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37卷 第 4期
2020年 12月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学报
JOURNAL OF SHANGHAI POLYTECHNIC UNIVERSITY

Vol. 37 No. 4
Dec. 2020

文章编号: 1001-4543(2020)04-0326-06 DOI: 10.19570/j.cnki.jsspu.2020.04.011

高高高校校校推推推进进进创创创新新新创创创业业业教教教育育育的的的时时时代代代逻逻逻辑辑辑和和和发发发展展展路路路径径径探探探析析析

蔡翔华, 黄秋明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 高等教育研究所,上海 201209)

摘 要: 创新创业推动了人类的工业化进程,是人类发展的动力。面对全球经济转型发展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

创新创业教育不仅要面向全体学生开展,还呈现出跨学科教育的特性。创新创业教育要融入高校的人才培养体系,

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结合高校的人才培养模式,以需求为导向,跨界培养创新创业人才,催生新兴学科和新的应用

领域,加强创新创业课程体系建设,同时创新开展创新创业教育的教学方法和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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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the Times Logic and Ways of Development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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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have promoted the process of human industrialization and are the driving force of human

development. Facing the development of global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the advent of knowledge economy era, it should not only

be carried out for all students, but also show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terdisciplinary.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should

be integrated into the talent training system of universities and throughout the whole process of talent training. Cross-border training of

innovative and entrepreneurial talents gives birth to new disciplines and new application fields. A demand-oriented curriculum system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s set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talent training mode of university. The teaching methods

and means of carrying out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re innov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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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创新与创业的源起

1.1 创新与创业的内涵

创新 (Innovation)一词在拉丁语中意为 “更新、

创造、改变”。其实创新是一个汉语词汇, 亦作 “剏

新”, 指创立或创造新的, 还包含有 “首先” 的意思。

社会学中的 “创新”是指人们在现有的信息和条件

的基础上,为了满足自身发展需要,发现或创造有价

值的新事物、新思想的人类主观行动。哲学里关于

“创新”的解释是,它是一种人类开展的对现有事物

的利用和再创造的实践活动,其结果是形成新的物

质形态,增加新的利益总量 [1]。经济学上的 “创新”

概念被认为起源于美籍经济学家熊彼特在《经济发

展概论》一书,熊彼特认为创新是指把一种新的生

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 “新结合”引入生产体系 [2]。上

世纪 60年代,新技术的大发展的背景下,技术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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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据创新活动的主导地位。到七、八十年代,创新

的研究进一步深入并开始形成系统的理论。进入 21

世纪,人们对创新的认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创新也

呈现出新的特点, 以人为本的 “工业 2.0”创新模式

逐步建立,呈现出用户创新、大众创新、开放创新、

共同创新的新格局。

创 业 (Enterpriser) 的 最 初 意 思 是 “企 业

家”。1755 年, 法国经济学家坎迪隆首次把 “创业

者”这个词引入经济学。“创业”也是一个汉语词汇,

张衡的《西京赋》中写道: “高祖创业,继体承基”,意

思是开创基业。现代创业始于商业,迄今为止,创业

活动遍布社会的各个领域,但如果把对创业的认知

局限于创业即经商, 则是过于狭隘的理解。学者艾

伦 ·吉布认为创业是一种生活方式, 还有学者认为

创业就是开创和解放,拓展了创业的本质与意义,使

得创业不再仅仅是最求财务最大化的行为,还代表

了人们将想法转化为行动的能力,会给个人和社会

带来积极的、有益的变化 [3]。

简言之,创新是在现有的知识和物质基础上,为

了满足社会需求而进行的,改进或创造新的事物,并

取得一定的效益的活动。创业的本质是创新, 创新

是创业的动力和源泉,是创业的主要标志之一。

1.2 创新创业推动人类的工业化进程

发端于英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 以工作机的诞

生为开端,以蒸汽机的应用为标志,开创了机器代替

手工劳动的时代,带来经济社会的巨大变革。第二

次工业革命标志着人类进入了电气化时代,计算机

的发明和应用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主要标志,正是

科学技术上的发明、发现和创新带来了整个社会经

济政治的巨大变革,科学技术上在推动生产力的发

展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科学技术转化为直接生

产力的速度加快,技术的创新成为人类工业化进程

的主角。

纵观人类社会进化发展的历史, 折射出创新创

业这条主旋律 [4]。每一次工业革命都会对经济、社

会、产业发展的带来巨大的冲击,当传统面临巨大

挑战甚至牺牲的时候, 创新创业成为一个与政治、

经济和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活动,可以说创新创业

是人类的本质属性,从人类的进化上来说,打破束缚

寻找新的发展空间和机会,生产方式的改变推动着

人类社会的发展。马克思曾说过,经济基础决定上

层建筑。尽管在不同的社会文化属性背后隐藏着不

同的价值观,但从本质上说创新创业关系到人类生

活的根基,是人类进步的动力。

创新创业在不同的专业领域有着不同的内容构

成, 但其核心要素是共通的, 创新创业不仅是人类

为了满足个体生存发展需求做出的选择,也是经济

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创新是人们在发现现

有资源不足时,通过具有创造性的思维和技能并提

出解决方案并付诸实施以解决问题。创业是打破束

缚,改变陈旧,寻找新的空间和方式,是一种创造新

价值的活动,正是因为创新和创业活动不断产生新

的价值,这些价值创造推动了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

进步。

可以说, 人类社会工业化的进程就是一部创新

创业史,工业革命的成功在于对理念、技术、方法的

创新,这有力地证明了创新是经济社会进步的永动

机。在当今, 创新对于任何国家和社会来说都是非

常紧迫的命题,引起各界的高度重视。

2 创新创业教育的时代逻辑

2.1 全球经济转型发展对创新创业教育的诉求

第四次工业革命席卷全球, 人类社会发展面临

前所未有的挑战,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的广泛

应用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主要标志,人类的很多工

作正在被自己所创造的人工智能所取代, AI会凌驾

于人类之上还是人类依然主宰着世界,这一方面既

会破坏现有社会的均衡,是否同时也会创造许多新

的机会和领域。对于高校的创新创业教育而言, 这

是一个非常好的时代,高等教育的深化改革和内涵

发展应该对此做出思考和回应,创新创业教育应该

做出转变。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 2016年发布了一份《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强调要确保让全民享有终身学习的

机会。国际劳工组织未来工作委员会在 2019 年发

布的一份报告《为更光明的未来而工作》指出要尤

其关注所有人都享有终身学习的权利。经合组织

OECD在《正确掌握技能》的报告中指出,其成员国

未来可能有 32%的工作会产生重大变革, 14%的工

作可能会实现自动化。时代的变革促使人们开始反

思对人才培养和教育的新要求,人们开始对所要掌

握的新技能给予更多的关注。有研究者称这种新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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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为 “21世纪技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这种新技

能称为 “横向技能”,经合组织将其归纳为 “社会情

感技能”,亦有称之为软技能,这些概念和名称虽各

有不同,但它们所表达的都是一种强调创造力、创

新能力、学会学习以及终身学习、适应变革的技能。

聚焦关键能力应对时代变革,这是创新创业教

育在第四次工业革命背景下应对经济社会发展变革

所应做出的回应,也是推动创新型社会和培养创新

创业型人才的长久之策。在发展人的创造力、创新

能力、终身学习以及适应变革的技能的背景下, 创

新创业教育应该拓展更丰富的内涵以应对新的需

求,在终身学习背景下的创新创业教育要充分挖掘

受教育者发展自身创造力的机会、帮助公民加深对

创新创业的理解、培养受教育者的创新精神及发现

并抓住创业机遇的能力,还包括树立正确的创业观、

培养卓越的领导力等等 [5]。

2.2 知识经济时代对创新创业教育的诉求

经济与合作组织 (OECD) 对 “知识经济” 的定

义是, 这是一种以知识为基础、以智力资源和科学

技术为生产要素进行生产和配置的经济,又称为智

力经济。发展知识经济是对人力资本和人的智慧的

开发。知识经济时代到来的最大标志就是经济发展

的原动力转向更具适应性并提供多元化服务的小企

业,这种新的经济形态要求劳动者要适应新的生产

方式。这种依靠创新驱动的, 以知识、信息和技术

为创造价值的基本要素和基础资源的生产方式的到

来, 意味着由以劳动力、生产原材料和资金等要素

为主的资源驱动转变为以全体受教育者的创造力、

创新精神和能力等要素为主的创新驱动阶段。个体

的成长和职业发展都需要通过创新创业教育提供土

壤来呵护其创造力的发展、创新精神的培养和创业

能力的塑造。

知识创新的核心和关键就是用知识、技术、智

慧去创办新企业,寻找新市场,拓展新应用,或者通

过自主创新的活动来推动企业的发展,从而不断创

造新的价值,满足经济和社会发展需求,实现企业的

可持续发展机会 [6]。知识经济时代的创新和创业不

同于传统资源型时代所面对的物质资本,更多的是

创新驱动,是洞察各项知识之间的互补,打破惯例或

碰撞产生新知或创造出新财富。

知识创新是知识经济时代的核心竞争力, 因为

知识的提升促进经济的发展,知识经济的发展所带

来的巨大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知识创新能力越

强的国家经济越发达,创新创业在社会财富和经济

发展中发挥的作用越大,因此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

人的创新潜能是知识经济时代对教育提出的新课

题,这迫切需要高等教育满足国家对创新性人才的

需求,创新创业教育蕴含的教育理念契合知识经济

时代的发展需求,通过创新创业教育培养创新创业

人才已成为应对知识经济时代到来的必然选择。

3 创新创业教育的应有之义

3.1 创新创业教育是面向全体学生的教育

苏格拉底曾说,教育在于赋权和转变,而不是灌

输概念、公式和理论,教育是要点燃火焰,创新创业

教育亦需要发挥点燃受教育者创新意识和创业能

力的火焰的作用 [7]。全球转型发展和知识经济时代

背景下,创业教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称为教育的

“第三本护照”,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8]。

创新创业教育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 其内涵也

在不断地演变与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本质上并不是

一种知识教育,因此不同于传统的知识传承教育,这

就要求创新创业教育的模式要走出知识教育的传统

模式,而不是仅仅依靠传统教育模式以课程与教材

为中心的知识教育教授模式。因此,创业教育应当是

从广义的创新精神和创业技能的角度面向所有个体

展开,创新教育和创业教育是紧密联系辩证统一的,

创业能力的高低反映了创新能力的高低,创新是创

业的基础,创新教育的最终成果需要创业活动的实

践来验证,创业能否成功取决于创新教育的成果。

创新创业教育符合全球转型发展和知识经济时

代的逻辑,创业的内核就是一种创新,从狭义上来说

创业教育是对特定群体在特定环境下创办公司或企

业,拓展现有领域或业务等的培养,但是从广义上和

普及性上来说创业教育又并非简单的教学生如何创

办公司或开展创业活动,而是让他们接受一种观念

—— 那就是创业是一种改变社会、改变生活的方

式,创业是一种内心的种子和萌动,或许若干年后他

们能够将创业作为一种解决身边问题的有效方式来

选择,因为创业要保持可持续性、可扩展性、同时要

有利可图,要通过创新提出解决方案,进而找到更优

的方式解决当下的问题。

换言之,无论学生将来是否会选择自主创业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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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都需要培养个体具有创业性思维方式,学会如何

进行创业式思考 [9],都需要培养个体发现问题并运

用现有资源创新解决方案的能力,都需培养个体的

开创精神,创新创业教育要充分激发每一位学生探

索世界和开展创造性实践的本性,点燃个体创新创

业的火焰。

3.2 创新创业教育是跨学科的教育

创新需要把原本看似不具关联性的事物联系在

一起创造出新事物, 这本身就是对不同事物之间、

多种资源的一种和谐的组合,在学科交叉领域诞生

了越来越多的创新性的事物,这是创业生态系统呈

现出来的一个重要特性,不单单是在学科交叉领域,

还有很多学科之间的空白领域亟待探究 [10]。在创

新创业的过程中,只有在接受和包容各种资源的基

础上才能更好的整合资源,这就需要将各种信息和

资源要素相互融合,要具有包容性和兼容度,这是一

种价值观。在知识迭代更新急速发展的当今社会,

技术也早已从垂直状态愈发呈现出水平的趋势,如

果把垂直技术比喻成硬实力,那么水平技术就是一

种软实力,垂直技术是独立的,水平技术是需要不同

主体间的紧密结合的。以互联网、液晶显示技术、

数码成像为例,这些技术只有和其他的产业结合起

来, 才能产生许多新的应用, 这对创新来说至关重

要。在创业系统中, 科学技术只有通过建立在不同

学科领域之间的联系加以应用并实现商业化,对创

业者来说才显得意义非凡。因此创新创业教育必然

要以是跨学科的形式开展, 是一门融合多门学科、

多种知识的教育。

像我们所熟知的生物化学、物理化学, 都是典

型的跨学科,跨学科教育并不是什么新生事物, “跨”

最本质的特征就是打破界限,打破传统高等教育的

学科界限。目前高等教育单一的学科人才培养存在

明显的弊端,难以适应未来职业发展对交叉学科背

景和能力劳动者的需求,人才结构相对单一,缺乏从

广度上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等。在创新创业的过程

中,往往要应对不断变化的环境和条件,突发事件和

复杂问题的解决都需要创新创业者跳出思维定势,

打破惯例和界限,开创性的发挥批判性思维,这些核

心能力和要素都需要跨学科教育来培养。

创新教育与创业教育作为两个不可分割相互融

合的教育理念,都是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

力,二者的目标取向是一致的,将创新创业教育作为

一个系统来思考是必然的,既符合知行统一,也创造

了很多新的思考视角和发展空间。

4 创新创业教育的发展路径选择

4.1 将创新创业教育理念融入人才培养体系

创新创业教育在服务创新型国家建设和人才强

国战略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将创新创业教育融入

高校的人才培养体系的理念已形成共识。如果将创

新创业教育视作对少部分具有创业意愿和创业理念

学生的创业培训,显然是狭隘的。终身学习背景下

的创新创业教育培养的是劳动者在终身学习进程中

应对真实情境发现并抓住适合自己的机遇的能力,

是人才培养目标的重要内容之一。

创新创业, 首先是一种文化, 无论从事何种工

作,创新意识和能力、创业技能和思维对每个劳动

者来说都很重要,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和思维,需要

学校营造创新创业的文化土壤,开发学生创新创业

的动力,教育需要承担鼓励和培养学生具备创新思

维和创业的能力的重任。将创新创业教育融入人才

培养体系,以机制约束和激励措施为保障,激发各学

科在专业建设中,结合人才培养目标和人才培养方

案,找准着力点,在课程体系建设中融入创新人才培

养的元素,专业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相结合,实现同

频共振,拓展学生实践能力的协同培养平台,保证创

新创业教育的质量,真正做到创新创业教育融入人

才培养体系 [11]。

4.2 创新跨学科、跨专业的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机制

创新活动和创业行为中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

对现状持批判性的态度,创新和创业活动的实施者

都在不断的找出当前环境下存在的痛点和需要解决

的问题,这种能力的培养需要打破惯性和成规。跨学

科、跨专业交叉融合培养创新创业人才的优势在于,

交叉融合会诞生很多新兴学科和新的增长点,依托

优势学科群来实现创新突破和产生新的应用领域,

这是培养人的创新创业能力的极佳的实践平台。

跨学科、跨专业交叉人才培养是指不同学科、

专业间的交叉融合培养。不同于单一学科专业的培

养模式, 交叉融合培养更加强调知识的融合、技术

的集成和孵化、专业互补和资源共享。开发跨学科

专业的交叉课程,挖掘优秀学生在创新创业上的最

大潜能,逐步扩大专业选择的自由度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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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创业教育同时也是跨界的教育,不仅是高

校内部,高校与产业界,高校与政府都要形成互利共

赢的联合体,创新创业时代的许多新机遇需要合作

和交流的跨界融合。打破疆界的意义不仅在于人类

社会自身的发展需求,还反映了未来大学需要拓展

更为有效的跨界的合作与联合,共同促进创新驱动

发展和创新创业社会及其教育的发展。

4.3 加强创新创业教育学科课程体系的建设

课程是人才培养的核心, 创新创业教育对其学

科课程体系的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围绕培

养创新创业人才的定位优化升级,创新创业教育的

课程设计要紧密结合高校的人才培养模式和学生的

实际需求,坚持以需求为导向。

课程是高校开展创新创业教育的载体,目前多

数高校都为不同类型的学生群体开设了内容差异化

的创新创业课程,这其中典型的有针对商学院或经

济管理类学生开设的具有实操性质的专业课程,例

如创新计划书写作、跨境电商实操等, 有针对性的

设置创业素养通识课程。但目前创新创业课程还呈

现出知识碎片化的状态,创新创业学还未真正成为

一个独立的学术领域。因此要加强创新创业教育课

程体系的系统性,构建基于专业的课程体系,在专业

教育的基础上, 落实到每一门具体课程, 落实到各

类创业实践平台, 与创新活动对接, 贯穿人才培养

全过程。

目前创新创业课程的形式主要包括选修课或是

零星的几门课程,只重视知识的传授,这是远远不够

的, 它的跨界性质决定了它的开放性, 必须借助企

业、工商业等其他高等教育系统之外的领域,整合

广泛的资源和平台,直通真实情境,告诉学生应该做

什么以及怎么做,课程设置的原则要突出学生的主

体地位,通过实践活动和亲身体验式教学来达到教

育的目的 [13]。

针对全体学生开设创新创业通识课程也很关

键,以创新理念和思维为主要内容,培养和激发学生

的创新意识,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和创业观,

提高学生就业和创业的成功率。在某种程度上,学生

创新创业素养的高低决定了高校培养创新创业人才

的质量。通识课程设置的目的是为了让学生了解创

新创业能力的相关知识,培养学生的创新创业意识

和跨学科意识,锻炼创新创业思维,打破长期以来被

动接受知识灌输的惯性,激发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认

识到创新创业能力已成为未来工作的核心竞争力。

专业导论课、专业实践课、大学生创新项目、学科竞

赛等等,与专业课程的结合重点是培养学生的基本

科学素养,通过对学生创新思维的训练开发学生的

潜力,鼓励学生批判和创造性的思考和发现问题,通

过协作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在此过程中,也选拔一

部分有创新意向的学生参加创新创业项目的孵化。

4.4 改革教学方法适应创新创业教育的要求

课程的形式要摆脱传统的教师单向授课的模

式,探索更多的入学生耳,入学生心的手段,更多的

采用 “自主、合作、探究”的形式,加大实践教学环

节比重,增加教师指导下的学生亲身实践的比重,以

各类各级别的大学生创新创业活动为契机,注重培

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组织学生采用工作坊、

项目制、团队化的参与创新创业竞赛, 为学生的创

新创业活动承担孵化器的作用。

同时,对授课教师而言,在课程设计中要创新和

改进教学法,运用案例讨论等教学方法,辅以活动、

游戏、问卷、测评、视频等的方式,激发学生的主动

性、创造性和参与性。例如引入多媒体的资源,将身

边的创新的组织过程用影像的形式真实地记录,通

过讲述创新创业的故事,激励学生的创新创业热情。

采取小班化教学,尝试启发式、讨论式、参与式的教

学改革,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培养学生的批判

性和创造性思维,激发创新创业灵感。运用大数据

的手段掌握学生学习需求和规律,为教育模式改革

提供科学依据,更新教学内容;建立和利用在线教育

平台,推动进一步开展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更好地利

用优秀的课程资源,打破物理空间的局限。

创新是创业的前提和基础, 是创业的灵魂和源

泉。开展创新创业教育,不仅要注重在终身学习背

景下学生创新思维的开发、创业素养和实践能力的

培养,也要关注人的自我价值的实现,更加强调受教

育者学会学习、学会生存、学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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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讯

我校项目入选教育部第二批新工科研究与实践项目

近日,教育部公布第二批国家级新工科研究与实践项目立项结果。在择优推荐的基础上,经专家综合评

议及公示,共认定 845个第二批新工科研究与实践项目。

我校谢华清教授主持的 “对接浦东 ‘硬核’产业建设培养应用型新工科人才的产业学院的探索与实践”

项目获批立项。本项目利用我校地处浦东六大产业集群的区域优势,聚焦产业学院治理体系、管理运行机制

和人才培养体系的探索,为浦东硬核产业发展提供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新工科是工程教育改革创新的最前

沿和新方向,是高等教育立足当前的主动作为、面向未来的主动谋划。学校高度重视新工科建设,紧紧围绕

新时代全国高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六卓越一拔尖”计划 2.0启动大会的有关要求,以实施新工科研究与实

践项目为契机,积极推进工程教育改革创新,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曹建清教授主持的 “新工科背景下智

能制造实践创新平台的构建与探索”与该项目共同入选上海市第二批新工科研究与实践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