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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等教育创业创新模式需要结合专业分工逐步推进，建立的目标应当以社会分工演化的趋 

势进行设计，不仅要考虑专业分工过程中个体差异对高等教育创业创新的影响，还要将社会分工目 

标与高等教育发展体系结合起来。分析当前高等教育创新体系中师资力量缺乏、实践场所缺乏以及 

缺乏规范体系的现状，提出建立个性化差异目标，优化资源，实现创新规范体系的长效机制等建议， 

为建立我国高校创新创业模式提供了良好的发展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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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纵深发展，高等学校中开 体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具体表现如下： 

展对学生 自主创新能力的培养成为我国未来经济实 

现跨越式发展的基础。诚如苹果电脑的缔造人对该 

品牌的本质提升成为苹果立于IT业界屈指可数的地 

位的现实，建立创新创业模式对我国未来企业创新 

乃至于行业创新具有非凡的意义。以亚当 ·斯密为 

代表的外贸经济理论对世界分工进行了相关的界定 

与梳理，而分工理论的系统化过程则和杨小凯的研 

究有密切的关系。从 目前高校创业模式的研究现状 

来看，创业模式的提出主要围绕着教师与学生之间 

的交流，以及如何培养学生的基础创新能力的方面。 

从学校的课程设置、学科体系的建设以及创业文化 

的普及等视角对改变目前高校创新创业模式的基础 

做出了有益的研究与探讨。以上研究虽然能够从不 

同方面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创新创业教育提出可行性 

的路径，但是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创新创业的可持续 

发展的渐进过程，即创新创业模式应当在一定基础 

上根据不同高校的特征发掘和社会分工相适应的自 

主研发能力和自主创新精神，而不是全国一统的非 

差异性模式。因此，有必要从专业分工基础理论、 

现实依据以及发展方向对当前高校创新、创业模式 

进行深入研究。 

一

、 理论基础：社会分工演化趋势对高校创 

新创业模式的指导思路 

根据杨小凯的分层组织理论和分工安排，社会 

经济政治体系具有层级性特征。社会各群体为了根 

据已有的资源优势做出和资源配置配套的状况，完 

成社会分工的过程。社会分工演化趋势对当今高校 

教育起到了指示性作用，而社会分工过程对不同群 

(一)社会不同个体自身环境对高校创新创业模式 

的影响 

当前，我国大学生教育涵盖了农村到城市不同 

社会层级。由于不同阶层所处的生活积累、资源禀 

赋存在较大差异，因此，高校创新创业模式将受到 

层级式差别化的影响。具体分析如下： 

1．文化底蕴差异。文化底蕴受到个体成长环境、 

生活经历以及地理位置等影响。文化底蕴不单单指 

从小通过 自身努力可以实现 自我修养的提升，但是 

性格造就和其他风俗、习惯的塑造和书本存在重要 

的差异，而创业模式如果缺乏个性将导致，不同阶 

层的大学生群体会出现 自身优势难以发挥，创业思 

想僵化，最终导致创业教育难以达到预期目的。例 

如城镇贫民家庭的学生，自立能力更强，但是缺乏 

主动创新意识，因为从性格和承受能力来看，他们 

的成长环境造就了更希望规避风险的心理状态。而 

在城市富裕家庭的学生，因为身处优越的环境，缺 

乏约束的性格将助长他们更愿意尝试风险，更喜欢 

特立独行，具备了积极主动的创新精神。文化底蕴 

的差异对大学生性格产生了关键影响，最终要求彰 

显高校创新创业模式的个性化特征。 

2．基础技能差异。来自于不同阶层的学生因为 

家庭条件的不同，因此自小具备了和生活环境相适 

应的能力。例如，在贫困家庭出生的学生大多数都 

具有独立生活的能力，动手能力较强，能够在短期 

内对周围的环境加以适应，但是，面对突发事件因 

身处的环境的限制往往显得能力缺乏，不知所措。 

与之相对应，普遍来讲，按照正常模式培养的富家 

子弟，虽然见多识广，具有较强的独立思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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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因为收到的磨难较少，不愿轻易根据环境做 

出适当的调整，因而在首次接触新环境时常常不能 

冷静下来，从容应对。基础技能的差异要求在培养 

学生创新意识过程中应当按照他们所长进行引导， 

同时，应当对他们缺乏的能力进行有益的指导，并 

鼓励他们相互交流，共同提高基础能力。 

3．世界观及理念差异。虽然 “将相王侯宁有种 

乎”，但是不同家庭因为背景差异造就的世界观和理 

念的差异却是不争的事实。世界观的形成和个人的 

成长经历有密切的关系，但是最初的世界观形成和 

从小生活的环境息息相关。因为父母和其他密切人 

群从小耳濡 目染的结果，很多不同家庭的的学子在 

面对未来发展的轨迹、在面对不同的事物的观念存 

在着显著差异。这些差异会给他们未来的创业带来 

影响。例如拥有积极世界观的个体更乐于在危险的 

环境下，激发自己的能量从而获得克服困难的勇气 

并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而悲观者就不能在竞争的 

环境中站稳脚跟，更不能贯彻将创新理念贯彻在日 

常工作中。世界观和理念的差异将对高校创新教育 

模式的效果产生重要的影响。 

(二)社会分工演化趋势对高校创新创业模式的指 

向标作用 

古典经济学将社会的发展形态在经济领域中的 

作用没有进行 良好的诠释，杨小凯等人认为社会分 

工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从而揭示了当前社会发 

展多元化造就的社会迅速发展的源泉。专业化社会 

需求一方面要求提供在某方面有特殊技能的专才， 

另一方面又需要这些专才能够具备较高的综合素 

质。社会分工的多样性、复杂性对高校创新创业模 

式提出了以下要求： 

1．社会分工演化趋势是高校创业模式目标的起 

点。随着高校就业市场化 目标的确立，社会分工结 

构的趋势和要求成为高校建立创业模式的基础。随 

着社会分工加速发展，高校向社会输入人才的方式 

从过去的买方市场演化为当前的卖方市场，然而 目 

前而言，这种卖方市场是因为结构性矛盾形成的， 

社会分工结构的需求和高校创业模式之间的差异导 

致高校创业模式在建立的过程中应当积极研究社会 

分工结构的变化和动向，并依据需求将高校创业模 

式 目标进行适时的调整。社会分工结构从宏观的角 

度来看较为稳定，从微观变化则较为频繁，因此高 

校的具体创业目标需要依据社会分工的细化进行不 

断调整。 

2．社会分工趋势为高校创新创业模式创建思路 

提供基础。社会分工结构不仅需要按照角点均衡的 

原则进行项 目和内容的增减以及调整。这种调整常 

常不是政府行为而是市场根据 自身情况做出的有序 

调整。但是，这种调整往往不是无规律可言，而是 

根据经济拓展和发育的程度来预测未来的社会发展 

趋势，以便为培养适应社会分工体系的学生做准备。 

高校创新创业模式一方面为社会输出分工化的特殊 

人才，另一方面还应当培养他们综合素质。通过社 

会分工结构的变迁、演化来研究高校创新创业模式。 

二、现状分析：高校创新创业模式的基本问题 

国外创业研究始于上世纪 40年代，主要研究创 

业过程中如何通过建立创新机制进而实现社会不同 

行业在分工发展中对人才的需求。我国实施创业教 

育仅仅起步于 2002年，目前我国创业教育存在以下 

问题： 

(一)创新创业教育缺乏明确目标 

大多数学校在设置创业目标时主要以当前市场 

需求作为其设置的目标，缺乏 目标设置的稳定性和 

系统性。此外，不同层次的学校在设置目标时也存 

在 目标雷同，个性不鲜明等问题。例如，当前我国 

高等职业教育的创业目标主要是培养学生实际动手 

能力使他们成为社会生产一线的骨干，但是当前很 

多普通高校也将 目标等同于职业教育，并没有显示 

出普通高校毕业与职业教育的区分，人为的加剧了 

就业市场的压力。 

(二)创新创业教育缺乏必要的资源 

目前高校创业资源缺乏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师资力量薄弱，教师缺乏实践经验。当前不 

论是高等职业院校还是普通院校，教师的理论水平 

都强于其实践能力，原因在于这些老师没有在社会 

上进行实际的训练和工作。因此，他们对如何进行 

创新创业教育缺少经验，对如何引导学生在社会分 

工中主动出击，获得成功显得无所适从。 

2．缺少学生进行模拟实践活动的实验资源和稳 

定的社会资源。目前高等学校和企业建立了校企合 

作，校方希望通过建立和企业的长期合作为社会输 

送适合的人才，以提高学校的招生的声誉。企业也 

可以通过对学生的考察、塑造和培养为今后企业的 

发展奠定基础。但是目前高校与企业这种联合仅仅 

停留在短期实习，同时，学生在企业也未能从事一 

线工作，未能提高其实践能力。就学校 自身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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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没有在走产学研过程中实现学生全面走向社会实 

践的步伐，即使有自己的校办工厂也因为模拟程度 

有限，而未能对学生创新创业有全面的指导。 

(三)创新创业教育模式缺乏规范体系 

国外创新创业教育的经验显示，将高校设置课 

程的内容、理念、处理问题的方法与社会产业分工 

密切结合起来，但是这种设置不是忽视基础教育的 

盲 目跟风而是在夯实学生综合素质的基础上，培养 

个性化学生。目前我国创新创业体系存在下述问题： 

1．教育体制刚性有余，柔性不足。从我国大学 

生入学之初，就对其未来的学习计划进行了传统的 

安排。学生的学习模式被固化为教师讲堂上的传授， 

学生填鸭式的模仿，学生的自主性未得到有效地发 

挥。教育部在对高校学科建设进行总体规划后，各 

个学校很少因地制宜按照本校的实际情况，将培养 

学生的创造力作为其培养方案的基础，并针对学生 

的创业规划进行系统的安排。 

2．创业教育保护不利，措施不当。目前我国没 

有对创新创业教育进行有效的规划。具体表现为其 
一

， 法律制度较为缺乏。我国大学生创业指导性文 

件仅仅是 2000年教育部颁布的高校学生可以休学 

创建高新技术企业的规定，关于指导学生如何创业、 

创业行业的信息、创业配套建设等都未能做出有力 

的支持。其二，学校在安排学生进行创业教育时， 

主要从研究的视角进行处理，同时在安排的过程中 

没有社会部门的有机组织和协调，导致最终的创业 

教育活动缺乏连贯性。其三，没有具体的对学生的 

创业实行相应的政策鼓励、支持和资金的扶助，学 

生创业创新缺乏积极性。 

3．创新创业教育文化未能形成。创新创业教育 

的推广与完善不仅需要支持，更关键的在于形成一 

种蒸蒸日上的风气。高校的创新创业教育仅仅停留 

在理论研究中，没有实施的方案和行动措施。例如， 

虽然当前校园文化的多元性催生了大学生建立格子 

屋、大学生服务社等团体，但是因为这些组织缺乏 

合理的引导，真正符合社会未来分工发展的行业始 

终未能出现。学校忽视了对创新创业教育的长远规 

划，创新创业教育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难以为继。 

三、模式构想：基于专业化思路的我国创新 

创业教育模式的建议 

大多数研究者认为，政府对创新创业教育模式 

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政府通过对不同部门的协 

调，制定相应的政策和实施程序，高校按照国家的 

有关规定 自主的安排本校的创新创业教育体系。制 

度经济学研究表明，白上而下的制度变革必须有响 

应者去调整、检验才能获得较为理想的结果。根据 

我国当前创新创业模式的特点，提出以下建议： 

(一)创新创业模式应当有个性鲜明、落实到位的 

目标导向 

专业化分工的社会发展趋势，对当前的高等教 

育创新创业模式提出了新的要求，即适应社会分工 

演化的要求，既要培养专业化人才，又要使他们在 

面临复杂的环境下具有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因此， 

高等教育创新创业模式在不同的学校既有共性，但 

是更应当个性独立，发挥不同学校的地域优势和学 

科特质，建立以区域经济发展为中心，开拓地区优 

势，发掘出不同风格的创新性人才，为社会的可持 

续发展提供有利条件。为了达到上述要求，具体 目 

标应当适宜操作且易于执行。例如，高等职业教育 

不仅仅要求学生具备某行业的操作技能，还应该要 

求学生拥有一定的综合应变能力，在出现了非常规 

情形下能够明确自身的责任，防止事态的蔓延。 

(二)优化创新创业模式资源，为社会分工演进打 

下良好的基础 

为了优化高等教育创新创业模式资源，建立符 

合社会分工为基础的创业模式，应加强以下方面的 

工作： 

1．加强对教师实践能力的培养，建立社会导师 

制度。针对 目前高校教师理论水平较高，实际能力 

偏弱的现状，应当按照学校创新体系建设的要求， 

让本校教师有计划、有针对性的去社会不同部门进 

行现场实践，时间至少在 1年以上。所涉及的部门 

性质包括不同企业、事业和机关团体，为丰富教师 

的实际经验提供 良好的平台。同时，还应该根据学 

校的专业特点，聘请不同行业、不同性质的部门的 

高级人员参与对学生的实践能力的培养。建立相关 

行业定点集训制度，将学生的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 

有效的结合起来。 

2．拓宽高等创新创业模式思路，积极创建实习 

基地。地方政府部门和学校应当就学生实习、实践 

基地进行 良好的协调。一方面，学校根据 自身的特 

点对本学校所需进行实践的项目、目标和具体的操 

作过程上报给政府相关部门，政府部门在审核其合 

理性后，要求具体的行业或者是企业积极配合，最 

终建立和学校创新创业模式体系相适应的长期实习 

基地，形成校企联合共谋发展的实践教育基地。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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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能在学校学习期间尽快将社会需求与自身未来 

发展有机结合起来，为今后创业奠定良好的基础。 

(三)实现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体系的全面变革，建 

立创新创业教育的长效机制 

首先，从课程设置、课程安排上将传统的固定 

化的培养方案改编为新型的随时需要调整的按照分 

工演化的教学体系，同时还应当针对学生特点，将 

那些具备了特殊技能的学生区别对待，制定弹性计 

划，并创造条件鼓励他们按照创新创业模式的要求 

积极创业，最大限度的发挥他们的创造力。 

其次，政府应当辅助学校建立创业教育保护机 

制。其一，应当鼓励在校学生在不耽误课时的情况 

下自主创业，并且要求学生对创业的项目进行申报， 

由相应的部门组织专家进行评审，并对优胜者提供 

资助资金。其二，要建立创新创业畅通机制，不仅 

从理论上进行全方位研究，还要建立长期跟踪机制， 

让实践活动落到实处。 

再次，要在学生中推广创新创业的理念，让他 

们形成 自主创新的意识，为今后社会分工演化储备 

高素质的人才。树立创新创业的理念，不仅要求学 

生有自主创新的意识，还要求学校和社会部门通过 

建立多渠道的信息渠道为学生 自主选择创业的内 

容，积极投入创业热潮提供便利的条件。一方面， 

学校和政府部门可以引导学生关注本地区行业、产 

业发展信息，另一方面，学校研究者按照 自己研究 

的成果，鼓励学生进行实践，完成创业的过程，为 

经济发展提供持续发展的源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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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model of advanced education in innovation and construction should improve one by one． 

combined with Division of Labor．Therefore，the goal of this model can design according to the fiend of 

Social divisions’development．In order to realize this destination the model should not only consider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individuals’affection and the model of high education，but never ignore blending 

with the destination of Division Of Labor and the system of the advanced education improvement．After 

analyzing the statement of Advanced Education system，this paper finds the fact that the lack of teaching 

faculty and equipment and practice site disturbs today’S education’S system．Thus this paper proposes to 

build the individual aim and make the resource optimized and construct the new and chronic system is very 

impo~antfor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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