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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贴近社会实际需求是“互联网+”双创大赛最为突出的特点。大赛引导创新团队根据具体问题进行实践

探索，不仅拓展了大学生的创新思维，增强了持续创新的能力，同时挖掘了大学生在专业领域以外的

创新潜力。并且，从企业视角对成果进行评定的赛制，有利于政府、高校对大学生的创新能力进行科

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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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eing close to the actual needs of the society is the most prominent feature of the “Internet+” in-
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competition. The competition guides the innovation team to c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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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ct practical explorations based on specific issues, which not only expands the innovative think-
ing of college students, enhances the ability of continuous innovation, but also taps the innovative 
potential of college students outside their professional fields. Moreover, the competition system 
that evaluates the resul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terprises is conducive to the scientific evalua-
tion of the innovation ability of college students by the government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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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科技创新能力已经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核心要素，是推进社会高质量发展的不竭动力。青年大学生

朝气蓬勃、思维活跃，是对新事物最富有探索精神的群体，肩负着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历史重任。在新的

社会发展时期，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青年学生富有想象力和创造力，是创新创业的有生力量，希

望广大青年学生在创新创业中展示才华、服务社会。因而可知，培养大学生的创新能力，释放青年人才

的创新能量，是高等教育服务于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职责所在。于是，如何提升在校大学生的创新

能力，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高教课题。目前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1) 通过教学模式改革提高大学生

的创新能力。2) 呼吁政府、高校对大学生创新创业予以政策和资源上的扶持。随着创新创业教育理念在

高校教师中的普及，以及大学生对创新理念的理解加深，科学评价大学生的创新能力和怎样培养大学生

可持续的创新能力，成为新的研究热点。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简称双创大赛)自举

办以来，在赛制方面最为突出的特点是：1) 大赛的评委多数来自产业界和政府部门，并且以科研成果的

社会价值作为是否获奖的评判标准。2) 以科研成果的市场价值为导向，在产业界和大学生创新群体间建

立了产学研合作的互哺机制[1]。这些不同于其他学科竞赛的赛制特点，为真正服务于社会发展的创新性

研究成果的持续产出，提供了新的驱动力。同时，也促进了大学生创新能力始终与社会发展的需求相适

应。由此可见，双创大赛是提升大学生创新能力的有效途径。 

2. 大学创新教育改革的现状和存在的不足 

2.1. 高校和政府推动创新教育的发展 

大学生要具备创新能力，首先要具有创新思维，其次要具有实践技能，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为了提升大学生的创新能力，高校和政府均给予了大力的扶植。在高校层面进行的改革[2]包括：1) 将培

养大学生的创新能力作为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在师生中传播创新教育的观念。2) 改变灌输式的教

学方法和轻实践、重理论的教学内容，授课过程中新增研讨等互动环节，激发大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训

练其创新思维。3) 增加实习实训环节的学时，扩充大学生参与专业实践的时间和强化实操技能。4) 对毕

业标准等考核制度进行改良，将部分学科考试的学分权重让渡给创新学分和职业技能证书。5) 以大学生

能力培养为导向进行课程体系优化，并系统化、专业化的新设与创新创业有关的课程。6) 扶持创新型的

师资，在教学和科研工作中向学生传授创新思维。7) 在校内举办创新创业选拔赛、增设大学生创新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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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室等，加强宣传引导，培育创新创业的校园氛围。8) 把开放教学作为大学生掌握和灵活运用跨学科

知识的重要途径，为大学生组建创新创业团队提供充分的知识储备。9) 将师生的创新工作成果纳入校内

绩效奖励机制。于此同时，政府职能部门通过创办大学生创业科技园区，积极支持大学生的创新创业团

队建设。并在创新成果落地和转化方面给予了优惠政策，包括：简化初创企业的注册流程、减免税收、

对知识产权(如发明专利申报)等予以财政补贴。高校和政府的相关工作，在校园中营造了有利于创新人才

成长的良好氛围。 

2.2. 创新能力与实际需求存在差异 

培养大学生创新能力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例如，对于理工科大学生，发明

创造等科研工作的目标是直接服务于产品创新和产业技术升级。正因如此，社会实际需求对于大学生创

新能力的培养工作是具有指引作用的。所以，在大学生创新能力的评价体系中，对社会实际需求的贡献

应该占有最大的权重。但是，由于在校大学生的创新教育和能力评价工作是由高校主导的，而高校又并

不从事生产工作，因而对于当前社会实际需求的理解，与产业界的认识之间存在差异，这种差异性容易

导致大学生的创新工作与社会需求不匹配，进而引起高校、政府和产业界对大学生创新能力评价标准单

一的反思。因此，在大学生创新能力评价体系中，创新能力与社会实际需求尚不能完全契合是一个突出

问题。 
再者，如果科研创新工作与社会的实际需求相脱节，还会影响大学生创新能力的持续施展。以在校

理工科大学生从事科技创新活动为例，一方面，学生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进行前沿探索，如果研究

目的不明确，就会导致科研成果难产，使创新工作难以为继。另一方面，如果没有企业资金的支持，长

期开展实验所需的分析、测试、耗材等费用也会迫使学生中断创新工作。由此可知，企业的需求和资金

支持是大学生创新能力持续施展的不可或缺因素。因此，在大学创新教育过程中，需要将政府、高校、

产业界的作用结合起来，才能促进大学生创新能力的有效、持续提升。 

3. 双创大赛引领大学生创新能力贴近实际需求 

3.1. 双创大赛契合了学科竞赛的主要改革方向 

侧重培养大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3]，是学科竞赛改革的突出特点。双创大赛是政府主办，高校承办

并向产业界集中展示大学生创新团队建树的教育部 A 类竞赛。同时，是参赛高校数量最多、创新成果水

平最高、对大学生创业带动作用最明显的跨学科竞赛，也是影响大学排名、衡量各高校大学生培养质量

的重要指标。每年参赛人数超过 500 万人，彰显了各高校对大赛的重视以及大学生通过双创大赛向产业

界展示自身创新实践能力的迫切意愿。双创大赛的一大特色是着重考察大学生创新成果的市场价值，主

要体现在：是否有利于产业升级转型、是否有利于颠覆现有产品的不足和缺陷、是否有利于延伸产业链

并扩大就业，而这一目标与《中国制造 2025·国家行动纲领》是完全契合的。双创大赛起到了连通大学

生创新实践能力和产业界技术需求的桥梁作用，加深了大学生对企业工作岗位和工作性质的认识，从学

科竞赛的角度化解了大学生学习目的不明确、创新实践能力与企业需求脱节等突出问题，并为大学生创

新思维的催生提供了更为宽广的产业视野。 

3.2. 贴近实际需求拓展大学生创新思维 

创新思维是创新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大学生实践技能的有效施展具有向导作用，是意识指导行

动的具象化表现。理工科大学生要具备创新思维，首先要对企业需求有充分的知识积累和深入的了解，

才能够依靠学识和经验对具体问题提出新颖、独到的见解，这就是创新思维萌发的主要路径。在实施创

https://doi.org/10.12677/ae.2023.136559


赵煦 等 
 

 

DOI: 10.12677/ae.2023.136559 3531 教育进展 
 

新教育的过程中，鉴于课程教学是大学生汲取学识和经验的主要方式，所以凸显了进行教学模式改革的

必要性。但是，课堂教学内容作为改革的关键环节，存在一个不易突破的边界：即主要是针对专业领域

的共性问题且知识更新速度相对较慢。这就导致大学生很难从授课内容中充分了解企业在当下生产过程

中遇到的具体技术问题，从而制约了学识和经验的扩充，继而束缚了创新思维的成长空间。 
双创大赛的赛制不仅促使大学生的科研创新工作贴近企业的实际需求，同时也构筑出在课程教学以

外大学生增加学识和经验的第二条渠道，助力大学生的创新思维边界拓宽延伸。以 2019 年双创大赛湖北

省某获奖项目为例，针对生猪养殖场使用全自动生产设备后，尽管施行了极为严格的门禁进出制度和生

物安全防护措施，但生猪依然会感染各种疾病导致死亡这一有悖养殖理论的问题，创新团队的大学生深

入养殖场内部才发现在大楼中养猪固然可以提高养殖场的空间利用率，但也会导致生猪在整个生长周期

都接受不到充足的阳光照射，致使免疫力退化，继而出现生猪更容易染病的状况。所以建议养殖场不要

增加消毒剂的使用频次，而应该加强饲料营养来提高生猪的免疫力，最终创新团队研制出新型营养剂，

并取得良好的防治效果。不难看出，双创大赛的赛制推动了大学生去了解课程教学内容以外的企业实际

需求，并根据具体问题开展创造性的产品研发，这个过程不但开拓了创新思维，而且也促成了大学生实

践技能的有效施展。 

3.3. 贴近实际需求增强大学生的持续创新能力 

大学生创新团队要做大做强，实现创新者向创业者的转变，必须要有持续创新的能力。经费支持是

大学生创新实践技能得以连续施展的必要条件之一，双创大赛的赛制改变了大学生创新团队只能依靠高

校教师的纵向课题提供研发资金的状况，通过将研发工作贴近企业需求，拓宽了经费的来源渠道。从宏

观上看，根据科技部披露，2022 年企业的研发投入已经超过全社会研发投入的 3/4 [4]，剩下的不足 1/4
经费主要是政府部门拨付的专项研发资金。从比例上看，企业在研发投入经费的总额上远超专项研发资

金，同时，由于企业的产品需要不断更新，这就为创新团队从企业持续获得资金支持提供了可能。此外，

专项研发资金的申报条件，显然是绝大多数大学生创新团队所不具备的，而参与企业的研发工作则没有

太多的限制条件。换而言之，一方面企业有不断实行技术攻关的需求和持续投入研发资金的意愿，另一

方面，大学生有进行研发的能力，两者具有良好的协作前景。但是，一直以来大学生创新团队和企业之

间缺乏信息有效沟通的方式，而双创大赛却为各高校创新团队向产业界集中展示成果提供了一个信息交

互平台，并且基于该平台孕育出产研协作互哺的技术创新、产品升级新机制，从而为大学生持续进行科

研创新提供了产业需求信息和企业资金两方面的支撑。 
以 2021 年双创大赛湖北省某获奖项目为例，钼系纳米材料创新团队在 2020 年的省赛中了解到涂料

企业对抗病毒水性漆有需求，于是团队以横向项目的形式为企业进行产品开发和技术攻关，制备出的纳

米钼酸盐抗病毒涂料具有安全高效的特点，对冠状病毒 2 小时抑制率超过 99.5%，且对数百种有害真菌、

细菌、病毒均有相同的灭杀效果，保质期长达数年。接着，企业又提出研制高电导率电磁隐形涂层等产

品需求，在企业资金的支持下，团队顺利完成了相关产品的研发，实现了涂料产品的持续创新。除了经

费支持，贴近企业需求、了解企业现状，有助于大学生创新团队熟悉企业运营方面的一些切实措施，如

团队建设、人力资源管理、产品销售、客户关系维护等，进而为大学生创新团队成长壮大提供了专业知

识以外的其他必要知识储备。 

4. 双创大赛促成大学生创新能力突破专业限制 

大学生兴趣广泛，在创新创业过程中对社会实际需求的调研并不会局限在专业领域。同时，兴趣也

是学识和经验以外，激发大学生创新思维的另一内因，还是支撑大学生持续进行创新活动的精神支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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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学生可以根据兴趣在社会实际需求中自由选择参赛题目，而不受自身专业背景的限制，这是双创

大赛与一般学科竞赛的显著不同，也是对大学生只能在专业教师指导下进行创新创业的模式颠覆。并且，

为从不同专业视角分析和解决跨学科问题提供了方法创新的可能性，并由此进一步拓宽了大学生创新能

力的施展空间。以武汉轻工大学参加双创大赛的某项目为例，通信工程专业的几位在校大学生对人力资

源配置特别感兴趣，调研发现酒店举办会展期间工作人员非常稀缺，而农村有很多富余劳动力却因为择

业信息匮乏在大城市找不到工作。于是大学生创新团队迅速成立了人力资源公司，为酒店提供承办会议

时急需的服务员，开启了酒店临时用工的新模式。因为能带动就业，该项目从 2019 年起连续三年获得省

奖，并且公司通过大赛平台得到了社会资源的扶持。随着创新团队业绩的攀升和公司规模的扩大，创新

团队成员开发出“全流程灵活用工配置交付平台”，获得 2022 年国赛三等奖。在脱离专业背景和专业教

师指导的条件下，大学生创新团队通过人力资源配置模式的创新，独立解决了酒店举办会展时缺少服务

员的问题。从上述经历可以看出，双创大赛可以灵活选题的赛制，充分挖掘了大学生在专业领域以外的

创新能力。 

5. 结束语 

双创大赛的连续成功举办具有清晰的时代背景和深刻的战略意义，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和强国间科

技竞争的加剧，提升大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将创新创业教育理念贯穿于大学生培养的全过程，有助于

解决大学毕业生就业饱和、卡脖子技术、国际产业竞争等突出问题。双创大赛指引大学生以企业提出的

具体问题为研究目标开展主动探索，是对现有课程教学内容的有益增补，也是大赛区别于一般学科竞赛

的突出特征。创新团队在贴近实际需求的过程中，依托赛会的平台与企业建立起实质性的深度合作，不

仅拓展了大学生的创新思维，也增强了团队的持续创新能力。大赛基于企业的视角对大学生创新能力进

行评价的赛制，也为政府、高校更加精准扶持大学生创新创业提供了来自人才需求方的建议。历届大赛

在人才培养和社会效益等方面的斐然成绩表明，在多数高校人均教育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创新团队通过

双创大赛进行实践探索是提升大学生创新能力的有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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