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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下，以“数字经济”为首的新商科发展，对工程类专业的创新发展起到良好的引领、推动和促进作用。

为培养具备系统性、战略性的工程类高科技人才，可考虑借用信息化工具来对工程教育模式进行革新，

从而加强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课程内容方面以工科为主体，融合了大量线上线下的人工智能课

程，并依托创新创业教育、工程类学科竞赛、大学生创业项目。通过人工智能赋能工程类专业的相关专

题讲授，激发学生创新创业热情，锻炼其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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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owadays, the development of new business disciplines led by “digital economy” plays a good role 
in leading and promoting th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engineering majors. In order to c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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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vate systematic and strategic engineering high-tech talents, a series of information tools are used 
to innovate the engineering education model, to strengthen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innovative 
and entrepreneurial ability. Although the course content is mainly based on engineering, and in-
tegrates a large number of online and offlin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ourses, it not only relies on in-
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engineering competitions, and entrepreneurial projects 
for college students. Inspire students’ enthusiasm for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and exer-
cise their will through lectures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enabled engineering maj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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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工科 + 商科结合对于工程类专业创新创业能力培养必要性 

世界范围内的工程教育建设本身存在复杂性、多样性、多元化、多极化的特点。如果一味的局限于

工程质量的教育，可能教育培养会不够全面、效果也会有所折扣[1] [2]。为了培养战略性、创新性、系统

化、开放型的创新创业人才，现在的工程教育模式需要不断更新，引入新思维、新技术和新模式。随着

AI、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创新，即“信创”板块的不断涌现[3] [4]。信创，可谓是当代全球变

革的新推动力和世界经济变革的有生力量，尤其是在 2022 年、2023 年的多代信创产品横空出世之后，

例如 chatGPT-3.5，和 4.0，并推动着新商科的发展[5] [6]。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反复提到发展数字经济的重

要性，而数字经济新时代的到来也意味着分散的工科或者商科背景下的学科知识不足以满足社会发展和

人才培养的需要[7]。 
国外工程教育目前主要采用的是成果导向教育模式和构思–设计–实施–运行教育模式等，但由于

AI、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升华和发展，这样会对教育的模式变革产生推动力[8]。通过对未来的畅想，或许

一系列诸如智能机器人组合构思–集成设计–多元化推进–迭代循环的教育–实践一体化模式[9]。在欧

美国家，教育教学以社会实践、案例分析和项目全流程管理和控制为主，理论教学为辅助，因而对于学

生综合素质和能力的培养，会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10]。由于新工科主要强调的是工程上的创新精神、锐

意进取，而新商科的特点是多元化、个性化、人性化、智能化。从宏观角度来看：将新工科与新商科有

机结合在一起进行发展，有利于实现我们全面、自由的发展、实现我们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实现让人

们获得美好幸福生活的“中国梦”；结合微观来看：数字经济的赋能会对新的知识、新的学科体系、新

的行业标准、国家标准以及行业新发明创造起到良好的推进和帮助作用，将对工程类专业的学员的综合

素质的发展起到良好的引领导向作用[11]。其次对工科及商科学员的评价体系和标准也变得多元化、多极

化、个性化，有助于打破相关专业之间的壁垒，扩宽相关专业学员的知识面，完成集成创新、转型升级

和知识交融[12]。 

2. 新工科 + 商科背景下工程类专业创新创业能力培养途径 

2.1. 科学化与系统化 

首先，新工科的理念要求主要侧重于对学生的实践创新、应用创新方面的培养。但由于诸多主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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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因，现实教学效果与学生期望达到的学习目标不完全一致。在教育市场化、国际化、规范化、全面

化的今天，我们不仅要注重教学方式的更新，要尽可能的让能源教育贴合能源市场发展的实际，这样才

能避免学生出现注意力分散、精神不集中，积极性差，上课效率低等问题；其次，新商科的理念是将理

工科与传统商科交叉融合。目前，新商科的提出将数字经济推升到一个新的高度。由于新商科是建立在

传统金融、市场营销等学科的基础上的，那么其建设并未完全架空，而是建立在巨人的肩膀上，并采用

数字经济去赋予其商科的新内涵。从交叉融合角度看，新商科的理念会对新工科产生一定的帮助。正是

因为新工科对于问题的思考角度过于集中于工艺流程，实际应用，而忽略了工程应用过程中产生的诸多

数字经济效应和数字经济问题，故而其需要与新商科相融合。通过二者的融合，使得教学更为丰富、丰

满，教师的教学手段更为科学，学生对于工科、商科以及学科交叉中出现的问题思考更为系统和深入。

并且，由于新商科的内容具备较强的丰富性、延展性、实用性。于是，新工科 + 新商科理念的诞生，能

进一步促进学生的知识和能力的升华。 

2.2. 以新工科 + 新商科为理念，以竞赛为方法来提升能力 

目前，新工科 + 新商科的理念结合起来，对学生综合素质和能力的培养起到较好的促进作用。学生

在这一理念下，不仅课堂学习有目的可循，而且在实验室阶段、实践阶段等多个过程、多个阶段都能有

的放矢，从而能集中火力去推进自身的学业发展。不仅如此，学生在学科竞赛上也能更好的展露自身的

才华。目前的工商类学校主打的就是一个多学科交融、跨学科发展，这尤其对研究生的发展有利。其次，

由于多学科交融的学习，相关专业的学生不仅在思想上取得的进步，更能将不同阶段进步后的思想运用

于自主创办学科竞赛、以及挑战杯、互联网+ 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等诸多比赛中，从而使得学生的综合

素质有所提高。以往，很多大学生以往总是在乎基础知识的学习，或者简简单单的生活实践，工厂实践，

现在很多大学生在竞赛实践中体会到学习更多的魅力。此外，不仅如此，由于新工科 + 新商科理念对于

教师的思维也有帮助。在工商类学校，教师通过思维上革新，不同学科团队的合作探讨、逻辑推演和实

际应用后的总结反思，从而将教学推升到新的高度。在 2023 年湖南省普通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中：湖

南工商大学 3 个教师团队获得一等奖，分别是微电子与物理学院李晓波教师团队、会计学院祝勇军教师

团队和外国语学院莫娇娇教师团队。 

2.3. 明确项目导向，构建培养体系 

多个国际媒体都提出：综合性高校要有引领作用，地方高校要对区域经济发展起到支撑作用。湖南

工商大学的工科类专业近年来发展迅速，尤其在参与湘江实验室建设的前后。在 2023 年，湘江实验室与

华为公司、京东集团、中科曙光、浪潮股份等 15 家单位签署合作协议，这都对“新工科” + “新商科”

理念的落地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在数字化驱动产学研合作的浪潮下，高校与当地企业进行产学研合作，

不仅能推动当地工业经济的快速发展，能给予学生提供更多、更全面的教育机会，还能给学生提供更多

的实践机会、追赶数智新时代的机会。并给予了高校师生面对面接触本时代最前沿、最先进的一系列科

技，如 AlphoGo、AIGC、元宇宙、数字孪生、ChaptGPT 等等。此法，不仅有利于为教师提供大量的科

研素材，为教师的科研项目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同时将学生心心念念的创新创业项目、实践项目、毕业

论文等成果沾染了较强的国际化、数字化色彩，同时，也增加了学生去企业实习实践的机会。由于很多

院级、校级或者国家级的科研训练往往倾向于学科的纵向研究和挖掘，而很多大学生更希望在大学期间

能将自身所学与现代最前沿的科技企业相结合，从而在进行横向项目的研发中去深入去训练、锻炼其个

性心理品质、创新创业的能力，进而有助于师生逐步从知识共享、知识运用上升到知识创造、知识体系

搭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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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具体实施方式 

有以下的具体实施方式值得考虑： 
首先，可进一步组建或者完善创新创业的教育教学课程体系，尤其是最好能围绕“新工科 + 新商科”

的特点、围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主题来对原有的创新创业教学进行通盘考虑、甚至重新整合，以搭

建适合新时代特色、能源源不断培养国际顶级学生或者创新创业人才提供智慧支持的课程平台体系，主

要包括科技信息类、科技中介服务类、科技投融资类、成果转化类的平台。 
其次，可尝试往建立以产出为导向课程体系。针对工科而言，拥有正确的工程教育制定或者认证规

范、多角度设计、实施教学，反复打磨教学内容和方法、从而使得“新瓶”装上“新酒”，使教育焕发

新生和活力，让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有真正意义上的提升。 
再次，现代化的企业采用了多种经营模式、商业模式完成其全方位的进化和迭代，其用到的部分方

法也对创新创业体系搭建和完善有良好的借鉴作用，比如采用市场调查的方式来对学校周边、本工程技

术行业以及社会、地方的需求进行全方位深入的调查。通过常规的数学物理、化学知识的学习、能源材

料等课程的教学，结合各企业、行业实际应用的情况，并添加一些具有家国情怀的科学家、工程师的经

历，可助力学生各全方位的认识工程创新创业对于国家、社会的现实意义，从而帮助学生将各学科交叉

后的发现进一步明确，从而促进学科融合，为跨学科高水平人才培养提供依托。 
通过“引进来” + “走出去”来实现顶级学者的学术引领作用：面向高等学校，通过引荐、推荐和

邀请诸如专家、院士、科学家、国家高级工程师等过来讲课、举办论坛；带领学生参与各种行业、企业

的学会、协会举办的会议、讲座和比赛，通过专家发言、领导讲话和行业大师答疑解惑，从而让学生更

深刻的理解“新工科 + 新商科”与理科融合发展的思路，努力形成一流的理念、一流的目标、一流的标

准、一流的质量、一流的机制，从而为打造建设读书求知的好园地，提升学校的教育、学术水平，改善

校园的学习环境、生活环境，增加学校的科研学术氛围。 
创建、制定各类的学习计划、“新工科 + 新商科”融合下的各类项目孵化，并充分借用高校、联合

合作企业的科技产业平台，来为已经落地或者具有很强商业价值、商业潜力的项目提供物质上的支持、

精神上的鼓励和政策上的引导。通常，工程类的，尤其是能源化工、环境工程类的专业在能源化工设备、

产品、材料、环保应用等方面是存在优势的，通过政策上的这些引导，能有希望将学生的这些优势充分

发挥出来，从而为学生提供更好的崭露头角的机会，使之为了自身的计划、目标，为了团队的尊严、荣

誉而努力，这份目标感和集体荣誉感会对他们未来的成为世界级的创新、创业人才提供良好的支持。 

4. 应用分析 

由于创新的实质是人才驱动，而创新创业教学也是我校综合教学环节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因此，

我校于 2018 年成立了创新创业学院，下设创业中心、孵化中心、创业教育与实践教学教研室等，并通过

联合各个二级学院和校内外的研究院、企业单位，以资源整合的方式来为学生开设富有特色和极具魅力

的《创业基础》《创业思维》等 20 门必修及选修课程，同时负责学校国家级“创新创业创意园”管理和

孵化。比如，2023 年，创新创业学院与理工程类学院合作，共同打造具备“新工科 + 新商科”类课程，

着力于培养数字时代下的创新型、复合型人才。由于以往的课堂教育过于侧重知识性灌输和教学，很难

适应于当代大学生的需求。故而，通过“新工科 + 新商科”的塑造，将“竞赛 + 项目 + 企业实践”作

为一种全新的创新创业教育模型。在传统教学基础上，首先通过案列深化课堂知识。随后，通过参与各

种国家级、国际级的大型企业的前沿项目，将所学的知识进行落地化的市场应用，通过学校的老师和企

业化导师合作教学，能避免了学生天天关在房间里过着闭门造车的学习，或者学生由于不会社交，只会

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而导致日复一日的过着教室–图书馆–宿舍三点一线的循环往复的生活；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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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于激活学生固有的思维，点亮学生的灵感，帮助学生拨云见日、走出迷雾，从而真正意义上获得实际

的训练或者锻炼。 
在实践中，作者所在单位，湖南工商大学的牵头建设省委省政府重大科技部署的湘江实验室，参与

共建中部地区首个国家基础科学中心等平台。在企业合作方面，本单位通过与湖南永清环保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天壕环境股份有限公司、湖南航天凯天环保科技、山东金孚瑞热能科技公司等单位进行联合研

发，并在人工智能 + 环境、大数据 + 环境等领域有所成果，在能源代谢与城市生态系统管理、生态环

境大数据分析及应用、资源与环境智能优化决策、能源与气候政策综合集成分析等方向有完善前沿的布

局。另外，为顺应国家“双碳”政策与智慧能源建设、服务国计民生的重要战略支撑，面向我省实现碳

达峰碳中和的重大战略需求，本单位还成立了碳中和与智慧能源湖南省重点实验室。本实验室兼具虚拟

仿真系统和烟气多污染物协同脱除系统，分别见图 1 和图 2。正是依赖于湘江实验室、中部地区首个国

家基础科学中心等良好的平台支撑作为基础，湖南工商大学学生在近一年以来在各种学科竞赛中有所表

现，比往年进步飞快。比如，在第十五届“挑战杯”湖南省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中，湖南工商

大学学生共斩获一等奖 3 项、二等奖 4 项、三等奖 5 项，6 件获奖作品入围挑战杯国赛。同时，湖南工商

大学获评省级“优胜杯”。第十七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组委会公布获奖名单，

湖南工商大学获全国特等奖 1 项、二等奖 1 项、三等奖 2 项，是湖南省唯一一所获得全国特等奖的高校；

近期的“中国光谷•华为杯”第十九届中国研究生数学建模竞赛中，湖南工商大学荣获一等奖 1 项、二等

奖 21 项、三等奖 21 项，获奖数量较上一年增加一倍，取得历史最好成绩，学校被授予“优秀组织奖”。 
 

 
Figure 1. Demonstration of the virtual simulation system 
图 1. 虚拟仿真系统演示 

 

 
Figure 2. Optimization of flue gas pollution reduction 
and carbon reduction system based on artificial intel-
ligence 
图 2. 基于人工智能的烟气减污降碳系统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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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在“三高四新”的指引下，基于“新工科 + 新商科”的组合理念，形成“多级平台、多个研发中心”

联合一体化的绿色低碳校企联合育人集成平台。聚焦高新技术，打造数字驱动的资源环境工业化研发中

心，以创新创业学院的创业中心、孵化中心、创业教育与实践教学教研室以及国家级众创空间“创新创

业创意园”项目为依托，从而为全面搭建创新育人，培养交叉融合创新创业新生态，培养应对时代需要

的创新型、创业型、应用型、复合型人才，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化强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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