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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创新创业教育管理组织机构是开展创新创业教育的关键。本文在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管理存在问题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建立专职的创

新创业教育管理组织机构的优化建议。 

[关键词] 创新创业教育；管理组织机构；优化 

 

1 研究背景 
1.1 国家政策推动高校设立创新创业教育管理组织机构 

2015 年 5 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的实施意见》(国办发〔2015]36 号)要求高校“成立由校长任组长、分

管校领导任副组长、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创新创业教育工作领导小组，

建立教务部门牵头，学生工作、团委等部门齐抓共管的创新创业教育工

作机制”。 

1.2 高校示范彰显创新创业教育管理组织机构的重要性 

2017 年 1 月，在教育部公布的首批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高校

名单中，重庆市属本科院校仅有重庆邮电大学 1 所，而重庆邮电大学就

是设立了专职管理组织机构的，由创新创业教育学院统筹整个学校的创

新创业教育工作，走出了一条极具重邮特色的创新创业人才培养道路，

也为高校双创教育工作树立了新样板。 

2 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管理存在的问题 
继 2015 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

革的实施意见》发布以后，2018 年又发布了《关于推动创新创业高质量

发展打造“双创级版的意见》，在各级政府和各高校的重视和推动下，创

新创业教育得到了极大的开展。高校按要求增加了创新创业课程并规定

了相应的学分，同时也积极开展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从校级、

市级到国家级层层递进），为学生搭建创新创业实践平台，也收到一定的

效果，但依旧存在不少问题。 

2.1 高校认识不足，重视不够 

很多高校尚未意识到创新创业教育的重要性，还停留在增进创业类

课程会导致某些重要课程的消减，所以没有把创新创业教育纳入教育体

系中，更加不会意识到设立创新创业教育组织机构的重要性，基本做法

有两种：一种是为响应国家倡议从各行政部门指定相关人员兼职并组建

创业学院或双创中心之类，组织名存实亡并未发挥实质作用；另一种是

未成立专门机构，由教务处负责创新创业教育，学生处负责创新创业赛

事，招生就业处负责创业孵化，三部门衔接不够，容易脱节，创新创业

工作开展不顺，创新创业教育效果不明显。 

2.2 组织机构运行不畅。完整的创新创业教育体系一般会涉及校内

多个部门机构。有的高校部门机构之间职责划分不清晰，出现“三不管

地带”；有的高校设计的管理组织机构是兼职部门，招致“谁都不待见”，

沟通困难，工作很难开展，管理组织机构做的最多的是为某个比赛之类

沟通或为日常行政工作而奔波，创新不足，为学生指导项目更难突破。 

3.3 产教融合不够深入。各高校与企业的合作大部分在二级学院的

部分专业，与创新创业教育合作不够：创新创业课程从设计到上课全部

由校内教师完成，经常是非专业的双创教师先学之后再教学生，理论知

识充分，实践经验匮乏，教学效果较差；创新创业师资队伍大部分由校

内专业教师组成，专业知识充分，创业知识匮乏，未引进足够的企业教

师，教师队伍结构不合理；创新创业实践和创新创业孵化止步于双创赛

事或学校众创空间或孵化器等创业基地，校内创业基地未和企业合作，

所提供的服务往往局限于提供场地，未能提供业界专业指导，导致市场

分析不够，行业了解不充分，大学生企业生命周期偏短。 

3 组建专职的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管理组织机构 

基于目前大部分高校将创新创业教育交由教务处、学生处和招生就

业处等协同管理，容易出现诸多问题。因此，高校非常有必要组建专职

的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管理组织机构。 

3.1 明确的管理组织机构定位 

高校的创新创业教育管理组织机构已形成多种类型并存的局面，根

据是否存在专职机构以及组织协同模式，主要有点状结构，虚拟星型结

构和星型结构三种。高校的创新创业管理组织机构应采用建立了专职机

构、由专人负责的星型结构，同时这个组织机构必须是独立的，不能是

一个由兼职人员组成的兼职机构，促进创新创业教育的顺利开展。 

3.2 完善的运行机制 

专职的管理组织机构的设计必须从顶层开始，必须要有一套完善的

校内运行机制。由校领导担任该组织机构的主要负责人进行顶层设计，

机构内的人员应是原校内的负责各模块的工作人员所组成，下面还要设

计创新创业教研室，教研室专门负责整个学校的创新创业教育。同时，

还要在各二级学院指定专门的创新创业工作联络人员，该联络人员作为

创新创业组织机构和各二级学院之间的桥梁。除负责联络外还负责推动

各自二级学院的创新创业工作。通过这样一个专职的管理组织机构的科

学运行管理，必能推荐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顺利开展。 

3.3 充足的资金保障 

创新创业教育的有序开展离不开经费的支持，这些经费包括运行经

费、专项经费、奖励经费等等。同样的，为保证创新创业专职管理组织

机构的正常运行，更好地调动工作人员的积极性，也必须投入相当的经

费用于正常的运行，专项活动的开展以及对双创教育教学或双创赛事或

项目孵化上成果比较突出的奖励。 

4 结语 
创新创业教育管理组织机构是整个学校创新创业工作得以开展的保

证，而成立专职的管理组织机构，并为其提供充足的资金，建立完善的

运行机制更会是学校创新创业工作的加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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