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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创新能力被普遍认为是２１世纪人才核心必备能力之一，甚至被外国学者称为“２１世纪的文化资本”。强化
创新能力的人才培养是国家加快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支撑。运用ＳＷＯＴ分析模型总结我国高等院校在创新创业教
育发展中存在的优势与劣势，面临的机遇和挑战，通过转变传统培养方式和手段，整合资源搭建创新平台等，探索高等院

校创新创业教育发展战略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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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现代意义上的创新（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由约瑟
夫·熊彼特在１９２１年的《经济发展理论》中率先
提出，被定义为：生产要素与生产条件的一种全新

组合［１］１４６－１５０。伴随创新和创业理论被引入高等

教育领域，创新创业教育日益得到重视。作为创

新创业教育的主体，高校承担着人才培养、创新知

识教育、技术研究、文化传播的重任，在科技创新

中起到基础性的作用。以高等院校作为创新创业

教育的主阵地，才能够真正实现教育的深化改革，

将创新创业教育通过课堂教育和教学有效落实。

但是高校由于自身原因和外部条件的局限，在发

展创新创业教育中也面临着种种困难和挑战，有

必要引入战略分析工具作为行动指导。ＳＷＯＴ战
略分析模型是基于组织内外部竞争环境和各种条

件因素进行综合系统分析，从而得出最佳行动战

略的一种分析工具。其中Ｓ代表优势（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Ｗ代表劣势（Ｗｅａｋｎｅｓｓ），Ｏ代表机会（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
ｔｙ），Ｔ代表威胁（Ｔｈｒｅａｔ），最早由勒恩德教授
（Ｌｅａｒｎｅｄ）提出，并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引入我国高
等教育研究领域［２］。我们通过引入 ＳＷＯＴ模型
分析高等院校创新创业教育发展环境，对院校自

身条件和外部环境进行梳理，从而厘清高校创新

创业教育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

战略发展路径建议。

１　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内部条件分析
１．１　高等院校创新创业教育优势分析（Ｓ）

一是高校内部资源支持。从知识资源储备角

度来说，高校是科技生产力和人才资源的重要载

体，拥有丰富的教学与科研资源，为创新创业教育

提供了良好环境。高等院校在专业学科领域研究

占据优势，同时还汇集了各专业的学者教师，能够

为激发学生创造力和开拓创新思路提供足够专业

的理论支持。从物质资源角度来说，高校的教学

设备与场地资源，能够为学生的创新活动提供实

践平台支持。同时，伴随着教育现代化的推进和

课堂教学信息化水平的提高，学校与外部世界的

联系加强，有助于学生及时掌握最新的学科前沿

信息，提高他们的知识更新速度，促进创新思维的

培养。尽管目前多数高校囿于自身制度及管理机

制的原因，还不能有效整合和利用校内资源，但是

一旦将其充分利用，将成为创新创业教育的有效

助力。

二是高校校友资源拓宽创业渠道。高校自身

拥有的丰富校友资源可以极大拓宽学生的创业渠

道，同时有助于学校创新创业教育的发展，具体可

以体现在几个方面：第一，校友能够利用所掌握的

就职单位的资料为在校学生提供最需要的就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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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校友掌握的单位资源是毕业生获取就业单位

信息最有效的渠道之一；第二，掌握一定社会资源

的校友能够为学生创新创业提供相关的支持和资

助；第三，学校邀请创业成功的校友来校讲座，为

在校学生创新创业提供个人经验和教训，利用自

身经历鼓励学生创新创业，极大拓展了同学的视

野，激发了创新创业的热情。

１．２　高等院校创新创业教育劣势分析（Ｗ）
一是创新创业教育认知不足，培养定位模糊。

由于对创新创业教育的认识尚存在偏差，很多高

校并未将创新创业教育纳入到常规教学培养体系

中来，将创新创业教育视为“课外教育”，作为对

日常课堂教学的补充而非正常教学运行活动来看

待。而另一些高校则将创新创业教育定位为“精

英教育”，目的是为了选拔少数学生参加创新创

业竞赛来为学校赢得荣誉。究其原因，主要是我

国高校普遍对创新创业教育认知不足，对创新创

业教育的定位模糊。大多数高校认为创新能力只

是学生必备技能之外的一种补充，并未意识到创

新能力已经成为当今社会人才的必备素质，是学

校教育的重要目标。

需要注意的是，很多西方国家已经意识到创

新能力和创新创业教育的重要性以及大学教育在

其中起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几乎所有与高等教

育相关的欧盟战略规划文件中都将创新能力视作

其发展的先决条件和必备条件。“欧洲大学联

盟”（ＥＵＡ）在“欧盟战略２０２０创新大会”上的“智
能时代的智慧人才声明”传递了 ６个重要的讯
息，其中第一条就是强调欧洲大学在“创新链条”

中扮演的至关重要的地位和角色：高校通过教育

和研究活动来夯实学生的知识储备和技能发展，

为创新能力的激发和培养奠定基础。

认识上的不足导致评级机制的缺失，符合创

新创业教育目的和内涵的评价机制亟待建立。传

统教学中以成绩为导向的学业评价模式并不适用

于创新创业教育。一项涵盖１３个国家创新创业
教育调查报告指出，有超过３６％的学生和老师认
为“创新创业教育最大的障碍在于过度依赖考试

和评估的教育系统”。学者研究认为，老师在评价

结果时应告诉学生“每个问题有不同的解决方

法”，而不是“如何通过训练使自己的答案和标准

答案保持一致”［３］。创新创业教育对学生创造性

思维和实践动手能力的要求并不能通过传统的、

仅以考试成绩作为标准的评价体系来考核学生。

从培养创新思维、提高创造力的角度出发建立新

的评价机制，能够更好地启发学生，开拓眼界和思

路，实现创新创业教育的内涵意义。

因此，我国高校需要正视该问题，重新审视对

创新创业教育的认识与理解，找准创新创业教育

的定位，建立客观有效的评价机制，真正意识到创

新创业教育对于人才培养、国家发展的重要性，将

创新创业纳入专业教育的人才培养体系中来。

二是教育手段单一，教材陈旧缺乏针对性。

从创新创业教育的手段来看，大多数高校采取的

都是传统的课堂教学结合案例学习的方式，既没

有在教学内容上有所突破，也未对教学手段和方

式进行改革。现有的教育模式普遍是课堂讲授与

案例谈论，缺少对现实情况的关注和对学生实践

动手能力的培养和锻炼，而创新创业教育却极其

注重联系实际，强调实际可操作性，如果继续沿用

过去单一、陈旧的课堂教学手段和方法，将影响创

新创业教育的实施和开展。另一方面，创新创业

教育教材的选择也面临问题。我国现有的创新创

业教育教材多引进自发达国家，缺乏针对我国国

情的创新创业教育教材，没有具体的参考价值和

指导性［４］。同时教师在课堂教学中选用的教材

也较为随意，没有相关指导书目，不具有系统性和

科学性。

三是师资队伍结构不合理。学生的培养离不

开教师的引领。创新创业教育教师既需要有丰富

的理论知识，又要有广博的社会阅历和经验，这是

由创新创业教育的特点所决定的。从师资队伍的

构成和结构来看，我国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教师来

源单一，大多是从现有的教师队伍中挑选出来讲

授创新创业教育课程，缺乏多学科多背景。教师

数量严重不足，师资结构组成不能满足创新创业

教育需要。教师创新实践和创业经验的缺乏，导

致课堂讲授围绕创新创业教育相关理论和知识展

开。而另一方面，由于学校管理机制上的原因，引

进新进教师，特别是创新创业教育相关教师困难

较多，阻碍较大，严重影响了师资队伍新鲜血液的

补充和创新创业教育师资资源的布局。

２　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外部条件分析
２．１　 高等院校创新创业教育发展面临机遇（Ｏ）
２．１．１　机遇一：世界范围内对创新创业的重视

从全球看，为了在２１世纪争取科技领域的领
先地位，各国政府都将创新创业教育和创新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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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培养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２０１５年美国白宫
发布新版《美国国家创新战略》，指出创新是经济

增长的源泉，美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和国际竞争力

依赖于创新能力。１９９５年日本国会通过立法，明
确提出日本将以“科技创新立国”作为基本国

策［５］。从国内看，创新创业教育起步较迟。自

１９９９年清华大学举办第一届“挑战杯”开始，我国
创新创业教育加速发展。２００２年，教育部确定９
所高校作为创业教育的试点院校名单。２０１５年
教育部将创新创业教育作为推进高等教育综合改

革的重要内容。不仅国家重视创新型人才的培养

和集聚，地方政府也在积极吸引创新人才。２０１６
年起，深圳市政府设立“深圳市产业发展与创新

人才奖”（简称“创新人才奖”），奖励深圳市在产

业发展和自主创新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创新型人

才。国际和国内对创新在发展战略中的重要地位

的认识以及对创新型人才的重视和强调，对我国

创新创业教育的发展无疑具有积极正面的影响，

成为创新创业教育发展的重要机遇。

２．１．２　机遇二：创新型经济发展，企业创新活跃
创新型经济是指基于企业家的创意和创新，在

微观上实现企业家的个体价值，在宏观上促进国家

经济发展的一种经济形态；是以知识和企业家为核

心生产要素，以创意和创新为重要手段，以中小企

业为微观经济基础，通过创业机制持续推动经济发

展的经济形态。当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创新可能

会成为比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更大比重的动力源。

向创新型经济转型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经之路，也

会反过来通过需求推动创新人才的培养对高校创

新创业教育的发展产生促进作用。

表１　１９９５～２０１５年高技术产业基本情况

年份 １９９５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企业数（个） １８８３４ ９７５８ １７５２７ ２８１８９ ２７９３９ ２９６３１

主营业务收入（亿元） ３９１７．１ １００３３．７ ３３９２１．８ ７４４８２．８ １２７３６７．７ １３９９６８．６

利润（亿元） １７８ ６７３．５ １４２３．２ ４８７９．７ ８０９５．２ ８９８６．３

出口交货值（亿元） １１２５．２ ３３８８．４ １７６３６ ３７００１．６ ５０７６５．２ ５０９２３．１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１６》统计整理数据整理得到。

　　高新技术产业是创新型经济的集中领域。自
２０００年以来短短十年间，我国高技术产业规模不
断增长，企业数量大幅增加，主营业务收入持续上

升，利润增长达到４９４．８％，企业数量和出口交货
值也大幅增加（见表１），创新经济取得了令人瞩
目的成绩。

与此同时，企业内部创新活动也日益活跃，研

发投入比例增加，专利申请和研发新产品数量急

速上升。

表２　２００４～２０１５年科学研究与开发机构基本情况

年份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有Ｒ＆Ｄ活动企业数（个） １７０７５ ３６３８７ ６３６７６ ７３５７０

Ｒ＆Ｄ人员全时当量（万人年） ５４．２ １４４．７ ２６４．２ ２６３．８

Ｒ＆Ｄ经费支出（亿元） １１０４．５３７７５．７９２５４．３１００１３．９

企业办Ｒ＆Ｄ机构数（个） １７５５５ ２９８７９ ５７１９９ ６２９５４

Ｒ＆Ｄ项目数（个） ５３６４１ １９４４００３４２５０７３０９８９５

专利申请数（个） ６４５６９ ２６５８０８６３０５６１６３８５１３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２０１６》统计整理数据整理

得到。

表２显示创新研发活动的企业数量自２００９年
起呈爆发式增长，Ｒ＆Ｄ人员投入加大，经费支出逐

年攀升，创办Ｒ＆Ｄ机构的数量也大幅增加。Ｒ＆Ｄ
项目数从２００４年的５万余个跃升至２００９年的十
来万或几十万，专利申请从 ６４５６９个跃升至
６３８５１３个。
２．１．３　机遇三：国际交流合作促进创新创业教育

发展

创新人才的培养离不开国际交流。国际交流

的日益频繁带来了数个方面的影响：先进的创新

创业教育理论和知识在高校中的普及和推广；企

业间创新资源的整合与平台搭建；文化领域受到

创新文化的影响与启发。广东省政府率先成立

“广东省科技创新国际资源服务平台”，旨在通过

国际科技合作渠道，提升国际科技合作服务水平

和国际科技合作发展战略调研能力，从而促进技

术、人才、知识等科技创新国际资源要素的开发和

利用，改善科技创新环境［５］。

２．２　高等院校创新创业教育发展面临挑战（Ｔ）
２．２．１　挑战一：创新政策配套体系尚不健全

大学生在创新创业活动中会面临一系列挑战

和困难，需要政府、社区、企业的多方面援助与支

持。西方国家创新创业实践时间早，相关支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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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套体系发展较为成熟，值得借鉴和参考。例如

美国州政府要求学校必须承担起创新创业教育的

责任，并将创新创业教育纳入到州教育法令当中；

鼓励学校在创新创业教育中做出改进和完善，同

时开发出一套完整的创新创业教育评估体系和制

度，建立相应的评估标准来考察学校的综合创新

创业教育水平。创新创业教育的开展离不开相应

政策的支持和鼓励，尤其是在我国，由于创新创业

起步时间较晚，更需要效率提高、配套完善、操作

顺畅的相关政策支持体系来帮助大学生树立从事

创新创业活动的信心。

２．２．２　挑战二：海外高等教育竞争加剧，创新人
才流失

高等教育国际化在２１世纪已经成为流行趋
势，特别是在当前的环境下，国外创新创业教育发

展时间早，经验丰富，政策支持和相关配套设施准

备充分，对我国创新人才的吸引力较大。

美国政府从２００８年开始实施科技外交政策，
通过访问、交换、移民等方式吸引创新人才。同时

通过设立“总统青年研究奖”，每年颁发２００个名
额，目的是将最优秀最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吸引

到美国急需的科学和工程领域中来。英国政府推

出“杰出人才签证”网罗最具有创新精神的顶尖

人才。加拿大自２０１３年开始实施吸引企业家的
创业移民计划（Ｓｔａｒｔ－ｕｐＶｉｓａＰｒｏｇｒａｍ）［７］１０６这些
发达国家出台的政策无疑对创新人才具有极大的

吸引力，加剧了对创新人才的争夺，人才的流失将

会严重影响我国创新创业教育事业的发展。

２．２．３　挑战三：制造业成本上升，经济环境严峻
一直以来，工业制造业的生产需求是创新活

动的不竭动力，工业史上的数次生产力革命都是

创新的结果，而生产力的发展反过来又会刺激创

新需要。企业也因此一直对创新人才保持旺盛需

求，这一切都为创新创业教育营造了良好环境。

然而近年来，受到劳动力成本上升、税负增加、原

材料价格上涨、土地资源成本和融资困难等多种

因素的影响，中国制造业面临严峻考验。自２００５
年来的１０多年间，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上升了 ５
倍，制造业占 ＧＤＰ的比重不断下降。同时服务
业、房地产业却利润丰厚，导致制造业企业大量倒

闭，资金、人才投入到服务等行业中。制造行业的

衰落和经济环境的严峻，对创新创业教育的发展

造成了不利影响。

３　中国发展创新创业教育的政策导向性
分析

３．１　ＳＷＯＴ分析框架下中国创新创业教育发展
的总体趋势

通过对中国创新创业教育发展的内外部环境

影响要素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得到显著影响中

国创新创业教育发展的关键因素，并在此基础上

构建出相应的ＳＷＯＴ分析框架模型。

表３　中国发展创新创业教育的ＳＷＯＴ矩阵分析

优势（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劣势（Ｗｅａｋｎｅｓｓ）

内部条件
●高校内部资源支持

●高校校友资源拓宽创业渠道

●创新创业教育认知不足，培养定位模糊

●教育手段单一，教材陈旧缺乏针对性

●师资队伍结构不合理

机遇（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威胁（Ｔｈｒｅａｔ）

外部环境

●世界范围对创新创业的重视

●创新型经济发展，企业创新活跃

●国际交流合作促进创新创业教育

●创新政策配套体系不健全

●海外高等教育竞争加剧，创新人才流失

●制造业成本上升，经济环境严峻

３．２　中国创新创业教育发展路径探究
根据ＳＷＴＯ模型对我国高校创新创业教育

进行的分析和结论，针对我国高校创新创业教育

的发展路径提出如下建议：

高等院校科学定位创新创业教育学科，构建

系统化的创新创业教育课程体系；改进创新创业

教育手段和方法，探索多样化的创新创业教育模

式。面对创新创业教育游离于常规培养体系之

外、课程执行标准不统一等问题，高校应明确创新

创业教育定位、设立创新创业教育学科、纳入到人

才培养体系中来。同时注重学科与教学之间的互

补与融合，将理论学习与实践教育有机结合起来，

构建具有可操作性且覆盖面广的创新创业教育课

程体系。另一方面，还要重视教师在创新创业教

育课堂上的教学方式和手段创新，根据我国情况

开发出适应国情和国家需要的创新创业教育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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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进行系统性和科学性的教学。开拓教学思路，

有针对性的根据创新创业教育特点开展教学活

动，调动学生创新兴趣、锻炼创造能力。

高校加快资源整合，为创新创业教育提供发

展空间和平台。创新创业教育是将创新理论与实

践的结合，也必将为现实活动所服务。在推进创

新创业教育时，高校应注重对学生创新实践的培

养与激励，通过搭建大学生创新平台、创新研究中

心等为大学实践创新活动提供平台和资源支持。

同时，加强与当地企业合作，利用社会实践和工厂

实习等机会，一方面鼓励学生将创新思维和想法

应用于实践，另一方面也通过企业的生产经营活

动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和需求来启发学生。而产业

的发展也离不开与高校的合作，在降低制造成本、

提高生产效率方面亦需要创新的思维与方法。

抓住创新创业教育快速发展的机遇，完善创

新创业支持体系，整合创新创业资源，搭建创新创

业教育平台。我国创新支持体系不健全，是在国

际创新人才竞争中处于劣势的主要原因之一。政

府应充分认识到创新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通过机制改革和完善，形成全面支持创新创业的

服务支持体系，为创新创业教育发展营造良好氛

围。同时，高校应积极整合资源，积极谋求与校外

企业或机构合作，共同打造创新平台，为创新创业

教育提供实践机会和支撑。

一方面国外创新创业教育发展成熟，培养体

系与机制都相对完善，值得借鉴，另一方面海外良

好的创新创业环境以及优厚的待遇和回报，对国

内创新人才吸引力巨大。在这种情况下，我国高

校更应进一步加深与海外合作，通过联合办学开

展合作交流，吸取成功培养经验，减少培养成本。

同时扩大国外教师和留学生比例，提高教育国际

化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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