bei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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