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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社会飞速发展的当下，大学生是实践创新创业的主力军。当下的经济整体向着多元化发展推进。当代

大学生在创新创业领域，和经济繁荣领域有着重要影响。为了能够让高校学子深刻明白创新创业的积极

内涵，了解在创业过程中需要了解的一些注意事项，了解创业过程中所需要的技术储备和思想储备，为

创造之未来提供创造之教育，大力推进国家由制造型大国转型向创新型大国迈进，而在创新创业的洪流

中，存在着无数的困难，要想在这场洪流中顺利抵达对岸，更需要拥有一般人所不具备的创新创业的理

论知识。只有在创新创业的过程中，以强大的自身素养，结合完善的理论知识，才能够在万众创新的赛

道上博得一席之地，所以产教融合对当下高校学生面对复杂的市场环境具有重要影响，本文通过对当下

大学生在创新创业领域的现状和其再创新创业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并针对问题提出了一些建议

和对策，可以为当代大学生在创新创业的实践中提供一定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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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ociety, college students are the main force of practice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The current economy as a whole is moving towards diversification. Con-
temporary college students have an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field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
ship and economic prosperity. In order to enable college students to deeply understand the posi-
tive connotation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understand some matters needing attention 
in the process of entrepreneurship, understand the technical reserves and ideological reserves 
needed in the process of entrepreneurship, provide creative education for the future of creation, 
and vigorously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ountry from a manufacturing power to an in-
novative power. In the flood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there are countless difficulties. 
In order to successfully reach the other side in this flood, it is more necessary to possess theoreti-
cal knowledge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that ordinary people do not have. Only in the 
process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with strong self-quality and perfect theoretical know-
ledge, can they win a place on the track of mass innovation. Therefore,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has an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complex market environment faced by current col-
lege students. This paper makes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field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and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ir re-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and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and countermeasures to solve the problems, 
which can provide certain help for contemporary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practice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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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研究背景 

随着当下的经济技术不断发展，国家正在逐步向创新型国家进行转变，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口号，

也是在这个时候被提出，随着国家对于高校学子的创新创业教育越发重视，各大高校也针对企业开设了

专业课程，当代高校学生作为社会的宝贵资源，既是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也是重要的后备的力量，通

过引导大学生进行创新创业，从而带来更多就业机会，对于国家向着创新型国家发展具有重要意义[1]。 
而随着当下发展社会生产结构的改变，创新创业已经成为我国未来发展的重要战略方针，从 2013 年

到 2020 年这 7 年内，我国至少发布了 30 多部关于创新创业有关的法律法规和相关扶持政策，如《关于

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该文件中就提到高校教育应当大力加强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不断深化创新创业教育发展升级，积极赋能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产业深化改革，助力高校大力发展创新创

业人才培养[2]。 
产教融合作为当下人才培养的重要方向，它是横跨教育和产业两个领域，在相关政策的积极引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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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发挥该体制跨领域的优势，积极去进行人才的定向培养。如《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

设总体方案》文件中提到要不断加强产教融合，使高校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大力提高经济产

业领域升级过程中高效的贡献率，积极提升助力科技发展，助力教学发展，助力经济发展[3]。 

1.2. 研究现状 

2013 年教育部首次发布《教育部关于 2013 年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意见》文件指出应当加高校

教育产教融合制度的完善，提高企业再高校教育和职业教育中的参与率，积极发挥市场需求再高校教育

中的引导作用[4]。2017 年意见指出：国家应构建产业统筹与教育融合发展的新型格局，并进一步强调在

产教融合中企业在其中起到的重要主体作用，将促进教育链、人才链和产业链深化改革，产教融合与创新

链的有机结合，并将其作为新形势下，全面提高经济转型升级提升高质量教育的重要指标。2019 年《国家

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双元”育人促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是国家当下教育改革的重要方向，

大力发展企业和高校教育的有机结合，在社会服务、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等方面形成发展共同体[5]。 
近年来大量的学者对产教融合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从一开始的相关概念以及内涵界定延伸到相关发

展和问题探索，并且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杨善江(2014)他认为产教融合是以政策和相关手段为主导，

在有机的整体社会下对教育和产业两个相关模块进行有质、有机、有序的相互融合发展。在此过程中相

关模块管理部门具有一定的主观调控意识，对于优势资源能够进行积极合理搭配，借助相互融合的方式，

积极助力地区经济发展[6]。管丹(2018)就“产教融合”与“校企合作”的概念进行深入分析，认为相较

于“校企合作”而言“产教融合”是更为精确更加合理的方式，他从本质上是将两者原本较为平淡的合

作进行了深化，强调“教育”与“产业”的深度融合，使得两者间的发展更为紧密[7]。 
李玉珠(2018)结合当下国际对产教融合进行了研究，认为产教融合是一种新型的人才培养模式。是教

育与生产的交叉制度。它是学校和企业合作关系的衍生。能够有效将双方的优势和产业资源进行互补，

它可以称作是一种合作，也能成为产业界和教育界的一种保障制度[8]。李涛(2019)提出可以从生产与教

学融合、企业与学校融合、产业与教学融合等三大融合理念，来解读高校教育和产业融合的内涵[9]。陈

小娟(2020)认为可以从三个内容来考虑当下的深化产教融合，一是产教融合是当下高校改革办学的重要模

式之一，二是其能够有效提升当地的产业竞争力，第三，强教融合是国家资源有机合理运用的重要手段[10]。 

1.3. 相关理论概述 

1) 产教融合 
根据相关学者对于产教融合的概念界定可以发现当下的主流解释是产教融合可以表述为由企业高校

和政府共同培养人才的一种新型的人才培养模式，以高校企业和政府三方有着自身不同资源属性的个体，

来进行合理的资源调配，进行人才的深度培养，比如企业在产教融合的教育中，可以运用自身的平台属

性，为高校创新创业提供一定的资金和平台并且可以优先享受研发成果，而高校可以作为科学研究和理

论教学的平台，而政府可以作起到宏观调控管理和引导作用。三者拥有不同职能在以往教学模式下，很

难将三者有效结合在一起而产教融合模式可以积极发挥三者的优势，满足了人才培养过程中的实践需求

和相关教学需求[11]。 
2) 全面发展理论 
全面发展理论是由人的创造性，独特性和自主性所构成的，在当下的教育活动中应当积极发挥个体

所存在的个人价值，潜力以及其内在的个人天赋，社会的发展得益于个体的主动性，而个体的差异性和

独特性是指个体因为发展的不同，在实际过程中表现出的个体差异以及不同时期的个体发展差异，而个

体的潜能是个体创造性的重要保障是个体发展完全的重要保障，其中个体发展能力是相当重要的，它是

个体能力综合化和复杂化之后的最终呈现，其中包含了对问题的分析，对事物的探索，对知识的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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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创新创业教育不仅要锻炼个体的实践能力，实际问题处理能力，交往能力还需要锻炼他们的毅力

和承受力，从而使他们在当下复杂的社会竞争中能够有效提高自己的竞争力，能够将所学的知识进行高

效的内在转化，所以全面发展理论给当下创新创业教育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基础[12]。 

2. 当代高校学生创新创业现状 

根据《中国高校学生创新创业调查报告(2019)》对 100 所，国内高校大约 3500 名学生进行问卷调查

可知，发达水平较高的学生，对于创新创业的关注度较高，而相对于工科学生而言，文科类如管理类经

济类学生，对于创新创业的关注度要明显高于工科类，一方面是因为管理的学生，在自身的专业课学习

过程中就可以学到完整的理论知识，以及企业的相关运营框架。而工科的学生虽然自身专业技术，对于

创新创业来说拥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但是由于大学学业的加重，其反而对创新创业的关注度不高，他们

大部分还是倾向于，努力提升自身的专业素养，然后获得一个良好的工作[13]。而且实际调查中也可以发

现，文科类的学生对于创新创业活动拥有着较高的热情，在调查期过程中可以发现，31%的学生选择自

主创业的原因，是想获得更加自由的工作方式，19%的学生是为了实现更高的人生价值，和个人理想去

进行创业活动。 

3. 当代高校学生创新创业存在的问题 

3.1. 学习动力不足 

进入新时代后，受政府对创新创业产业支持的影响，各大高校都为了配合培养高校学生创新创业的

能力，从而开设了相关专业课程，高校学生往往受高中和初中的学习惯性影响，对于学习来说处于一种

相对而言，较为被动的接触方式，而传统的教学模式，也确实会导致高校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受到一

定程度上的抑制，加上近些年受外部环境影响较为严重，大部分学生主要考虑的是自己的就业升学，只

有极少数学生敢于勇敢踏出进行创业，而缺乏核心动能导致大学生创新创业活动开展受阻。整体来说，

一是大学生试错成本较高，第二是大学生成功案例较少，外部环境对于创业来说不是很友好，导致大学

生还是将就业，作为自己的首要考虑目标，也直接导致高校创新创业人才的培养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根据 2021 年和 2022 年安徽部分高校调查可以发现，独立高校和高职学生存在明显的学习动力不足

的情况，且不仅对相关衍生课程学习动力不足，对自身的专业课程学习动力也有明显不足，相关课程及

格比例为 70%，其中优秀仅为 13%。其中高职学生相对于其他高校来说情况要更为严峻一些。 

3.2. 教育体系不健全 

相较于专业课程来说，创新创业教育大部分高校，都是作为选修课来进行教授，一方面受课程篇幅

影响，第二方面也是受授课老师的影响，大部分都是对创新创业的知识进行简单的讲解，这也受我国特

殊国情的影响，创新创业相关教育学内容在我国提出时间还较短，大部分也是各个各校在摸着石头过河，

逐步摸索探索教育内容，虽然国内交通高校开始积极响应政策，在学校开设相关课程，但是由于该课程

没有形成体系化[14]，在课程广度和课程深度上都存在较大的不足，现有的教学课程大多数都停留在理论

层面，实际应用层面缺乏论证。 
根据 2023 年安徽部分高校进行校园调查其中 90%的学生表示参加过创新创业相关课程，但 60%的学

生表示课程内容一般，对创新创业的指导作用不足们需要进一步，加强 70%的学生表示希望可以得到企

业人员的切实指导，增加企业实践类课程。 

3.3. 资金来源有限 

对当代大学生的创业活动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在当代大学生创新创业活动中有相当一定比例的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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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其创业动机不够纯粹，并不是有了好的创意而去进行实现，大部分是由于其他种种原因才开始的创

业活动，在面对困难时往往会做出不利于自己的选择，而当代大学生其创业资金获取渠道，相对而言较

为单一。主要是依靠政府出资，学校出资和家人出资，其他外部资金介入的比例较小，可能性也较低，

对于大部分的大学生创业来说，仍然是杯水车薪其启动资金仍是制约大学生创新创业的一大制肘。 

4. 产教融合视角下高校学生创新创业培养策略 

4.1. 建立学分管理制度 

加强教育体制的管理，能够帮助大学生有效树立创新创业相关思维，高校在开设创新创业相关课程

的时候，可以优化考核指标和考核内容，进行学分制考核严格要求。一方面在教学内容上进行突破，另

外一方面在教学考核上进行深入强化，对学生进行一定程度上的约束，考核约束能让他们更加专注的投

入到课程学习当中，而通过学分制的考核。可以让老师在不同阶段对于每个同学的表现进行打分，一方

面是对学生创新创业学习能力的一个评估，另外一方面也是对学生起到一定的监督督促作用，让他们在

课程学习时，就有效带入自己的弱势进行分析，知道再创新创业活动时自己还有怎样的不足，从而对弱

点进行重点强化。 

4.2. 优化创新创业师资队伍 

一个课程的产生到完善，必然需要无数的学者对其进行研究，对其进行完善。而创新创业课程的开

展也是如此，要想课程获得圆满的进程，必然需要强大师资力量作为保障，教师自身的创新创业能力水

平，会直接影响学生创新创业的水平提升。由于创新创业这门课程，是近几年新兴的课程，导致大部分

的老师，是由其他专业课的老师兼任或者是转入，其任课老师在创新创业相关教学活动中，也没有受过

专业的培训，所以针对这一情况高校可以进行产教融合，从外部市场中聘请专业性较强的，具有创新创

业能力的，行业专家对高校学生进行创新创业专项培养，用产教融合机制，对高校教师团队进行全面升

级，同时积极与市场接轨，培养具有市场竞争力的创新创业专项人才。 

4.3. 拓展创新创业融资渠道 

当代高校学生在进行创新创业活动中的时候，其资源来源十分单一，无非是自己的家人学校的支持，

和政府给予的扶持政策。受高校学生其固有自身资源的影响，前期很难获得外部的资金支持，高校学生

在自身创新创业活动中，要想获得外部投资，那么就必须要对自己的创新产业进行深入的了解和规划，

形成具有市场竞争力和执行力的方案策划书，而受自身阅历的影响，大学生很难在一开始，就能编撰出

较为合理完善的策划书，所以需要创新创业相关指导老师对其进行一个密切关注和联系。一方面让学生

了解当地对创新创业相关政策的扶持力度和相关扶持制度，另一方面也为其提供外援，支持对其策划书，

和创新创业过程中的一些创业规划进行一定程度上的把控，也需要创业平台为其联系，一部分有意向的

外部投资平台，帮助其尽可能减少创新创业活动中所遇到的一些可以规避的风险，提升创业成功的可能

性。让当代高校学生能够尽量展现自己的才华，展现当代高校学生创新创业的专业能力。 

4.4. 深化校企合作助力开展创新创业活动 

当代高校如果想培育出，具有较高创新创业思维能力的学生，那么除了完善创新创业相关培训课程，

激发学生自主对于创新创业的学习能力和学习兴趣外，还应当给予学生大量的实践机会，增加创新创业

实践。依托与校企合作的平台，助力创新创业相关的各类赛事举办，可由相关企业设立奖金，提供赞助

学校进行承办，为高校学生提供丰富的实践机会，这样不仅可以有效提升大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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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加强校企沟通的一个平台，企业可以通过赛事提前锁定自己满意的学生，这样对于学生后期的就业，

以及创业过程中所需要的资金支持，都是一种良好的保障，而该类赛事的举办能够帮助学生积累创业经

验，还能够有效的提升自己在创业活动中，所需要的各项良好品质，为今后的创业道路打下坚实的基础。 

5. 结语 

经济发展作为当下社会发展的不变主题，一直受到各方高层的重视，随着我国高新制造技术的不断

突破，这也预示着我国正逐渐从一个制造大国，向创新创造大国转变，国家对创业创新人才的质量和数

量都需要进一步提升。在此背景下，高校学生应当担负起自身使命，为国家的发展添砖加瓦，为社会的

发展作出贡献。而产教融合作为解决当下大学生创新创业中遇到困难的重要途径，在产教融合的背景下，

高校积极带头开展创新创业教育工作，为培养具有强大创新创业思维和具有强大核心素养的新一代大学

生。这既是社会和时代的需求，也是当下高校学生实现自我价值，带动自身就业和经济发展的需求，在

积极培养高质量创新创业人才的同时，要加强自身创业新创业教师团队的完善，尝试着建立一支拥有多

渠道支持的双师型就业导师，既能帮助学生解决创新创业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也能利用校企合作产教融

合等，为学生提供更加多样的创业指导，让学生能够积极的提升技能，积累经验打磨自身能力，为将来

的独立创业独立创新打下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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