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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双创”教育是培养高素质“双创”人才的重要抓手，如何在研究生相关专业课程中融入“双创”元素

已成为当前学界亟待研究解决的现实课题。《工程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生阶段与“双创”教育密切相

关的复合型学科，其课程教改意义重大。本文通过厘清《工程经济学》课程教改促进研究生“双创”能

力提升的内在逻辑，并基于多元协同模型，从高校和企业两个维度系统研讨助力研究生“双创”能力培

养的课程教改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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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ouble-innovation”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grasp of cultivating high-quality “Double-innovation” 
talents, and how to integrate “Double-innovation” elements into the relevant professional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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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postgraduates is a realistic subject to be studied and solved urgently in the current academic 
circle. “Engineering economics” as a graduate stage and “Double-innovation” education closely re-
lated to the complex discipline, its curriculum teaching reform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By clarify-
ing the inherent logic of promoting graduate students’ “Double-innovation” ability through the 
teaching reform of engineering economics, and based on the multi-dimensional coordination 
model, from two dimensions of university and enterprise,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discusses the 
teaching reform strategy of “Double innovation” ability training for graduat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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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背景下，创新创业(简称“双创”)已成为新时期驱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动力，

相应地，社会对“双创”人才的需求量与日俱增。为充分激发研究生这一“双创”生力军的活力，国务

院《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指出“各高校应挖掘和充实各类专业课程的创新

创业教育资源，在传授专业知识的过程中加强创新创业教育”。事实上，创新创业是一个充满风险的活

动，而研究生因经验不足和缺乏专业指导，致使其“双创”路上危机四伏。因此，加强创新创业教育，

特别将“双创”教育与专业课程教学相结合，这对于有效提升研究生的“双创”能力就显得异常重要和

迫切。针对现有文献并未关注《工程经济学》教学和“双创”教育相结合的层面，更未重视在多元协同

模式下通过改善《工程经济学》的课程教学来提升研究生的创新创业能力，本文拟从上述三者交叉的视

角来切入分析，以期丰富和完善既有的相关研究。 

2. 《工程经济学》课程教改促进研究生“双创”能力提升的内在逻辑 

2.1. 《工程经济学》的课程属性与“双创”教育高度关联 

工程经济学是一门在工程技术学、经济学和管理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兴边缘学科，该课程的核

心内容是：对拟建设项目进行技术与经济分析。即通过规范的核算、比选和评价，探寻技术上可行、经

济上合理、市场上必要的最优建设方案，从而为建设项目的优化决策提供科学依据[1]。尽管其与财务管

理、项目投融资等课程的内容有些关联，但该门课更强调“项目”导向以及全寿命周期的绩效评价。尤

其是课程主要内容“经济评价、方案优选、风险与不确定性分析、可行性研究”等更是研究生在“双创”

实践中必须把控的关键环节。因此，通过《工程经济学》课程的有效学习，客观上将有助于研究生去研

判“双创”项目的可操作性，从而提高“双创”项目实施的社会经济效益。 

2.2. 《工程经济学》课程教改融入“双创”教育内容极具现实价值 

一方面，现有教学模式存在一些急需改进的问题。众所周知，《工程经济学》教学长期以来采用的

是传统的以教师为核心的理论教学模式，由于实践教学环节的缺位，容易导致理论与实际脱节[2]。同时

也使得该课程的教学过程活力不足，学生的主动参与性不强，学习过程中不能运用理论知识去深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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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解决现实问题，最终导致课程的教学效果大打折扣。另一方面，《工程经济学》教学与创新创业教育

融合顺应了时代发展的需求。面对“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时代背景，亟需加强“双创”教育，特别

是通过课程教改来优化研究生的教学内容和教学环节，从而使大学教育真正服务于社会经济发展[3]。总

体看来，《工程经济学》教学与“双创”教育相融合不仅有助于丰富该课程的前沿性教学内容，也有助

于完善“双创”教育理论体系及渠道，使研究生在获取专业知识的同时也提升其“双创”意识。此外，

由于这种相融合的教育模式强调以学生为中心，能够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从而有利于学生在“双创”

实践中提高综合素质。 

2.3. 研究生的“双创”诉求通过一定的作用机制影响着《工程经济学》的课程教改 

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背景下，国家急需更多的高层次“双创”人才。相应的，研究生对于“双

创”能力有了进一步的需求，而研究生提升“双创”能力的诉求不仅将直接影响《工程经济学》课程教

改的方向和目标，还将间接影响到教师以及校外合作企业的行为，并通过教师和校外合作单位的诉求调

整进一步左右着课程改革的具体推进(如图 1 所示)。可见，在《工程经济学》教学中融入“双创”元素后，

多方主体的诉求将依照一定的内在协同机制来影响该课程教改的有效实施[4]。 
 

 
Figure 1.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relevant subject demands on the teaching reform of 
Engineering Economics 
图 1. 相关主体诉求对《工程经济学》课程教改的影响机制 

 

 
Figure 2. Multivariate collaborative model of Engineering Economics Teaching Reform 
图 2. 《工程经济学》课程教改的多元协同模型 

3. 《工程经济学》课程教改的多元协同模型的建立 

《工程经济学》课程教改驱动研究生“双创”能力提升的关键是在该课程教学中有效融入“双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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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由于“双创”教育主要聚焦“项目的具体实施”，这就要求相关课程的实践教学必须扎实有效。

为此，《工程经济学》的课程教改应充分考虑相关主体的诉求，从协同育人观出发，各主体主动施策，

共同发力，以期通过《工程经济学》课程教改这一极佳途径来有效培养研究生的“双创”能力。 
事实上，“双创”教育具有系统性和复杂性，仅仅依靠高校自身的资源远远不够，这就需要多元主

体与多方资源的协同参与和支持。鉴于《工程经济学》的课程内容有很大一部分悠关企业拟建项目的实

施，从而企业自然成为了培养“双创”人才的重要平台。故此，《工程经济学》的课程教改应着力于从

学校和企业两方面协同展开，如图 2 的多元协同模型所示[5] [6]。 

4. 基于多元协同模型的《工程经济学》课程教改驱动研究生“双创”能力提升的策略 

4.1. 高校层面 

在上述多元协同模型中，高校处于课程教改的主导地位，也是培养“双创”人才、开展“双创”教

育的主导机构。高校在课程教改中发挥着组织、规划和实施的作用，通过课程教改的开展，可促进学校、

企业及研究生之间的协同联动[7]。在《工程经济学》课程教改的具体实施上，学校应重视以下三点： 
1) 打破传统的“封闭式”教育观的束缚，树立多元协同育人理念。“双创”教育的开展是研究生、

教师、企业等多方主体的共同使命，而高校较单一的资源无法满足这一要求。因此，就必须以提升研究

生的“双创”能力为中心，由多主体共同确立目标方案，并充分利用校内外各方资源来合力打造新型育

人模式。其中，高校主要为研究生提供理论研判知识，而企业主要提供实践平台。通过校内校外、理论

与实践的深度融合，充分发挥其协同效应，合力培育学生的“双创”素质。 
2) 构建新型教学模式。一方面，要丰富课堂教学形式，注重项目引领和问题导向。例如，任课老师

可根据《工程经济学》的主要内容为学生设计相应的案例或引导学生参加创新创业大赛；也可通过建立

研究生培养的“双导师”制，在校内导师进行理论教学的同时，校外导师吸收研究生参与真实项目的运

营实践。另一方面，要优化考核方式。《工程经济学》课程的传统考核方式多为论文或试卷形式，此方

式忽略了学生实践能力的考察，因此极有必要构建多元化的考核方式。比如将考核分为理论和实践两部

分，理论部分仍采用考试形式，实践部分则交由校外导师根据学生在项目中的具体表现来评判，通过理

论与实践两个维度的考核，可促使研究生在加强《工程经济学》理论知识学习的同时，切实提高自身的

“双创”能力。 
3) 组建高水平“双创”教育教师队伍。在《工程经济学》课程中融入“双创”教育，这对教师的跨

学科知识储备和实践经验提出了更高要求。为此，高校应加强教师的业务能力培训，通过联合校外合作

企业，组建一支由不同学科背景的专任教师以及具有丰富实践经历的校外导师构成的“双创”教育团队，

从而为研究生的“双创”教育提供全面的学术指导和实践指导。具体说来，可采取“走出去，请进来”

方式，一方面派遣专任教师前往创业孵化中心或者校企合作平台进行交流学习，以提升教师的实践教学

能力；另一方面，也可聘请优秀的创业者或企业家担任兼职教师，让其直接进入课堂与研究生一起分享

创新创业心得[8]。 

4.2. 企业层面 

企业是“双创”活动的主要参与者。通过强化与高校的合作，企业可以将高校的智力成果及时转化

成现实生产力，同时也可解决其人才短缺问题。在《工程经济学》课程教改的多元协同模型中，企业不

仅可参与高校课程教改方案的制定(尤其是实训部分)，还可在实施环节充分利用自身资源为研究生提供实

训平台和实践指导。具体而言，企业应重点强调以下工作： 
1) 积极对接高校需求，提供课程或项目的实践场所。高校拥有丰富的教学资源和智力资源，但是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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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创新实践的平台，若企业能结合自身的经营提供研究生《工程经济学》课程的实践平台，则不仅可提

高“双创”项目的孵化率，也可降低企业相关技术的获取成本。此外，企业还可以围绕项目，招收在校

优秀研究生进入公司研习，从中发现好苗子，这也有利于降低企业对人才的招聘成本。 
2) 校企合作，共同搭建多样化的实训平台。这属于校企深度合作，《工程经济学》的课程教改要有

效推动研究生的“双创”能力提升，还必须最大化地发挥实训平台的作用。为此，企业可从市场供求出

发，对研究生实训平台的常规运行进行市场化引领，以确保其运营的长效化。同时，考虑到部分前沿项

目开发的长远价值，有些实践平台还可针对性地吸收风险投资公司加盟。总之，通过校企共建各类实训

平台，不仅可兼顾多方诉求，也能提高平台资源的利用效率，还可方便研究生根据“双创”项目的特点，

选择模拟仿真平台或企业实战平台等进行有效运营。 

5. 结语 

高素质“双创”人才的培养离不开“双创”教育的有效实施。《工程经济学》作为一门与“双创”

教育密切相关的研究生专业课程，理应致力于通过课程教改来实现在传授专业知识的过程中有效提升研

究生的“双创”能力。论文详细阐释了《工程经济学》课程教改促推研究生“双创”能力提高的内在逻

辑，并构建了《工程经济学》教学改革的多元协同模型，最后从高校和企业两个维度提出了若干助力研

究生“双创”能力提升的课程教改策略。显然，本文的研究成果对于“创新型国家”建设背景下如何培

养高素质的“双创”人才，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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