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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novative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talent training goal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human 
resources, college students can inject new vitality into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t the same time, based on the particularity 
of their growth stage,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training of combining college students’ professional courses with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entrepreneurial system, 
the integration of entrepreneurial elements, policy incentives and other co-construction of training environment, comprehensively 
improve the entrepreneurial thinking of college students, entrepreneurial skills, entrepreneurial confidence and other innovative 
entrepreneurial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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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创新创业教育是高校重要的人才培养目标。大学生作为人力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为社会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同时
基于其成长阶段的特殊性，需要以人力资源开发的角度，加强大学生专业课程与创新创业素质结合的培训。通过创业体系的
构建、创业要素整合、政策激励等共建培训环境，全面提升大学生的创业思维、创业技能、创业信心等创新创业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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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力资本是国家公民的知识、技能的总和。行业发展与

产业升级归根揭底源于人力资源的竞争 [1]，而高校对大学生

的学历教育、职业培养、知识迁移等培养方式是人力资本开

发的前端环节，对于大学生就业创业的综合能力具有至关重

要的基础作用。

2 当前大学生创新创业素质培养存在的问题

2.1 课程体系无法实现理论直接指导创新创业实践

专业理论课程内容与创新创业所需技能素养联系缺乏纵

深性关联，两者缺少统一化的特色培养。专业理论课是大学

生人才培养体系的基础，但是很多专业的人才培养体系将大

学生课程分成理论学习、实习、就业的三个阶段，以人力资

本开发的角度来看教育投资中缺少理论与实践的交互培养提

升，很难增加人力资本的价值。同时，理论与实践的分离不

利于学生深刻理解专业，导致创新创业的专业水平和专业信

心不足，也就很难将潜力资源转化为生产力或者更直观的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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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企业效益。

2.2 大学生创新创业的资源分散，基础薄弱

创新创业活动是一项直接面对挑战和承担压力的创造性

事业，除了对创业者要求具有很高的综合素质外，还需要多

方面的内外部资源保障。大学生创新创业过程中，一方面是

初期的资金、团队等物质资源缺乏，需要来自家庭、学校、

社会等方面的支援扶持 [2]，另一方面是大学生创新创业的软

实力不足，比如资源整合能力、胜任力的欠缺，难以在市场

化环境中找到竞争与共生的平衡。

2.3 创新创业素质培养的关注度不足

人力资本开发的重要原则是建立量化体系，并对过程的

持续控制，而社会与家庭往往只关注升学、就业、创业这些

结果性的节点，包括政府政策激励中往往以区域性创新创业

大赛或者税收租金减免等形式，缺少方案式的系统引导帮扶，

这需要以人力资本开发的角度，对大学生创新创业潜力、兴趣、

职业特长等进行评价分析，同时建立家庭、学校、社会等方

面合力培养的模式，逐步探索出符合学生成长与创新创业培

养规律的措施。

3 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要素分析
3.1 大学生创业综合素质是最基本的要素

随着的“互联网＋”技术、云经济时代的发展，使得信

息内容的广度和传播速度有了巨大的提升，为大学生创新创

业提供了机遇，也提出更高的要求。当前创业环境要求创业

者必须具备以个人能力为本位的跨学科领域能力，通过跨学

科来拓展认知领域，是保证创业成功的基础要素。

3.2 立足自身发掘出资源利用最优的方案

大学生创新创业素质提升首先要结合人力资源需要层次

理论，挖掘出自身特质和潜在价值，找准定位目标。同时，

很多有创业意向的大学生在校期间通过挑战杯、创青春等创

业比赛已经逐步明确了项目或者产品，在创业实施的过程中

还需要客观评估自身优劣势，结合当前发展阶段找到利益诉

求点，避免资源重复性积累和断层式短板，从而形成持续性

发展动力。

3.3 以动态的发展理念适应市场化 

在优胜劣汰的市场化竞争机制下，除了明确创业项目的

核心竞争优势外，更要认识到创业过程是动态、系统的竞争

和发展状态 [3]。因此，创业要素中需要静态资源作为支柱，

更需要政策资源、人脉资源、共同利益方等要素作为“传动轴”，

在竞争与合作的变化中适时调整创业策略和创业者自身状态，

只有在动态发展中以创新的理念整合各方资源，才能使得创

业项目健康快速成长。

4 基于人力资本开发的培养研究
4.1 高校发挥课程教育与创业平台的功能是大学生创

新创业培育的根基

第一，人力资本开发最重要的基础就是对生产者的教育

和职业技能培训。为大学生提供创新创业程教育、财务管理、

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理等专业理论教育是创新创业素质提

升的必要条件。

第二，通过高校的创新创业基地、众创空间等平台，让

大学生参与到创业模拟和项目实践中来，提高大学生团队建

设和项目管理的能力，实现创业综合素质存量从的积累。

第三，注重培养大学生创业公德心与社会责任感，践行

诚信经商，不忘反馈社会。

4.2 大学生创新创业素质培养需要遵循学生成长规

律，按照阶段培养

第一，低年级阶段要激发大学生对专业学习研究的积极

性和创造性，为创新创业打下良好理论基础。

第二，大学生创新创业发展应该结合自身成长，不断收

集和整合资源，实现创业要素协同发展，创业规模从低级到

高级的有序扩张 [4]。

第三，高年级期间的培养要实践重于理论，多参加社会

层面的创新创业比赛，熟悉商业环境，同时关注大学生创新

创业政策，积极利用社会资源。

4.3 创业素质与创业项目协同发展共同提升

人力资本开发的目标要求个人与组织相互促进，二者同

时得到发展，最终实现共赢。

第一，要明确创业者能力胜任力和心理胜任力构成了企

业家胜任力的基本要素，通过提升创新创业综合能力，激发

个人创意，识别创业机会，才能更好规划创业。

第二，根据企业生命周期，将创业的五个阶段包括原理

验证、建立雏形、模型销售、启动实施、自然增长等与个人

职业生涯轨迹相结合，实现个人与组织的发展步调一致。创

新创业的过程并不是完全的单线条发展，这就需要大学生在

分析每个阶段中匹配个人的技能和资源，在动态调整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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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根据实际情况投入资源并反复修正，保证最优的创业成效。

5 结语

大学生创新创业既是“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重要组

成部分，也具有大学生成长阶段的特殊性。因此，围绕如何

运用创新为所有人创造更高的价值 [5]，以人力资本开发的视

角去调研大学生创新创业素质的问题，有利于促进高校应用

型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创新，同时推动政府政策、行业导

向、高校培养等方面的资源，逐步迭代高质量教育机制，创

造促进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的教育供给系统。此外，通过以人

力资本开发的角度分析和探索如何提升大学生创新创业素质，

为用人单位的人力资源管理、高校对大学生的培养模式、大

学生自我提升等提供一些建议和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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