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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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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以辽宁大学亚澳商学院为案例，总结研究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中高校大学生创新创

业项目计划的实施以及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以技术促进劳动节约，以创新推动产业升级。通

过校企资源融合，外方资源搭建指引，结合自身专业，跨学科跨国别交流探索，缓解政府长期背

负资源输送的负担，使学生找到专长，中西结合，专创结合。将创新创业理念内化为可行路径，
加快发展，建立融合教育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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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２０１２年我国教育部启动“国创计 划”，分 为 创 新 训

练、创业训练和创业实践三类项 目。２０１５年 国 务 院 发

文：“将大学创新创业计划纳入学分课程，深入实施，建

设好实践基地”。进入新世纪以来，世界各国间的竞争

进入了科技性 和 人 才 性 竞 争，我 国 社 会 经 济 结 构 从 单

纯劳动力需求转向高素质创新人才的需要。以技术促

进劳动节约，以 创 新 协 同 产 业 结 构 升 级。联 合 国 教 科

文组织提出：创 业 教 育 是 在 于 培 养 具 有 创 业 创 新 精 神

和能力的人，绝 不 仅 仅 局 限 于 欲 自 主 创 办 企 业 的 学 生

个人，即便是在 职 工 作 者 同 样 需 要 具 备 创 新 意 识 和 创

业能力，因此创新创业人才培养工作应广泛开展，使大

多数学生受 益。中 外 合 作 办 学 项 目，更 有 利 于 吸 取 世

界一流大学先 进 创 新 创 业 培 养 经 验，为 我 国 相 关 人 才

培养提供参考价值。

１　高校创新创业计划对教学改革的影响

大学教 育，以 本 为 本，在 知 识 经 济 社 会 中，大 学 的

变革在于从“潜 心 问 道、科 研 至 上”转 为 知 识 带 动 创 新

能力的思维 宝 库，从 社 会 发 展 的 边 缘 步 入 核 心。实 施

大学生创业计划，促进高等院校教育思想观念的转变，

改革人才培养 模 式，教 育 者 关 注 知 识 的 科 研 价 值 和 社

会责任，引导启发学生的创新创业思维，促进教育教学

改革，改变目前 高 等 教 育 培 养 过 程 中 教 学 与 实 践 脱 节

的薄弱环节，理论在实践中无法得到检验，知识与能力

转化效率低的现状，改变填鸭式的教学方法，激发学生

对知识的渴望，在奠定了一定积累储蓄后，推广研究性

学习与个性化 培 训 相 结 合 的 教 学 方 式，将 西 方 课 堂 中

已形成的课堂演讲、团队协作讨论，进一步迁移到创新

创业中去，形成 创 新 教 育 氛 围，用 实 践 检 验 成 果，用 成

果反馈理论，进 一 步 推 动 教 学 改 革，提 升 教 学 效 率，提

高教学质 量，增 强 学 生 就 业 能 力，扩 大 毕 业 生 就 业 选

择，带动区域经济发展。

２　合作办学项目下“大创”计划的执行情况

以辽宁大学 亚 澳 商 学 院 为 例，辽 宁 大 学 亚 澳 商 学

院中外合作办 学 项 目 成 立 近２０年，开 设 会 计、金 融 与

国际贸易三大专业，采用澳大利亚课程体系，长期致力

于国际化复合型本科专门人才培养。虽然在全国各高

校统计数据反 映：理 工 科 学 生 是 主 要 的 创 新 创 业 参 与

者，但进一步调查发现，中外合作办学培养下的商科学

生具备更强的 社 会 责 任 态 度 和 家 国 情 怀，中 西 方 文 化

碰撞下更有益于激发学生的创新创业思维火花。学生

能够挖掘生活中的点滴，发现创业点和潜在商机：开发

针对农民工等 临 时 用 工 人 员 的 Ａｐｐ，以 提 供 一 个 方 便

快捷、省时省力 的 务 工 平 台，具 有 一 定 的 社 会 公 益 性。

结合目前大学 生 普 遍 存 在 的 人 生 规 划 不 足、课 堂 教 育

脱轨以及心理 亚 健 康 比 例 逐 年 上 升 的 现 实 状 况，创 建

“Ｏ２Ｏ＋ＳＮＳ”模式的大学生朋辈教育辅导平台———朋

辈帮。还有校园 约 拍、校 园 连 锁 书 吧、有 机 蔬 菜、绿 色

生态鸡肉等各具特色项目。选取出国留学群体为调查

对象，调研留学 生 的 家 国 情 怀，通 过 设 立 认 同 感、归 属

感、责任感、使命感为一级指标，以社会、文化、经济、历

５０１



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

科技创业月刊　２０１８年第１０期

史为因变量，提 升 合 作 办 学 下 中 国 学 生 的 文 化 自 觉 与

自信。在不同视角下挖掘到创新创业的闪光点。
到目前为止，校 园 约 拍 项 目 已 经 发 展 为 以 毕 业 拍

和证件照为核 心 的 业 务，为 留 学 生 提 供 中 国 元 素 的 旅

行拍、校园照等其他类型约拍服务，形成了多元化产品

链。学生发挥商科专业特点，学生能够运用专业，将理

论与实际相结 合，营 业 收 入 预 算，详 细 记 录 支 出 明 细，
保证创业 充 足 现 金 流；维 持 资 金 池 的 足 够 沉 淀（保 证

金、抵押金、服务费）。合理有效利用公众平台、数字化

媒体技术，进行 资 源 分 享，校 企 结 合，线 上 和 线 下 相 结

合。校园书吧与朋辈帮在校内也均展现广泛热度。创

业类项目“云上林下鸡”及“绿色搬运工”等环保生态类

项目依旧处 于 前 期 阶 段，并 未 取 得 突 破 性 进 展。学 生

遇到的很多现实棘手问题，如产业规模较大，资金链条

连续性，需要 不 断 调 整 脚 步 继 续 探 索。各 组 成 员 能 够

团结配合，同舟共济，在调研探索实操的过程中提高创

新创业能力和团队凝聚力。

３　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下开展创新创业的困难

３．１　课程体系融合不够

我国的创 新 创 业 工 作 相 较 于 国 外，起 步 较 晚。目

前全国上下，各个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普遍存在完全迁

移外方教学体 系、课 程 设 置，在 培 养 目 标 上 过 于 雷 同，
没有很好地针 对 学 校 特 点、区 域 发 展 特 点、中 国 特 色，
进行与外方课程的进一步完善融合。这样导致学生在

完全学习西方 理 论 课 程 后，基 础 理 论 无 法 得 到 躬 身 实

践，没有很好 地 结 合 区 域 现 状 发 挥 自 身 效 能。当 受 西

方思想文化碰 撞 出 创 新 创 业 火 花 后，想 法 与 实 践 之 间

执行力较弱，过分依赖指导教师，抑或是想法可执行性

较差。

３．２　学生知识结构单一

创新创业人 才 培 养 具 有 创 新 性 和 特 殊 性，学 生 普

遍知识储备单一，只掌握本学科知识体系，并且学习倾

向于被动，培养创新创业型人才，首先要培养学生的自

主学习能力，引发学生对本学科的创新兴趣和热爱，对

学科产生渴望，从而能从一而专，在一门学科挖掘足够

深入的基础上，以 此 为 中 心，向 相 关 学 科 扩 展，达 到 触

类旁通。在专业 学 习 中 培 养 创 新 能 力，在 教 育 引 导 中

树立创新创业意识。目前众多前沿领域均属于交叉学

科的衍生物，因 此 学 生 的 单 一 专 项 知 识 已 经 远 远 无 法

满足创新创业 的 要 求，在 人 才 培 养 的 过 程 中 要 将 专 业

与创业相结合，将交叉学科与创新能力相结合。

３．３　资源与保障机制限制

缺乏创新创 业 专 门 课 程 指 导，目 前 高 校 指 导 教 师

缺乏创业经验，校外创业导师引入较少，与学生团体数

量不匹配，缺乏必要的软硬件条件，大多数项目停留在

计划书上，纸上 谈 兵，成 果 转 化 率 低，很 多 项 目 无 法 走

出校园。创新创 业 以 素 质 和 修 养 为 核 心，但 高 校 在 人

力、物力、财 力 方 面 均 无 法 给 予 有 力 支 持。政 府 与 高

校、企业与高校联系不紧密，没有形成很好的良性协同

作战模式。

４　合作办学项目下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

４．１　激发学生的创新创业意愿

在奖励导向 和 组 织 导 向 上，正 向 积 极 吸 引 学 生 参

与到相关活动竞赛中来，实现预期上调，在创新实践中

实现知识成果 转 化，使 学 生 受 惠，同 时，对 学 生 定 期 展

开创新创业 教 育 培 训。完 善 大 赛 评 价 标 准、注 重 过 程

引导，以提高学生的满意度，从而激励更多的学生投入

到“大创”项 目。在 发 展 导 向 上，借 鉴 美 国 威 斯 康 星 大

学麦迪逊分校 创 业 型 大 学 实 施 方 案，通 过 提 供 更 好 的

项目平台，横向 走 出 去，打 造 创 业 寄 宿 制 学 习 体 验，打

破以往项目短板，使方案更具备实际性和可操作性，同

时还可以鼓励 海 外 学 子 到 当 地 企 业、社 区 进 行 志 愿 服

务、调研实习，实 现 商 科 落 地、跨 文 化 创 新 与 融 合。在

团队导向上，通 过 团 队 组 建、沟 通 等 技 能 培 训，提 高 团

队内部的凝聚 力，通 过 提 升 团 队 的 吸 引 力 来 提 高 项 目

的影响力和实际意义。

４．２　中西结合，专创结合，提升学生综合能力

选题要具有 战 略 高 度 与 服 务 区 域，商 业 计 划 书 的

撰写不是凭空想象的，要基于对实践的思考，倡导以本

科学生为主体的创新创业项目，调动大学生的主动性、
积极性和创造性，通过对西方市场经济的分析，结合我

国发展变革现状，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业思维，突

破传统学习方 法 的 局 限 性，掌 握 思 考 问 题 和 解 决 问 题

的方法，不断 深 化 学 科 理 解 力 和 生 活 理 解 力。学 生 们

通过校企 资 源 融 合，外 方 资 源 搭 建 指 引，结 合 自 身 专

业，跨学科跨国别交流探索，缓解政府长期背负资源输

送的负担，使学生找到专长，中西结合，专创结合，关注

社会问题，加大 成 果 转 化 力 度，总 结 发 展 规 律，战 胜 挑

战，发现机会。

４．３　创新创业能力培养服务“双一流”建设

高等教育经历的第一次学术革命是指将人才培养

与科学研究相 链 接，创 新 创 业 型 大 学 是 高 等 学 校 历 史

发展上的一个 重 大 跨 越，也 可 以 称 之 为 第 二 次 学 术 革

命。大学的服务 社 会 职 能 越 发 完 善，及 时 回 应 社 会 需

要和劳动力市 场 的 人 才 需 求 变 化，因 此 必 然 对 新 型 人

才提出更高的 知 识 储 备 和 应 用 能 力 要 求，促 使 组 织 机

构转型与课程 调 整，在 顺 应 新 的 社 会 知 识 生 产 模 式 的

过程中提高 学 术 水 准，增 加 学 术 研 究 活 跃 度。倡 导 大

学与学科前沿、大 学 与 大 学、大 学 与 科 研 院 所、大 学 与

市场进行跨界 行 动，在 解 决 社 会 技 术 难 题 与 理 论 难 题

中推动“双一流”建设，与此同时，也对“双一流”建设提

出更广阔的评定标准，在同一水平上，除学术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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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外，鼓励高 校 将 创 新 创 业、反 哺 社 会 同 样 纳 入“双

一流”的建设范畴。

４．４　进一步完善保障机制

加强高校与 政 府 的 联 络 机 制，结 合 政 府 的 创 新 创

业文件，综合区 域 发 展 实 际 需 要，结 合 自 身 办 学 特 点，
完善教育保 障 机 制，实 现 融 合 发 展。教 务 处、学 生 处、
国际教育学院、国际交流处、创新创业学院等多部门共

同指导，合理制 定 学 校 统 筹 推 进 的 中 外 合 作 办 学 项 目

中创新创业 实 施 方 案。整 合 现 有 师 资 力 量，打 造 一 支

精干、强劲的 中 外 合 作 创 新 创 业 师 资 队 伍。完 善 融 合

教育机制，创立 创 新 教 育 试 点，形 成 良 性 互 动，在 协 作

过程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５　结语

十年树木，百 年 树 人。高 校 的 优 势 在 于 深 化 系 统

的培养专门学 科 人 才，中 外 合 作 办 学 的 优 势 在 于 吸 取

世界一流 大 学 千 百 年 来 沉 淀 下 的 成 功 经 验 和 思 想 财

富，产业的优势在于将理论直接应用实际，高校与企业

相辅相成，创 新 创 业 与 中 外 合 作 办 学 互 相 催 化 推 动。
深入思考“怎 样 培 养 人；培 养 什 么 样 的 人”的 问 题。通

过创新创业培 养 学 生 风 险 意 识、责 任 意 识、诚 信 意 识、

担当意识，在中 西 方 文 化 的 对 接 与 融 合 中 找 到 新 形 势

下适应中国市 场 国 际 竞 争 力 的 创 新 思 维，在 专 创 结 合

与交叉学科培养中，塑造人无我有、人有我精的创新创

业优势。市场驱 动 高 校 创 新 发 展，高 校 孕 育 市 场 新 生

机制，建立融合教育模式，实现家国融合、中外融合、知

识与技能融合、资源与经济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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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的影响［Ｊ］．中国科技论坛，２０１６，１１（１１）：９６－１０２．

５　陆珂珂，龚放．“双一 流”建 设 背 景 下 创 业 型 大 学 发 展 的 若 干

思考［Ｊ］．江苏高教，２０１８（１１）：１－６．

６　卓泽林，黄兆信，庄兴忠．美国高校创新创业型人才培养的机

制与路径研究［Ｊ］．浙江社会科学，２０１８（１１）：７８－８６．

（责任编辑　吴　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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