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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全球化浪潮与知识经济蓬勃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创新创业能力成为大学生适应新时代发展要求的关键素养。文中围

绕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提升策略展开专业化研究，旨在深入探讨有效培养路径，为高等教育创新及人才培养提供理论支撑

和实践指导。本研究系统梳理了国内外关于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研究现状，深入剖析了当前大学生在创新创业方面面临的

挑战与问题。在此基础上，本研究明确了提升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核心目标，并围绕这一目标设计了详细的研究内容与方

法。通过问卷调查、案例分析以及深度访谈等多元研究手段，深入探索了影响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关键因素，并提出了针

对性的提升策略。研究发现，通过优化创新创业教育课程体系，构建多元化的实践教学平台，以及营造良好的创新创业氛围，

能够有效激发大学生的创新创业热情，提升其实践能力与创新精神。此外，关注政策导向与行业动态，引导大学生把握市场

机遇，也是提升创新创业能力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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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and the flourishing development of the knowledge economy,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ability has become a key literacy for college students to adapt to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new era.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professional 

research on the improvement strategies of college students'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ability, aiming to explore effective training 

paths and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higher education innovation and talent cultivation. This study 

systematically reviews the current research status of college students'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ability at home and abroad, and 

deeply analyzes the challenges and problems that college students face in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Based on this, this study 

clarifies the core goal of improving college students'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ability, and designs detailed research content and 

methods around this goal. Through multiple research methods such as questionnaire surveys, case analysis, and in-depth interviews, the 

study explores the impact of college students on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ability. The key factors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ability have been identified, and targeted improvement strategies have been proposed.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optimizing the curriculum 

system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constructing diversified practical teaching platforms, and creating a good atmosphere for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can effectively stimulate the enthusiasm of college students for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nhance 

their practical abilities and innovative spirit. In addition, paying attention to policy guidance and industry trends, guiding college students to 

seize market opportunities, which is also an important way to enhance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ability. 

Keywords: college students;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ability; improvement strategy;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market dynamics 

 

引言 

在当前全球经济格局深刻调整的大背景下，创新创业

已成为引领社会进步和推动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我国正

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而创新创业则被赋予了前所未

有的战略地位
[1-5]

。作为国家的未来和希望，大学生群体

凭借其深厚的学识、敏锐的洞察力和强烈的进取心，在创

新创业的征途上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近年来，我国政府高度重视大学生创新创业工作，制

定并出台了一系列针对性强、操作性高的政策措施，为大

学生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创业舞台和更加优越的创业条件。

同时，高校也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努力培养大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在这样的政策支

持和教育引导下，大学生创新创业活动如火如荼，一批批

优秀的创业项目和团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为我国的经济

社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本文深入探究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提升的重要性及

其路径。首先，通过深入分析大学生创新创业的现状和存

在的问题，可以为政府制定更加精准有效的创业政策提供

有力支撑，从而进一步激发大学生的创业热情和创新能力。

其次，总结大学生创新创业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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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广大创业者提供宝贵的借鉴和启示，帮助他们更好地规

避风险、把握机遇。此外，加强创新创业教育，培养更多

具备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人才，对于推动我国经济社会

持续健康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因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提升

问题，不断探索和实践新的教育方法和培养模式，努力培

养更多具有创新精神和创业能力的高素质人才，为我国的

创新创业事业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 

1 我国大学生创新创业的现状 

1.1 大学生创新创业政策的支持 

我国政府对大学生创新创业给予了高度重视，出台了

一系列具体而全面的政策，为大学生创新创业提供了强大

的支持。（1）资金扶持方面，政府设立了创业基金，专门

用于支持有潜力的大学生创业项目。这些基金不仅提供初

始启动资金，还在项目成长过程中提供持续的资金支持，

确保项目的顺利进行。此外，政府还鼓励金融机构为大学

生创业提供低利率的贷款，减轻创业者的资金压力。（2）

税收优惠政策也是政府支持大学生创新创业的重要手段。

政府对大学生创业项目给予一定比例的税收减免，包括减

免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有效降低了创业者的税负压力，

提高了其市场竞争力。（3）创业培训和指导方面，政府联

合高校和各类培训机构，为大学生提供全方位的创业教育

和培训服务。这些课程涵盖了创业理论、市场分析、团队

管理等多个方面，帮助大学生提升创业能力。同时，政府

还设立了创业导师制度，邀请成功创业者或行业专家为大

学生提供一对一的指导和帮助。（4）创业环境营造方面，

政府通过建设创业孵化基地、提供办公场地和设备等方式，

为大学生创业者提供良好的创业环境。这些孵化基地不仅

提供物理空间，还配备了产业专家团队，为大学生创业项

目提供技术、市场等方面的指导。（5）此外，政府还通过

举办创业大赛、设立创业奖项等方式，激发大学生的创业

热情和创新精神。这些大赛和奖项不仅为优秀创业项目提

供了展示平台，还吸引了更多的社会资源和关注，为大学

生创业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可能。 

1.2 大学生创新创业的实践情况 

在政策的大力支持下，我国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取得

了显著成果。越来越多的大学生选择走上创业道路，他们

在科技、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开展创新创业活动，涌现

出了一批批优秀的创业项目和创业团队。这些大学生创业

者凭借自己的热情和才华，开发出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

和服务。他们不仅关注市场需求和消费者体验，还积极运

用新技术和新模式，推动行业的创新和发展。同时，他们

也通过创业实践锻炼了自己的能力和素质，为未来的职业

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然而，尽管大学生创新创业取得

了显著成果，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和挑战。例如，部分大学

生对创业的认识还不够深入，缺乏必要的市场意识和风险意

识；同时，一些高校在创新创业教育方面还存在不足，需要

进一步加强和改进。 

2 我国大学生创新创业面临的挑战 

2.1 资金与资源的限制 

资金短缺是大学生创新创业面临的首要挑战。尽管政

府提供了创业基金和税收减免等政策支持，但大部分初创

企业仍然难以获得足够的资金支持。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

对大学生创业项目的风险评估较为严格，导致很多有潜力

的项目因资金问题而难以启动或持续发展。此外，资源的

获取也是一大难题。大学生在创业过程中往往需要技术、

市场、人才等多方面的资源支持，但由于缺乏经验和人脉，

他们往往难以有效地获取这些资源。这导致很多创业项目

在起步阶段就面临困境，难以进一步发展壮大。 

2.2 教育与培训的不足 

虽然高校普遍开设了创新创业教育课程，但教学内容

和方式仍存在不足。一些课程过于理论化，缺乏实践性和

针对性，难以真正提升学生的创业能力。同时，高校与企

业之间的合作还不够紧密，学生缺乏实习和实践的机会，

难以积累创业经验和技能。此外，社会对创新创业教育的

认识也存在偏差。一些人认为创业只是少数人的选择，不

需要普遍教育。这种观念导致创新创业教育的普及程度不

高，很多大学生对创业缺乏必要的了解和准备。 

2.3 市场风险与竞争压力 

市场变化莫测，竞争日益激烈，给大学生创新创业带

来了巨大的风险。由于缺乏市场经验和调研能力，大学生

往往难以准确把握市场需求和趋势，导致产品或服务与市

场需求脱节。同时，随着越来越多的创业者涌入市场，竞

争压力也在不断增加，很多初创企业难以在激烈的竞争中

立足。此外，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变化也可能给大学生创业

带来风险。例如，某些行业的准入门槛提高或政策调整可

能导致原有计划无法实施。大学生创业者需要密切关注政

策动态，及时调整创业策略。 

2.4 自身能力与经验的局限 

大学生在创新创业过程中，往往缺乏必要的管理、营

销、财务等方面的知识和经验。这导致他们在面对创业过

程中的各种问题时，难以做出正确的决策和应对。同时，

由于缺乏社会经验和人脉资源，大学生在拓展业务、寻求

合作等方面也面临诸多困难。 

由此可见，我国大学生创新创业在资金、资源、教育、

市场以及自身能力等方面都面临着诸多挑战。为了克服这

些挑战，政府、高校、社会以及大学生自身都需要付出更

多的努力，共同推动大学生创新创业事业的发展。 

3 我国大学生创新创业的具体建议 

针对大学生创新创业面临的挑战，以下提出更为具体

和深入的建议，以期从各个层面切实推动创新创业的发展。 

3.1 政府层面 

（1）设立创业扶持专项资金：政府可设立专项创业

扶持资金，针对大学生创业项目提供初始启动资金，并在

项目成长过程中根据进展情况进行资金追加。（2）简化创

业贷款流程：优化金融机构对大学生创业贷款的审批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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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贷款门槛，提高贷款额度，为创业者提供快速、便捷

的融资服务。（3）构建创业导师网络：政府可组织建立创

业导师网络，邀请成功创业者、行业专家等担任导师，为

大学生创业者提供一对一的指导和咨询服务。 

3.2 高校层面 

（1）加强创业教育师资建设：高校应引进和培养具

有创业经验和创业教育背景的教师，充实创业教育师资队

伍，提升创业教育水平。（2）开展创业实践活动：高校可

以组织创业竞赛、创业训练营等活动，鼓励学生参与创业实

践，提升创业能力。（3）建立校企合作机制：高校与企业

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共同开展创业项目研发、实习实训

等活动，为学生提供更多实践机会。 

3.3 社会层面 

（1）加强创业服务平台建设：政府和社会组织可以

共同建设创业服务平台，提供项目评估、融资对接、市场

推广等一站式服务，降低创业者的创业成本和风险。（2）

建立创业孵化基地：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创业孵化基地的建

设和运营，为大学生创业者提供场地、设备、网络等基础

设施，降低创业门槛。（3）加强创业文化宣传：通过媒体、

网络等渠道，广泛宣传创业成功案例、创业经验和创业政

策，营造浓厚的创业氛围和文化。 

3.4 大学生自身层面 

（1）积极参与创业实践：大学生应积极参与各类创

业实践活动，如创业竞赛、创业社团等，通过实践积累经

验和提升能力。（2）加强自我学习和提升：通过阅读创业

书籍、参加创业培训等方式，不断提升自己的创业知识和

能力。（3）主动寻求合作与支持：积极与导师、校友、投

资人等建立联系，寻求合作和支持，共同推动创业项目的

发展。综上所述，推动大学生创新创业需要政府、高校、

社会以及大学生自身等多方面的共同努力。通过实施上述

具体建议，可以进一步激发大学生的创业热情和创新精神，

提升创业成功率，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4 关注政策导向与行业动态 

在创新创业的征途上，大学生应时刻保持对政策与行

业动态的高度关注。这不仅有助于捕捉市场机遇，而且能

为创业之路提供坚实的支撑和指引。 

4.1 及时获取政策信息 

政策作为创新创业的重要风向标，其变化往往意味着

市场机遇的转移或新兴领域的崛起。因此，大学生应积极

利用各类渠道，如政府官方网站、新闻媒体、创业服务机

构等，及时获取与创业相关的政策信息。同时，参加政策

宣讲会、座谈会等活动，与政府部门面对面交流，也是深

入了解政策细节和申请流程的有效途径。 

4.2 深入分析政策导向 

获取政策信息后，大学生需要对其进行深入分析，把

握政策导向和扶持重点。例如，关注政府对特定行业的扶

持政策、税收优惠措施以及创业资金支持等，以便结合自

身创业项目，找到与政策相契合的发展路径。同时，也要

注意政策的变化趋势，及时调整创业策略，确保项目与政

策方向保持一致。 

4.3 紧密跟踪行业动态 

行业动态直接关系到创业项目的市场前景和竞争力。

因此，大学生应时刻关注所在行业的发展趋势、市场需求、

技术革新等关键信息。通过参加行业展会、研讨会等活动，

与业内专家和企业代表交流，可以获取第一手资料，为创

业决策提供有力支撑。 

4.4 结合政策与行业动态优化创业计划 

在深入分析政策导向和行业动态的基础上，大学生应

结合自身创业项目的实际情况，对创业计划进行优化调整。

例如，根据政策扶持方向调整项目定位，根据市场需求调整

产品设计，根据技术革新调整研发策略等。通过不断优化创

业计划，确保项目能够更好地适应市场变化和政策要求。 

4.5 建立长效关注机制 

关注政策与行业动态是一个持续的过程，而非一蹴而

就的任务。因此，大学生应建立长效关注机制，将政策与

行业动态作为日常创业工作的一部分。可以通过定期查阅

相关政策文件和行业报告、关注行业媒体和社交媒体账号

等方式，确保信息来源的及时性和准确性。同时，也要保

持与政府部门、行业协会、创业服务机构等的良好沟通，

以便获取更多有价值的信息和资源。 

由此可见，关注政策导向与行业动态是大学生提高创

新创业能力的重要途径。通过及时获取政策信息、深入分

析政策导向、紧密跟踪行业动态、优化创业计划以及建立

长效关注机制等具体措施的实施，大学生可以更好地把握

市场机遇和政策红利，为创业之路提供有力保障。 

基金项目：2023 年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项

目编号：S202310528041），湖北工程学院教学改革研究项

目（项目编号：202250，202141，202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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