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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创新创业教育是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发展理念，是对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方向作出的重大

原创性论断。但政府出台的一系列创新创业政策在执行过程中仍面临政策理解不足、执行力度不均、

目标群体响应度不高等问题。基于史密斯政策执行过程模型深入剖析高校在创新创业政策执行中遇到

的阻滞因素后发现，这些问题源于政策本身的缺陷、宣传普及不足、执行主体能力与意愿的限制，以

及资源环境等方面的制约。为了优化创新创业政策执行效果，高校需加强政策宣传培训，完善执行机

制，优化资源配置，并建立反馈与调整机制。同时，推动政策创新与协同，探索更符合实际的政策措

施也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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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s the concept of higher education developmen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it is an important original judgment on the direc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reform 

and development in China. However， a series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policies issued by the 

government still face the problems of insufficient policy understanding， uneven implementation and low response 

of target groups. Based on the Smith policy implementation process model， after deeply analyzing the blocking 

factors encountered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policies， it is found that these 

problems stem from the defects of the policy itself， the lack of publicity and popularization， the limitations of the 

ability and willingness of the implementation subject， as well as the constraints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In 

order to optimize the implementation effect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policie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strengthen the policy publicity and training， improve the implementation mechanism， optimize the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establish a feedback and adjustment mechanism. At the same time， it is also crucial to 

promote policy innovation and coordination， and to explore more practical policy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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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创新是社会进步的灵魂，创业是推

动经济社会发展、改善民生的重要途径。”创新创业教育是适

应国家发展战略和经济社会需要而产生的一种新的教学理念

与教学模式
[1]
。2010 年教育部印发的《关于大力推进高等学校

创新创业教育和大学生自主创业工作的意见》中首次提出“创

新创业教育”的概念。十余年来，国家及地方政府协同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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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台一系列创新创业政策。 

政策执行是一个系统且复杂的过程，其核心在于政策主体

通过一系列具体的措施和手段，旨在将政策目标转化为实际成

效，进而作用于政策所针对的对象。这一过程不仅要求政策主

体有明确的目标导向，还需通过切实可行的手段确保政策内容

的落实。在创新创业政策的执行中，政府扮演着主导角色，引

领并协调企业、社会组织、高校等多方主体共同参与，以确保

政策能够精准有效地作用于目标群体，推动创新创业活动的蓬

勃发展。近年来，我国创新创业教育的政策理念逐渐科学化、

标准化，营造了良好的创新创业氛围。但政策执行时时常出现

偏差和变形，高校在宣传政策时往往陷入口号同质化的困境，

实际内容与宣传效果不符、创新创业平台内部资源消耗严重、

创新创业评价指标单一且缺乏多样性等问题均在一定程度上

制约了创新创业教育健康发展
[3]
。 

为探究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政策执行情况，文章基于史密斯政

策执行过程模型构建分析框架，从政策问题、执行机构、目标群

体和执行环境等角度探析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政策执行的过程中存

在的问题，并提出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政策执行的优化路径。 

1.创新创业政策执行的分析框架 

自 20 世纪中叶起，西方的政策研究学者开始广泛投身于

公共政策的分析中，特别是在政策执行领域，这一趋势尤为显

著。在这一背景下，美国学者托马斯·史密斯在其开创性著作

《政策执行过程》中，率先对影响政策执行的多重因素进行了

系统剖析。他创新性地提出了“四因素论”，这一理论围绕理

想化政策、执行机构、目标群体以及环境因素四个方面进行细

致研究
[5]
。根据这一理论，政策执行实质上是一个四因素之间

相互作用、相互制衡的动态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各种因素之

间的交互可能引发“紧张”和“分歧”的情况。一旦政策执行

未能达到预期效果，相关机构需要及时介入，通过“处理”和

“建制”等手段进行“回应”，并将执行结果“反馈”给执行

者和制定者，以便对政策进行必要的调整和优化，从而推动政

策制定过程的持续优化。 

当前，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创新创业教育政策正处于全

面执行阶段。在这一阶段，政策文本的合理性与科学性、政策

执行机构的管理机制及其人员队伍的建设、目标群体之间的供

需契合度，以及政策执行所处的经济和市场环境等因素，共同

构成了一个错综复杂的动态系统，这一系统对创新创业教育政

策的执行效果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6]
。本研究在深入分析高校创

新创业教育政策执行实践的基础上，借鉴并适当调整了史密斯

政策执行过程模型，旨在构建一个更具针对性和实用性的分析

框架。这一框架将为我们理解和评估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政策的

执行效果提供有力的理论工具。 

 

图 1  创新创业教育政策执行过程分析框架 

2.高校创新创业政策执行存在的问题 

2.1 创新创业政策集成不足 

当前，高校在创新创业政策集成方面存在显著不足，缺乏

必要的整合性。具体表现为创新创业政策细节不够明确，相关

配套措施尚未完善，致使大学生在申请创业过程中遭遇繁琐复

杂的程序，缺乏一个简洁高效的集成服务机制。财政政策与创

新创业政策之间的匹配度较低，成为阻碍大学生创业的重要因

素。由于高校大学生在创业初期资金需求大，而自身积累资金

有限，又因缺乏抵押物而面临贷款限制，这进一步加剧了创业

的难度。高校对于大学生在农村创新创业的补贴政策的界定不

够清晰，发放标准存在不一致性，补贴范围不够全面，同时监

管机制尚不完善。这种宽泛且模糊的政府补贴政策无法为大学

生提供有效的指导和支持，增加了他们创新创业失败的风险。 

2.2 政策执行主体服务集合不强 

高校作为创新创业教育政策的主要执行主体，其内部的服

务体系和资源整合能力直接关系到政策的有效执行。目前部分

高校在这方面表现不够理想。主要体现在一方面服务内容上不

够丰富和深入，高校需要提供的服务包括但不限于课程开设、

实践平台搭建、师资力量培养、项目孵化支持等。而部分高校

在这些方面的服务内容相对单一，缺乏深度和广度，难以满足

学生的多样化需求。另一方面，服务机制不够灵活和高效，创

新创业教育政策执行需要高校具备快速响应、灵活调整的能

力。一些高校在服务机制上显得较为僵化，难以根据政策变化

和学生需求进行及时调整，导致服务效果不佳。高校之间的合

作程度不高，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的效应未能充分发挥，这也

制约了创新创业教育政策执行的效果
[7]
。 

2.3 政策执行对象创新意识薄弱 

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政策在执行过程中，面临的一个显著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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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便是执行对象的创新意识薄弱。这一现象不仅制约了政策的

深入实施，也影响了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整体质量的提升。从教

育者的角度来看，部分教师对创新创业教育的理解不够深入，

缺乏必要的创新思维和创业精神。他们往往将创新创业教育视

为传统教育的附属品，而非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重

要途径。这种观念上的滞后导致教师在执行政策时缺乏积极性

和主动性，难以有效推动创新创业教育的深入开展。从学生层

面来看，部分学生对创新创业教育的兴趣不高，缺乏自主创新

和创业的动力。他们往往将学习重心放在传统学科知识上，对

创新创业教育的课程和活动缺乏关注和参与。这种被动的学习

态度不仅影响了政策执行的效果，也制约了学生自身创新创业

能力的发展。与此同时，高校在推进创新创业教育政策时，往

往忽视了与政策执行对象的有效沟通和互动，这使得政策在执

行过程中缺乏足够的反馈和调整，难以适应不同执行对象的需

求和特点。 

2.4 政策环境较为复杂 

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政策环境确实较为复杂，涉及到多个层

面和维度。从政策制定层面来看，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政策往往

涵盖了多个政府部门和机构，不同部门之间的协调与沟通需要

充分考虑各方利益和诉求，这就导致了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复杂

性和多样性。从政策实施层面来看，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政策的

执行和落地往往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如资金、师资、教学资

源等。不同地区、不同高校之间的差异也会导致政策实施效果

的差异，进一步增加了政策环境的复杂性。此外，高校创新创

业教育政策还面临着市场变化、技术进步等外部环境的挑战。

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和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高校创新创业教

育政策需要不断适应新的形势和需求，这也使得政策环境更加

复杂多变。 

3.创新创业政策执行效果的突破路径 

3.1 优化创新创业教育政策顶层设计 

优化创新创业教育政策设计是一个多维度、系统性的过

程。政府部门需要明确政策的目标和定位，政策设计应紧扣国

家发展战略，结合地方经济发展和产业需求，确定创新创业教

育的核心任务和发展方向。为了确保政策实施的精准性，教育

行政部门应当建立一套针对高校创新创业教育质量的监测制

度。这一制度旨在从外部视角全面评估高校在创新创业教育教

学方面的组织实施状况及其成效，动态追踪其资源投入、课程

设置、教学方法、教学效果以及学生表现等多个维度
[8]
。同时，

政策导向应强调创新创业教育与行业需求的紧密结合，鼓励行

业企业积极参与创新创业教育活动，形成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教

育生态。此外，考虑到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实践需求，以及不

同地区和学校类型的差异性，应因地制宜地规范高校内部创新

创业教育制度的建设，确保政策的有效落地和可持续发展。政

府、高校、企业等各方应共同参与，形成合力，推动创新创业

教育的深入发展。 

3.2 提高目标群体主动创新创业意识 

目标群体对政策的认同度和参与度是衡量政策执行效果

的关键指标。在高校创新创业教育领域，大学生作为主要的目

标群体，其创新创业的热情和成效直接受到课程质量和项目指

导水平的影响。因此，高校在提供创新创业教育教学支持的同

时，应当凝聚校内行政部门、专任教师和学生等多方主体的共

识，确保教育内容与创新创业实践高度契合。组建由校内教师

与具有行业企业经验的校外导师的课程团队，将理论知识与行

业经验相结合，共同推动创新创业教育的深入发展。针对创新

创业指导教师在职称晋升、科研专利和岗位聘任等方面的问

题，高校应建立相应的保障机制，明确这些方面的参照标准，

并构建适应创新创业教育发展需求的多元化教师考核方案。 

3.3 优化创新创业政策执行环境 

良好的政策执行环境是达到政策执行最初预期的的关键。

针对各地区创新创业的不同群体和不同环境特点，发展符合本

地的创业体系，并结合本地高校办学特点，提高相关政策部门

对大学生创新创业的重视程度
[9]
。时刻把握政策环境的变化，

优化大学生创新创业活动路径，充分发挥大学生创业孵化平台

的作用，减少大学生的创业成本。要建立大学生创业风险防范

机制，为大学生提供一定的创业保障，减少学生盲目创业带来

的损失，引导大学生理性创业。发挥正向舆论导向作用，政府

部门要积极深入各高校宣传创新创业政策的背景和内容，保证

目标群体充分了解和认同政策要求，并吸引社会组织和力量参

与到高等教育中来，为创新创业政策执行创造有利条件。最后，

要构建制度化、规范化的政策评估机制，巩固现有的政策执行

基础，将政策评估机制贯穿政策执行的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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