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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ntemporary university and college students have a distinct brand of the times and are creative in their thinking. In order to comply 
with the changes of the times, the reform of the training mechanism for university and college students’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
ship is imminent.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ntemporary university and college student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ood industry 
under the current situa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v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ultivation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of food 
majors, and proposes four strategies for the problem. The cultivation of university and college students’ innovative and entrepreneurial 
abilities requires society, government, schools, teachers, and students to work together with “�ve in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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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代大学生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思想上具有创造性，为了顺应时代的变化，在校大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培养机制的改革迫
在眉睫。本文以当代大学生的性格特点，当前形势下食品行业的发展为背景，分析了目前食品类专业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
存在的五个问题，针对问题提出了四条策略。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需要社会、政府、学校、教师、学生，“五位一体”
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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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代大学生受社会、媒体和家庭等因素的影响，在行为、

情感、思维、认知等心理方面特点突出、具有鲜明时代烙印。

他们在思想上独立性强，行动中依赖性强，乐于追求、接受

新事物，而人际沟通却存在欠缺等性格特点，面对这个“早

熟、独立、张扬、自信”颇受争议、特点突出、时代感鲜明

的学生群体，在校大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培养机制需要改革，

需要顺应时代的变化 [1]。

2015 年 5 月，中国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深化高等

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对创新创业教育和人

才培养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那么，新的时代背景下大学

生的创新创业能力是什么？在国际市场经济和科技快速发展

下，创新是国家的综合实力和经济竞争力的体现和必备，是

国家长久发展的关键。高校大学生，是引领国家未来的人才

和科技资源的储备，也是掌握我们国家未来命运的核心和关

键。具有创新精神和较高知识储备的高校大学生，必将会成

为未来新兴产业和高科技产业的领军人物和核心人物，以此

引领和带动国家未来经济和各个方面的发展 [2]。

民以食为天，食品工业是一个古老而又永恒不衰的常青

产业。随着全球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随着中国经济

水平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均食品购买能力及支

出逐年提高，作为典型的快速消费品，食品行业要求从业者

必须具备良好的产品创新创造能力。食品专业本科教学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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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具有化学、生物学、食品科学和工程知识，能在食品领

域内从事技术管理和产品开发等方面工作的食品专业人才。

随着当今社会对创新型应用型人才的需求，培养食品类专业

学生的自主创新创业能力，在本科教学中显得尤为重要。

2 食品类专业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存在的

问题

2.1 在校大学生创新创业意识淡薄

中国目前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教育与西方

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差距，尤其是思想意识方面的差距。大部

分在校大学生没有创业经验，创业面临着诸多困难，现在的

大学生受挫能力差，再加上老一辈人希望子女能有安稳的工

作，热衷于铁饭碗和追求稳定的工作，这种思想在中国人的

观念中比较根深蒂固，导致在创新创业教育思想没有长远的

目光，目光短浅只是一味看重眼前的利益，从而不能培养出

具有不断开拓进取精神的大学生。

2.2 创新创业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够

1998 年清华大学首次提出了创新创业课程，与西方国家

相比晚了 79 年，中国创新创业的理论研究和环境氛围与发达

国家相比显得不够浓厚和落后。虽然中国政府已经开始高度

重视创新创业，陆续出台相关政策来保障，但是由于中国的

起步较晚，无论在制度和环境方面仍然落后。一些高校虽然

意识到了发展创新创业教育的重要性，但是由于处于发展阶

段经验的匮乏和缺少国家政策的引导也没有专业人才的引入

和培养，对高校大学生的非专业指导和没有完善的体制，使

得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的效率低和造成人力物力资源的

大量流失。

2.3 创新创业课程指导缺乏专业性

很多人认为专业教育是高校的核心，传授专业知识和技

能才是根本，至于学生就业、创业教育是劳动和人事部门的

工作 [3]。一些高校的课程安排中，创新创业教育只作为职业

生涯规划课程或就业指导的一部分，有的学校甚至没有将其

纳入学生专业计划培养方案中。创新创业教育师资配备不足，

目前从各高校创新创业教育课程看，现有的创新创业教育的

教师以辅导员为主，他们有一定的就业指导理论基础和学生

教育管理能力，但是对创新创业知识的讲解仅仅停留在书本

上，没有较多案例和实践经验与学生分享，没有定期培训与

进修。

2.4 缺乏专业课指导

食品类专业学生的优势是专业知识，但是他们缺乏营销

策略等相关技能，调查研究发现，大学生希望创新创业教育

的教学内容更注重人际交流和沟通技巧，并能学到市场营销、

企业经营与管理、创业机会和环境分析等相关知识。在获得

创新创业教育的方式方法方面，大学生都希望通过参加创新

创业指导课、创新创业指导网站得到创新创业教育。但是，

高校进行个性化咨询、辅导的比例较低，说明高校相对缺乏

针对个体的创新创业教育指导工作。大学生是有个性的一代，

高校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为大学生开展针对性的创新创

业指导，提高大学生创新创业的质量 [4]。

3 培养食品类专业在校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

策略

3.1 转变创新创业教育观念

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是解决就业的途径。由于中国人口

基数的巨大和人才的需求不断地增加，近几年中国高校招生

的规模不断的扩大，也导致高校毕业生的一年比一年增加，

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形式也越来越严峻。所以说培养和快速提

高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增加大学生

的就业机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大学生的就业难问题。高校

作为人才的储备基地和人才的较高层次，培养了大批的优秀

人才，大学生们卓越的头脑和丰富的知识，思想理念的愈加

开放，决定了高校大学生是创新创业的生力军。

食品类专业学生应该运用自己的专业特长，拓宽创新创

业渠道，真正地将“药食同源”付诸于实践操作中。

3.2 政府对于创新创业外部环境的建立

中国市场经济体制下创新创业的环境氛围已逐渐形成，

人们的思想理念已经开始逐步改善。现应将社会资源进行有

效整合，需要从体制和资源支持创新创业。而资源的有效整

合需要政府对高校的创新创业教育进行政策支持和人力物力

资源的支持，加大对高校的创新创业教育的投入，从制度上

和物质上大力保障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的全面发展和

进步。

3.3 培养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

中国应试教育的日渐显露的危害和束缚，导致在校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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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创新创业能力由此停滞不前甚至萎靡。学校深化教育改

革，改变原有教育模式和观念，同时要坚持学好专业知识，

根据创新创业教育的需求和特点，将专业教育与创新能力相

结合，提高跨学科的能力和综合素质，培养创新性人才。开

设一系列实用的课程如人际交流和沟通技巧，社交礼仪等，

增加公选课市场营销、企业经营与管理、创业机会和环境分

析等。

3.4 建立食品类专业学生“产学研”实践基地平台

随着社会的发展，“产学研”已由最初大学、企业和公

共研究机构三者的合作机制转变为以三者合作为主体，以中

介服务和政府辅助机构为载体培养专业技能和创新能力较高

的社会人才，在经济市场的发展和需求下进行知识与物质资

源的交换互通和共享，推动社会的进步。“产学研”实践基

地平台所体现的是实用性，这点恰恰迎合了“90 后”学生希

望有种途径带他们踏入社会这扇门，希望拥有一个支点，让

他们得以自我发挥，向社会展现自己、证明自己的想法。同

时，通过加强校企资源共享，构建符合专业特色的“产学研”

实践教学基地对全面提升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促进

食品产业健康发展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5]。

食品专业教授有很多课题，这些课题研究生的参与度较

高，本科生则很少参与，即使参与了也只是略知一二，提高

本科生对食品类课题项目的参与度，实行导师制，让在校大

学生了解专业，了解专业发展前景，以及目前国家支持的方向，

对于大学生今后创新创业会更有启发。

3.5 发展民族特色食品企业

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是一个多民族地区，高校大学生

创新创业教育应结合专业特色和区域资源优势，根据学生实

际，制定相应的人才培养方案。要面向全体师生实行创新创

业教育，尤其要对大学生进行分类施教及全程教育，寻找创

新创业人才培养的薄弱环节，从而强化民族地区高校大学生

的创新创业能力 [6]，激发民族地区高校大学生的创新创业兴趣。

在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调研时发现，一些少

数民族企业家想要创办特色食品生产包装加工厂，但是他们

缺少技术支持，新疆地大物博，瓜果飘香，这里对食品类学

生是十分需要的，所以培养食品类专业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

迫在眉睫。

综上，食品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应着力于创新意识、创新

能力和具有综合能力的复合型人才的培养，着力于进行实践

能力、动手能力和学生的创业意识、能力的培养。随着全社

会对食品问题关注程度的普遍提高，对食品专业人才素质的

要求也越来越高，急需培养一大批基础扎实、知识面宽、综

合素质高、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食品专业创新型人才。

转变大学生的就业观念，提高他们的创新创业能力是十分必

要的，发展创新创业的是未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所必须的

倚靠，也符合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从而为中国培养具

有创造力、创业意识、创新精神的复合型人才，为中国的经

济的发展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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