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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高周刊

Schoo
l

在“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

的时代背景下，

越 来 越 多 的 大

学生投入其中，

但 很 多 大 学 生

都会感慨“创业

的路不好走，尤

其 是 万 事 开 头

难。”

经 过 多 年

探索实践，在甬

高 校 创 新 创 业

教 育 工 作 日 趋

深入和完善，并

初 步 形 成 一 批

可复制、可推广

的 制 度 成 果 和

经验。但是，记

者 在 采 访 中 发

现，多所高校、

创 业 学 子 们 在

这 个 过 程 中 也

面 临 很 多 新 挑

战。

双创教育，

何去何从？连日

来，记者采访多

所高校，倾听各

位 专 家 和 同 学

的心声，一起尝

试着寻求答案。

“我找到自己的路，一定会坚持走下
去！”宁波财经学院大四学生龚航飞创业
不到一年，从3个人发展到10个人，从小
打小闹到如今一个月营收10万元，龚航飞
对创业充满信心。

但是，创业的道路并不平坦，龚航飞
也是一路摸索着前行。他的创业领域和他
的专业分不开，他学的是视觉传达设计，
宁财院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创业基础课
点燃了他的创业小火苗。

去年疫情期间，他看到短视频直播带
货的风口，找伙伴们小试牛刀，可初尝短

视频内容创业，没泛起水花。
资金、项目、场地等问题，对于创业初

期的大学生来说，都如一个个“大Boss”横
亘在眼前。幸好，在全校创新创业教育服
务平台——商业模式实验室的指导下，龚
航飞从文化传媒转向活动策划，跨学院的
创业团队的知识结构、人才队伍建设方面
日渐成熟，申请获得学校助创资金，并入驻
大学生创新创业园后，龚航飞的创业有了
起色，团队的活动策划能力吸引了政府部
门的订单。眼下正处于就业季，龚航飞和他
的团队已经找到了他们的“星辰大海”。

多年实践，成果显著，也面临新挑战

在甬高校双创教育将何去何从从

□现代金报 | 甬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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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
各高校聚焦
在平台建设上予以突破

专家认为，双创教育，是大学生素质
教育最好的一种形式，各级政府、学校应
该大力支持，通过双创教育、实践，使学
生树立独立、担当、负责的人生态度，有
非常积极的教育意义。

大学生创业，都是从小微起步，在税
收优惠等政策上，建议得到支持。同时，
在评价学校、学生双创成效时，也应该给
学校、学生时间，不必过分在意创业成功
了多少，而是参与的学生，在双创教育实
践中，真正学到体会了什么，让他们针对
今后的人生道路、职业规划，有个清醒
的、目标相对明确的认识，今后遇到困
难，能够积极面对。

记者了解到，各高校聚焦在平台建
设上予以突破。比如，浙江万里学院创新
构建政府驱动、高校推动、市场拉动的

“三维联动”工作机制，通过三方创业政
策、创业资金、创业服务、创业场地等子
系统的有效联动对大学生创新创业产生
积极的影响，提高大学生的创新创业成
功率，为拓展学生创新创业教育校外资
源平台。

同样，在平台建设上，宁波财经学院
联合北京市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等企业
合作共建商业模式实验室，这是面向宁
财院及全市大学生“双创”项目提供“感
知与激发、验证与修正、实施与支持”的
一站式服务。在这里，大学生创新创业项
目不仅能够获得技术、资金、导师、政策
等大量资源链接，而且还拥有一对一“校
内专业教师，校外高水平创业导师”构成
的指导团队，提供精准诊断、精准对接服
务。

此外，在“双创”教育推进科研成果
转化方面，宁波大学首创了创新创业驱
动中心这一全新的创新成果转化载体，
将创新创业驱动中心建在学院、学科，紧
密围绕学科专业和宁波地方产业需求，
加强科研创新，促进学生科技成果转化，
并为学生提供创业实训、创业孵化等服
务。目前，学校已建成14个创新创业驱
动中心，总面积达2万多平米，总计投入
1600多万。同时，宁波大学基于多学科融
合开设阳明创新班、基于一流学科开设拔
尖人才创新班、基于商科开设宁波大学创
业班。截至目前，创业班培养了217名学
生，100%参与创业实践，80%以上确立
创业项目，50%以上完成工商注册。

像龚航飞这样的年轻人在宁波高校
并不少见。如今，在“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的时代背景下，双创教育已成为提升
大学生创新能力和就业能力的重要抓
手。受浙东学派“经世致用”思想和“宁波
商帮”文化的深远影响，双创教育在甬各
高校早就先行一步，一直积极推进发展，
并取得显著成效。

比如，2008年浙江万里学院提出“育
创新性人才、建创业型大学”目标。2015
年该校再一次明确“构建创新创业人才
培养新机制，打造全国创新创业示范高
校”目标。创新办学20年以来，万里学子
共创各类中小企业2400余家，为社会提

供就业岗位27000余个，创造经济效益
58亿元；近两届毕业生创业率分别达到
8.21%、8.38%，差不多每年有500余名毕
业生选择创业。

还有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2010年
该校承办大学生KAB创业教育（中国）项
目讲师培训班，当时在商科类专业试点创
业教育。2016年还成立创业学院，帮助学
生掌握创业的基本知识和实践技能，系统
设置一批创新创业课程，专门设置10个

“三创”学分，创新创业教育已普及全校学
生。学校现有创业基地2000平米，2021
年将扩建到4000平米，通过创业大赛，每
年选拔优秀项目入驻，进行创业实践。

现状 各高校推进发展，取得显著成效

记者采访中发现，在一个个创业成功
的案例背后，也有不少学生遭遇波折，甚
至“折戟”。双创教育走到今天，高校或是
学生都坦言遭遇到困惑，面临着新挑战。

“学生创业资金问题比较大。”多位
高校双创教育老师告诉记者，大学生创
新创业实践的热情很高，但由于没有相
关经验，创业过程比较艰难，普遍面临着
社会资源少、启动资金缺乏等问题。很多
学生创业之初，或许可以得到家里的少
量资助，但随着事业发展，资金的压力会
越来越大。大部分学生在寻求外面的风
投或帮助时困难重重，亟需政府、学校、
社会扶持。

而对于高校而言，在双创教育发展到
一定阶段后，感受到学校与社会创业平
台的对接越来越难，“走出去比较难。”学
校的孵化园有一定的局限性，难以形成
产业链，这时就急需能与校外平台进行
资源对接。

此外，很多高校成立创新创业学院，
但是在调动广大专业教师的积极性上还
有待提高，创新创业教育和专业教育深
度交叉融合不足，创新创业教育在推进
科研成果转化方面的贡献还不够突出，
各个高校都在整合政府、行业、企业等资
源打造“双创平台”，但平台“赋能”的深
度、广度还有待进一步提升。

思索 资金、产业链……创业路上布满荆棘

案例 哪怕抓住风口，创业也不容易

浙江万里学院学生在各项创业比赛中成绩优异。 校方供图

▲学生通过户外游
戏闯关的形式进行创业
意识探索

▲ 海峡两岸学生创业
计划书大赛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