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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民办应用型高校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创新创业教育是双创人才培养，服务湾区创新经济建

设的重要抓手。本文从创新驱动视角，揭示了技术、政策、教育、文化等科技创新要素对粤港澳大湾区

创新经济发展的影响，着重从产业技术、政府政策、双创教育、社会文化等角度梳理了民办应用型高校

创新创业教育与大湾区创新经济发展的关系和相互作用机理，并提出只有在双创教育、产业、科技、文

化乃至政府政策间建立联动发展的机制，构建双创教育创新模式，才能有效发挥双创教育对大湾区创新

经济发展的驱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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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ivate applied universities are an important part of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and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starting point to train innovative and entrepre-
neurial talents and serve the construction of innovative economy in the Bay Area. From the pers-
pective of innovation driving, this paper reveals the impact of technology, policy, education, cul-
ture and other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factors on the development of innovative 
economy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Focuses on the perspectives of 
industrial technology, government policy,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nd social 
culture, this paper combs the relationship and interaction mechanism between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n private applied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innovation economy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It is proposed that only by establishing a mechanism 
for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between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education, industry, 
technology, culture, and even government policies, and constructing an innovative model of en-
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education, can the driving role of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
tion educa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reater Bay Area's innovative economy be effectively 
play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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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创新驱动战略符合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现状，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时强调，要深入实施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人才高地建设，形成高端科创人才聚集效应。创新经济的本质是“人本经

济”，是一种以知识和人才为依托，以创新为主要驱动力，以创新产业为标志的经济(洪银兴[1])。在我

国实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目标下，我国经济增长模式已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陶长琪等[2])。
创新创业(下文统称“双创”)人才是创新的主体，更是推动创新经济发展的第一资源。教育部高度重视大

学生的创新创业教育，强调高等学校开展创新创业教育是培养双创人才，服务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重大战

略举措。民办应用型高校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办学形式，在办学定位、管理制度、领导体制、经费

来源等方面具有制度灵活的优势，并在双创人才培养、科技创新和转化、创业生态构建和人才供需结构

调整等方面发挥了显著的作用(刘慧[3]；王红霞等[4])。粤港澳大湾区(下文统称为“大湾区”)作为我国创

新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其创新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民办应用型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支持和推动，然而创

新创业教育是一个由高校、企业、政府、社会等多主体组成的生态系统(法宁[5]；夏群等[6])，同时这一

系统处在大湾区创新经济建设大局及产业发展对双创人才需求的大背景之下。因此，分析创新经济的驱

动要素，厘清民办应用型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与大湾区创新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及相互作用机制，对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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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办应用型高校双创教育的办学优势，抓住双创教育的关键问题，有效利用大湾区两岸三地双创资源，

促进双创教育的改革和创新，推动双创人才的培养与大湾区创新经济发展的有效融合具有重要意义。 

2. 创新驱动的理论基础 

创新驱动最早由著名的管理学家迈克尔·波特提出，他以钻石理论为研究工具，从竞争现象中分析

出国家经济发展需要经历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创新驱动和财富驱动四个阶段(迈克尔·波特[7])。创新

驱动的根本是人才驱动，核心是科技创新，而科技创新的源头，一是来自大学和科学院的原创性创新成

果，二是引进先进技术并消化吸收进行创新(洪银兴[8])。由于资本积累式和人口红利式经济增长难以为

继(张敏等[9])，资本、劳动力和技术三大要素分布不均(张志明等[10])，产业结构趋同现象明显(东童童

[11])，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弱等不利因素影响(肖奎喜等[12])，学者们认为，只有发挥大湾区科技创新

资源的比较优势，持续推动科技创新才能实现湾区经济高质量发展(蒋兴华等[13]；陈章喜等[14])。人才

是创新经济发展的第一资源，只有把教育、科技、人才统筹谋划和一体部署，才能抢占科技革命的制高

点，赢得创新驱动战略主动(张治栋等[15]；杜丕谦[16])。更有大量学者分析了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对社会

发展的重要性，他们认为科教结合的双创教育引进了实验室、研究所等社会优质资源，促进了高校与科

研院所的教学与科研的深度融合，培养了大批具有较强创新能力、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高素质人才

(Qiu, Y 等[17]；Hai-Bo Zhu 等[18])。此外，政府政策在资本、人才、技术、基础设施、产业结构调整及

生产力布局等方面进行宏观规划和制度创新，对提高区域科技创新水平具有重要的政策指导和资源保障

作用(孙学玉等[19]；汪栋等[20])。更有学者认为岭南人文精神是湾区创新的动力，塑造优秀的区域经济

文化，营造良好的区域创新环境，有利于微观民众个体意识和创新创业精神的塑造，从而提高湾区创新

经济的“软实力”(田丰[21]；杨世峰[22])。已有研究表明，科技、政策、双创教育、文化对创新经济发

展产生重要影响。因此，本文选取产业技术、政府政策、双创教育及社会文化四个方面，结合民办应用

型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具体实践展开分析。 

3. 粤港澳大湾区创新经济发展的驱动要素分析 

(一) 产业集群和科技集群带动效应和外溢效应明显，科技创新实力不断提高 
粤港澳大湾区拥有发达的制造业、金融业、信息技术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制造业基础成熟，产业

结构完整、产业体系完备，已形成了以电子信息产业为支柱的高端产业集群，并形成了以西岸为主的

技术密集型产业带，以东岸为主的知识密集型产业带和以港澳地区为主的高端服务密集型产业带(李文

秀等[23])。这些产业集群集聚了大量引领我国科技创新的要素资源，并在发展过程中产生了显著鲶鱼

效应。如今，广深港、广珠澳科技创新走廊已经成形，在《全球创新指数报告(GII) 2022》中，“深圳

–香港–广州”科技集群再次蝉联“全球百强科技(S&T)集群榜”第二。作为国内唯一的跨行政区、跨

边境的创新集群，科技创新外溢效应明显，资本、技术、人才、信息等关键要素加速流转，前海深港

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西丽湖国际科教城、广州

中新知识城等重大科创合作平台不断涌现，推动大湾区加速从“科技产业中心”向“科学发现中心”

升级。 
(二) 政策赋能助双创教育体系形成，多主体产教协同促科技创新成果转化 
制度支持是大湾区创新经济有序发展的重要保障。据不完全统计，自 2018 年国务院发布《粤港澳大

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以来，国家、粤港澳三地以及省市层面连续出台了促进大湾区双创教育的政策已超

过 10 项(陆春萍等[24])。比如 2019 年广东出台的《关于加强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地建设的实施方案》就

明确了到 2025 年基本建成以粤港澳大湾区(广东)创新创业孵化基地为龙头的“1 + 12 + N”孵化平台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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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局。目前，粤港共建 18 家青年创新创业基地，粤澳共建 5 家青年创新创业基地，累计孵化港澳项目近

4000 个。被港澳青年称为“圆梦之地”的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场截至 2022 年 5 月已累计孵化创业团队 591
家，累计融资超 29 亿元人民币。完备的政策链条加快了高校双创教育资源的集聚，促进了两岸三地知名

高校之间合作办学，架起了科研机构、高校、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合作桥梁。合作机构以科创中心、创业

学院、青创联盟、产学研机构等形式开展了广泛的科研活动和双创人才交流，加快了双创教育体系的形

成，有效促进了科创成果转化。据统计，当前大湾区孵化器、众创空间数量全国最多，发明专利的有效

量、PCT 国际专利有效申请量居全国首位。在政策和制度引导下，大湾区已探索形成了“港澳高校–港

澳科研成果–珠三角转化”的科技产业协同发展模式，推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 
(三) 高校双创教育与科技创新实践互融互促，双创人才支撑创新经济发展 
创新经济的核心是科技创新，创新创业人才是科技创新的主体，也是实现“湾区创新经济体”，打

造粤港澳大湾区国际教育示范区的重要支撑。研究表明，双创人才所带来的创新知识流动在校内外的融

通效率越高，湾区的创新力量就越密集，科创发展的后劲就越强。粤港澳大湾区拥有高等学校 180 余所，

且拥有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香港科技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中山大学等众多一流高等教育资源。这

些高校通过校政协同、校企协同、校校协同等创新教育模式促进了湾区双创教育集群的形成(王亚煦等

[25])，建立了“高校–政府–企业”之间的双创教育互动机制和网络化的互生关系，并且建立了资源共

享平台，以科创产业需求为驱动，共商双创项目，共建双创课程，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和企业导师等方

式进行项目攻关，联合培养顶尖科创人才，使科技创新与双创教育实践互融互促。例如粤港澳超算联盟、

粤港澳空间科学与技术联盟、粤港澳海洋科技创新联盟等就是两岸三地几十所高校共同成立的科技创新

组织，这些组织在我国超级计算机的应用研发、空间物理、微重力科学、海洋科学和技术，以及海洋战

略和海洋产业等专业细分领域推动科研项目的有效对接。 
(四) 双创文化氛围浓厚、活动丰富，大力激发湾区双创活力 
追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之路，更诠释了

中国式经济发展的丰富内涵。创新创业文化是大湾区创新经济发展的根与魂，创新创业文化氛围浓厚

与否，创新创业活动兴盛与否，湾区青年双创热情高涨与否均成为大湾区科创活力的重要表征。粤港

澳大湾区不仅是经济高度发达的湾区，更是一个具有浓郁双创文化特色的人文湾区。例如核心城市广

州，作为“千年商都”就发挥了数字产业的优势，以算法、算力、数据为核心的人工智能产业打造了

“元宇宙世界探索广州非遗”、“洪拳动作数字化”和“VR、AR 醒狮”等项目，形成了“数字 + 广
府文化”为特色的数字文化。素有“创客之都”美誉的深圳，“双创活动周”、“深圳国际创客文化

节”、“全国科技文化活动周”、“科创动漫 + 年华”等文化活动丰富多彩。港澳的双创文化在湾区

核心城市的双创氛围带动下也发展迅速，例如由香港投资推广署策划的年度初创盛事“StartmeupHK
创业节(2022)”就通过实体和虚拟混合模式，宣传讨论了元宇宙、非同质化代币、健康科技、房地产科

技、可持续发展等热门话题，邀请了 806 位演讲嘉宾，吸引多达 39,000 位来自 103 个国家和地区的人

士参与，更促成 470 多场商贸配对。除了以上地区性的双创文化活动以外，各类双创竞赛活动更持续

掀起了大湾区的“双创”热潮。例如由人社厅牵头举办的广东“众创杯”创业创新大赛，截至 2022 年

共累计吸引了超 12 万个项目、75 万人次报名，辐射了 20 多个国家，覆盖 34 个省级行政区，500 余所

高校、技工院校和职业院校参与，项目资助金额高达 8892 万元，获得风险投资和银行授信等超过 100
亿元，并涌现出态创生物、探迹科技、晶泰科技等多家独角兽企业。以上这些文化活动不仅营造了争

先创优的湾区文化氛围，促进了两岸三地的双创文化的交流和合作，构建了三地民众认同的人文价值，

同时也促进创业项目与创投资本、创业政策、创业服务、创新链条的有效对接，大力激发了湾区青年

的创新创造活力，孵化了各类创新创业团队，有效地驱动双创项目在粤港澳大湾区落地生根，并源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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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为大湾区培育双创生力军。 

4. 民办应用型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与湾区创新经济发展的关系与作用机理 

(一) 校企联合科技开发与转化，直接参与经济建设 
民办应用型高校以服务区域经济和产业发展为目标，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办学定位。从本质上讲，

民办应用型高校不仅具有教育第一性，作为以盈利为目的的高等教育机构和经济实体，它也是地方产业

链的重要一环，这一特性决定了民办应用型高校无法脱离属地产业结构和经济特点。当前，大湾区的创

新经济发展对双创人才、科创技术和成果转化的需求量巨大，在国家加快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创中

心的规划下，大量利好政策为民办应用型高校的双创教育迎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而大力开展双创教育

亦是民办应用型高校产出双创人才，提高科技发明和知识产权转化，提高自身社会认可度，服务湾区产

业发展和转型升级的必然之路。 
当前，民办应用型高校主要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参与创新经济建设。第一，科研课题研究。即通过联

合企业或科研机构申报、亦或独立申报的方式参与省市甚至国家各类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以知识

流动和转移、知识创新和实践的方式参与创新经济发展。第二，校企联合技术开发。目前大多数民办应

用型高校均有校企合作机制，或建立现代产业学院、校企合作中心，或以产学研合作项目等方式联合校、

政、企、行在重要产业和关键领域共同进行技术开发和技术攻关。例如广东培正学院就与中国联通广州

市分公司共建“5G + 智慧校园创新实验室”，广州工商学院与广东省物流行业协会和广东拜尔冷链物流

公司成立“粤港澳大湾区智慧冷链产业学院”等。这些项目不仅与湾区产业发展需求结合，同时也通过

孵化器、咨询与培训、知识产权开发、参与制定行业标准等多形式为自身双创教育提供了“产学研用”

有效转化的平台。第三，设备和资源共享。各类实验实训设备和实验室仪器既是开展双创教育的基础，

也是高校与产业实际应用场景结合，促进科研转化的重要保障。近年来，民办应用型高校为了提高自身

的科创实力和办学竞争力，不仅购置了充足的科技资源供校内师生日常教学使用，同时也通过有偿或无

偿的方式将这些资源向社会开放共享。这种做法不仅提高了资源的利用率减少了浪费，更发挥了民办高

校硬件资源的科研价值，促进了师生与产业和社会的良好互动，推动了科研项目的合作，提高了科研产

出，服务了地方经济发展。 
(二) 政府议事参与及规划建设提议，推动政策出台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落地，湾区产业结构和生产方式已从低端贸易向高端科技产

业转移，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等更多高科技产业将成为湾区未来的重点产业，由此而来对

人才的需求将趋于多样化和高端化，尤其是对一线工作的应用型双创人才需求越来越大。加快高校双创

教育的建设将成为促进大湾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激活双创动能，强化人才补给的重要措施。广东省是

全国民办教育最大的省份，2022 年全省民办高校共 50 所，其中大部分为应用型高校，民办高校占全省

高校比例高达 32%，每年输出人才约 800 万，人才培养体量巨大，对建设大湾区国际高端科创人才汇聚

高地和高端青年科创人才培育高地具有重要意义。但是民办应用型高校普遍存在资源短缺、经费不足、

师资不稳、经验不够、办学历程短等问题，图利的本质也使这类高校难以在投入高、产出慢的科创领域

发力，这不仅制约了双创教育的质量，也难以与湾区先进产业协同发展。 
大湾区民办应用型高校绝大部分是省(市)教育主管部门直管单位，要使这类高校摆脱图利的本质，引

导其更深入融入湾区创新经济建设，教育主管部门就必须发挥好“掌托人”的角色，以制度先行和政策

赋能等方法优化双创教育环境、完善教育培养机制、构建科学治理体系、健全双创教育激励措施和保障

体系才能充分激发民办应用型高校双创教育智慧阵地的作用和经济服务的功能。从这一角度来看，民办

应用型高校在一定程度上反向推动了教育主管部门的政策完善和措施制定。例如“民办高等教育专项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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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项目，教育部和广东省政府发布的《支持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合作发展规划》，以及《国务院办

公厅关于进一步支持大学生创新创业的指导意见》等政策，就要求高校聚焦双创教育的关键环节和领域，

推进创新创业教育的深化改革，引导社会资本支持双创教育发展，极大地推动了民办应用型高校开展双

创教育的积极性和办学质量的提高。此外，地方政府甚至积极创造机会，让更多民办高校能够以政府议

事参与、规划建设提议、甚至政策决策咨询等方式推动优质双创教育资源自由流动、共同破解教育难题，

让双创教育更高效地服务湾区创新经济发展。 
(三) 整合双创教育资源，协调创新经济发展 
创新创业教育是一个由高校、政府、企业等多元主体组成的生态系统，而创新创业资源则是使这一

生态系统得以正常运作的重要保障，各类资源的配置和使用方式直接影响了创新创业教育的效果和湾区

创新经济的发展。政府是双创教育的宏观调控者和间接受益者，它为双创教育提供政策支持、搭建资源

共享平台、塑造社会双创文化甚至保障性资金，并通过双创教育提升了经济实力，获得了经济发展。民

办应用型高校是双创教育的实施者和双创人才的培养者，它通过组织各种形式的双创教育活力和优质的

教科研项目培养师生的双创意识和实践应用能力，为湾区创新经济建设提供人才供给，同时也通过双创

教育提升了自身的办学质量和社会声望。企业则是双创教育的参与者和受益者，一方面，它拥有实践双

创教育的场地、设备，还有大量具有敏锐市场取向和丰富一线工作经验的企业导师，在双创教育中能够

提供行业信息、场地、设备、人员、实践岗位甚至资金等资源。另一方面，它也能够享受由双创教育成

果所带来的降本增效和市场竞争力。 
随着湾区创新经济体的不断扩大，资源主体随之增长迅速，由于主体间信息流通不畅、交流受阻、

资源组成日益复杂等问题导致的资源闲置和浪费，资源整合难度增加等现象将会越来越明显。民办应用

型高校既是双创教育教育活动的实施者和经济活动的参与者，同时也是资源的需求者，三重身份决定了

它能够在这一生态系统中扮演中间人和协调者的角色，推动双创资源的优化配置，发挥资源整合的重要

作用。第一，整合政府资源。首先，民办应用型高校是双创政策的宣传者，在实施双创教育的过程中向

师生普及了政府的各项优惠政策，增强了师生的双创意识，带动了双创的积极性。其次，民办应用型高

校是双创政策的执行者，它借助了政府制搭建的资源平台，向广大师生提供了政策咨询、工商注册、创

业融资、申请创业贷款等服务，落实了政府的各项优惠政策，甚至通过和政府合作兴建创业园区、孵化

基地、双创基地等方式促进双创教育资源要素的横向和纵向流动，使资金、人力、政策等资源大量汇聚，

有效扶持了师生的创新创业项目。第二，整合企业资源。民办应用型高校通过灵活的校企合作方式引进

企业的资源，完善了自身的双创教育体系，弥补了硬件和软件的不足，强化了双创教育与行业和产业的

联系。例如产学研基地、现代产业学院等办学形式就深化了校企之间的交流和合作，双方共同开展科研

和技术攻坚，同时也为学生和双创团队提供了展示的平台和融资的渠道，与企业共同孵化创新创业项目。

第三，整合社会资源。一方面，纵向整合高校资源，通过跨学校、跨院系、跨学科间的教科研合作，整

合了不同领域的知识，促进了学科间的交叉融合，开阔了师生的科创视野，促进双创教育提质增效。另

一方面，横向整合社会各界资源，例如科研机构、实验室、科创中心等，双方开展广泛的交流合作，共

同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为经济效益，同时吸纳更多来自社会的双创基金，以奖学金、专项竞赛、捐赠等方

式为更多基础好、可行性高的双创项目提供支持。 
(四) 承担素质教育使命，培育双创人文精神 
人文精神具有塑造思想，促进文化繁荣，推动人类历史创造性继承和创新性发展的重要作用，早在

2018 年《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纲要》就提出了“共建人文湾区”的目标和任务。粤港澳大湾区不仅是一个

地域的概念，同时也是一个主体的概念；不仅是一个经济共同体，更是一个文化共同体。虽然“一国两

制”和“两岸三地”使粤港澳大湾区在政治制度、社会文化、经济发展和公共服务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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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差异，但是具有千年历史的岭南文化使大湾区在历史、人脉、语言和习俗上具有同一性，并推动着湾

区人文精神的多元互补和经济的开放融合。创新创业精神是大湾区创新经济发展的动力，集中体现了创

新经济参与主体的积极性、创造性，乃至改造客观世界的理性自觉。打造浓厚的创新创业人文精神，建

立广泛的文化认同和价值认同，营造良好的双创文化环境能够有效凝聚湾区双创智慧，效释放湾区双创

潜能，提升湾区创新经济竞争力。 
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要求下，大湾区创新经济的建设目标应与地方性社会服务及公共服务管理

机构的城市人文精神培养趋于一致。民办应用型高校作为教育机构，不仅承担着培育公民素质，塑造公

民社会人格的基本使命，作为湾区创新经济活动的参与者同时也肩负着建设社会文化，推动文化繁荣发

展的重要任务。民办应用型高校从办学定位、地方经济建设目标、人才培养规格和社会服务等方面均与

湾区创新经济建设高度契合，因此，创造性地结合本土文化开展创新创业教育，塑造具有鲜明岭南文化

特色的双创文化，弘扬历史悠久的粤商精神，在双创人才培养上形成“湾区意识”，是发挥高校自身在

素质培养和人格塑造方面的优势，辅助湾区创新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对内，民办应用型高校广泛开展

了基于双创实践的校园文化活动，扎实地培养了学生双创精神。第一，将双创文化活动纳入第二课堂。

定期为学生开设讲座、培训、课题研究、企业素质拓展、经验分享会、事迹报告会等多种形式的双创校

园文化交流活动，双创导师也在活动过程中和日常的教学中加强指导，有意识地引导、宣传和鼓励学生

积极参与，并将活动计入第二课堂学分，从制度、管理和实施层面，三管齐下，激发学生双创活动热情。

第二，营造良好的双创文化氛围。例如整合文化墙、橱窗、网站、广播站、校园报刊等宣传平台，加强

国家和地方双创政策的宣传，讲述双创人物和创业故事，树立创新创业典型，弘扬双创精神，增强创业

信念。第三，建立双创激励机制。例如设立创新创业奖励项目，以现金奖励、学费减免、学分兑换、实

习机会或创业支持等形式支持在双创领域表现出色的学生和团队，提升了学生的双创积极性。对外，民

办应用型高校广泛整合社会资源，打造创新创业环境和生态系统，推进社会双创文化发展。第一，引入

企业资源，组织各类创新创业竞赛，鼓励学生提出创新创业项目。例如“挑战杯”、“互联网 + 创新创

业竞赛”、大学生创业大赛、中美青年创客大赛等历年来受学校高度重视，不仅邀请行业专家和企业导

师开展项目培训，还给予高额的奖金奖励和资金支持。第二，组织创新创业论坛和展览活动，邀请学生、

教师、企业家和投资者等参与交流，展示创新创业项目。这样的活动不仅可以促进校内外的合作与交流，

提高学生的创新创业意识和能力，而且推动了社会创新创业文化的发展，逐步完善了湾区创新创业人文

体系，形成了独特的“湾区双创意识”和人文精神。 

5. 结语 

民办应用型高校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创新创业教育是双创人才培养，服务湾区创新经

济建设的重要抓手。当下，民办应用型高校积极响应“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

深入开展创新创业教育为形式参与了湾区创新经济建设，并通过科技创新、成果转化、政策推动、资源

整合、人才培养、文化打造等方面与校、政、企、民、社等多元主体协同，交融共促湾区创新经济发展。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科技产业中心”、“高水平人才高地”、“高质量发展示范地”等建设目标的推进，

民办应用型高校的创新创业教育与湾区经济的联系日益紧密，其双创教育办学也更趋系统化、规范化和

精细化，对于湾区双创人才培养及区域产能转化的作用也日益显著，但与此同时，在享受政策红利，大

刀阔斧地开展双创教育，实施教育改革的进程中也暴露了不少问题。例如在人才引领、科技发展、社会

贡献覆盖面和影响力等方面就明显较大湾区的顶尖公办高校差。无可否认，绝大多数民办应用型高校均

开设了双创课程，有些甚至设立了独立的双创教育机构或部门实施系统化的双创教育，但是绝大多数高

校仍然以传统的学科专业教育为主，且由于办学经费有限、优秀师资缺乏、生源不稳定、社会优质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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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匮乏等局限，致使此类高校在高新技术开发、科创产业研究、社会服务效能等方面均难以有所突破，

从而导致其双创教育难以有“质”的提升。因此，只有在大湾区创新经济生态系统中找准定位，充分利

用自身优势，在双创教育、产业、科技、文化乃至政府政策间建立联动发展的机制，构建双创教育创新

模式，才能开拓出一条属于民办应用型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科学发展道路，使双创教育真正发挥驱动创

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作用。 

基金项目 

广东省教育科学规划(高等教育专项)“粤港澳大湾区民办应用型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三融合、三联

合、三对接’发展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021GXJK329)；中国民办教育协会 2022 年度规划课题(学校发

展类)“广州民办应用型高校融入粤港澳大湾区教育改革与发展示范城市建设的路径研究”(项目编号：

CANFZG22183)；广东省普通高校青年创新人才类项目“粤港澳大湾区战略背景下民办高校大学生‘高

质量就业’服务体系构建研究”(编号：2021WQNCX098)；广州工商学院校级质量工程《网络营销课程

教研室》(项目编号：ZL2021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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