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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各地及学校应势创建了主要面向大学生的创业基地，作为平台载体，极大地提高了大学生的就

业能力。本文以宁波的大学生创业园为研究对象，从大创园在实际运行中的现状出发，分析了影响其可

持续发展的瓶颈问题，尝试提出了升级建设与管理的若干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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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cently, the college students’ entrepreneurial bases have been established in various religions 
and schools as a trend. As a carrier of the platform, these bases have contributed a lot to college 
students’ employment. With Ningbo College Students Pioneer Parks as the focus of the study, 
based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practical operation of the College Students’ Pioneer Parks,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bottleneck problems which may affect thei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attempting to put forward several approaches to upgrading of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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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ioneer parks. 
 

Keywords 
College Students’ Pioneer Parks, Approaches, Exploration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自 2014 年起，在“双创”的浪潮下，高校、地方政府及社会组织应势创建了各俱特色的大学生创业

园。大学生创业园作为平台载体，涵盖了人才培育、企业孵化等，极大地提高了大学生的就业能力，有

效的促进了相当一批大学生的就业和创业。截止 2019 年底，在宁波大市范围内不完全统计已建成挂牌的

大学生创业园(孵化基地)有四十余家，其中二十家已被宁波市人社局授予创业孵化示范基地。本文拟就近

几年大学生创业园发展中面临新的社会经济环境和亟需解决的问题进行研究，以期促进大学生创业园可

持续的发展。 

2. 宁波市大学生创业园的建设现状 

经实地调查，宁波大市范围内成立的大学生创业园概括起来可以分为以下几类，一类是以高校为自

行建设的，如宁波工程学院的“海蓝宝众创社区”；一类是地方政府主导建设的，如鄞州区的“7 号梦

工场”；一类是社会组织主导建设的，如宁波博洋集团的“创客 157”。宁波大学生创业园各俱特点，

下面结合典型代表作概括性介绍。 

2.1. 宁波大学生创业园建设主体多元化，社会影响良好 

宁波大学生创业园多充分利用原先资源进行建设，如“海蓝宝”众创社区是宁波工程学院利用地处

市中心的老校区建设而成的，“创客 157”是宁波博洋控股集团利用旧厂房于 2015 年 9 月建设的，近年

来，宁波众多大创园屡获省市国家级双创基地荣誉称号。 

2.2. 宁波的大学生创业园主要以社区化、开放化、体系化、精准化为特点 

1) 创业社区化。即按照集创业、居住、学习、科研于一体的众创生态社区来建设，给予创业者城市

社区的感觉，助于青年人思想的交流思想、观点的碰撞，促进人才之间的合作。2) 办园开放化。政府、

高校、企业协同共建的发展模式的得以推广，资源面向社会开放，符合条件的创业者一视同仁。3) 功能

体系化。在充实完善创业服务必须的内容的同时，不断扩充外延，建设提升培训平台和研发平台，使之

相互促进、互为犄角。4) 帮扶精准化。各大创业园有针对性的帮助青年创业者补齐社会阅历不足之短板，

外引内联，不断丰富创业教育课程体系和资金来源。 

2.3. 宁波大学生创业园不断升级和创新运营模式，传承“宁波帮”创业文化 

以鄞州大学生(青年)创业园为例，它是第三批全国创业孵化示范基地，园区自创建以来不断调整发展

路线，优化升级服务项目。服务项目逐年贴近需求，园区协调政府各部门，集成各项优惠政策，形成综

合帮扶优势。在园区设有一站式服务大厅，为大学生企业提供各种优质的细分服务，提供 5 个创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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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餐。园区常年举办综合性创业成果展示交流活动，及组织资本相亲等会议论坛活动，进而使园区服务

影响力覆盖更大区域。又如“创客 157”除常规各类创业服务外，更关键的是创客团队在创业初期所需

要的全部资金投入来源于园区的支持。进驻企业可享受 1 年至 2 年的免租期，后期还有不同额度的初始

启动资金和天使基金。 
应当说，宁波大学生创业园依托地方经济，充分发挥了各自特色，成功孵化了一批大学生创业创新

项目，带动了就业，如新锐品牌“GUKOO 果壳”家居服团队成长迅速，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了天猫

家居服品类销售前三的佳绩。又如工业设计领域的“宁波方向工业设计有限公司”、互联网领域的“镇

海润之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信息科技领域的“宁波邻家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等企业在行业内影响广泛。

除此之外，许多大创园还利用自己主办单位的背景与国内外多家同行业的知名高校或组织进行深度融合

发展，为大学生们寻觅创业创新机会起着桥梁作用。 

3. 新形势下宁波市大学生创业园发展中存在的瓶颈问题 

分析当前随着国内外经济社会形势的变化，宁波市大学生创业园运营与管理还不够规范，同时又面

临着新的状况，这影响着大学生创业园的可持续发展和大学生创新创业的开展。 

3.1. 宁波社会各层面的创新创业资源还没有真正形成合力 

不同的单位对创业创新教育认知程度和理解水平的差异，就决定了建设单位投入资源和精力程度的

不同。宁波市人社局出台的创新创业政策的针对性体系性不强，不够细化，操作性不强，实际操作结果

达不到政策的初衷。例如有些县市区的优惠政策只是简单的把对象从工人延伸到大学生，没有考虑到优

惠对象的特殊性。有的学校只是简单的模仿建设，没有针对自己单位的特点，没有形成适合自身创新创

业的有效管理。经实际调查，许多大学生对市县区级政府出台的鼓励创业政策和学校的有关创业规定的

了解程度不高，有的学校尽然有一半以上不了解[1]。 

3.2. 园区的运行服务机制专业化程度有待提升和改良 

相当部分园区提供的服务内容和水平还处于较低层面，缺乏竞争力和吸引力，还简单的停留在为创

业学生提供后勤保障和政策咨询等初级阶段的服务，对一些深层次的服务，如技术指导、融资服务、市

场推广等，则显得难以为继。有些园区的管理团队不整，组成人员的知识专业水平有限，兼职人员比例

过高。园区普遍缺乏相对长远的发展建设规划。园区间的入驻标准差异较大，缺乏规范的选拔机制，入

选的项目科技含量的较低，项目经营范围跨度也较大。园区服务的不深入、不专业，也极大的影响着学

生实现创业梦想的信心。 

3.3. 创业师资鱼龙混杂，创业课程没有体系化 

不少大创园的创业师资水平参差不齐，其中有些高校的师资自身理论水平实战经验有限，有滥竽充

数之嫌。虽然不少大创园同时也聘请了一些企业社会的成功人士担任兼职导师，但是他们往往精力有限

或者缺乏专业化的训练，难以把自身的经验体会有效地准确地传给不同的学生个体，使得交流效果不够

到位，制约着创业教育向纵深发展。不少高校由于存在着创业教育体系化程度不高以及针对创业师资的

激励政策缺乏配套等问题，以致对创业者不同阶段的需求做不到有机衔接。 

3.4. 创业融资渠道单一，配套政策缺乏灵活性 

调研结果显示，大学生创业者最大的拦路虎仍然是资金问题，由于金融机构存在着创业资金贷款的

隐形障碍和创业者融资能力的短板，多数创业者只能依靠自身力量来筹措启动资金。创业配套政策的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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憾主要表现在时效性不强、含金量低、精准性不够等，使得学生的获得感较低[2]。有些政策不具有地方

特点和大学生的特征，只是简单的模仿与复制其他地方的创业政策和套用小微企业的扶持政策。对在校

的创业大学生而言，前置性激励政策要比后期奖偿更具有实际意义。 

3.5. 创业团队自身的先天的能力缺陷 

经调查，在宁波的大学生创业团队由于社交面的关系，多数由情趣相同的同学或校友等组成，在创

业初期能很好的合作，同时正因为团队专业背景的相似性也会为新创企业后续的发展埋下隐患。创业者

自身能力不足除了团队结构不合理之外，还主要体现在社会阅历尤其是市场经验的缺乏，分析判断决策

能力不强，经营管理能力不强，相当多的团队在沟通协调能力方面更是弱项。有不少学生创业团队中即

使有经济类专业的背景，在实际应用层面则缺乏务实性，只会简单的克隆，在商场上运作尚欠火候。 

4. 宁波市大学生创业园发展中建设路径分析 

4.1. 在大学生创业园建设中，政、校、企三方有序协同，是个关键的经验和途径 

以宁波工程学院的“海蓝宝”众创社区为例，“海蓝宝”在建设过程中为充分发挥三者各自的优势，

其关键做法是，在现有体制下建立一个常态性的工作机构[3]。这样能够保证政府的支持与引导作用，使

其出台的政策根据前瞻性和针对性，把政府资源与协调优势发挥到极致，能够保证高校发挥在创业人才

培育方面具有的优势，企业则根据高校提供的创业实践方面的实际需求，给予丰富的实际经验，这样三

者有机结合，形成合力。在实际操作中，建立这样的工作机构是实现有效融合的关键，同时建立奖惩机

制以保障实现主动作为，遵循客观规律，在过程中实时调控各自职能以保证取得良好的效果。 

4.2. 加强横向联系，组建宁波大创园联合会，促进成员间学习交流 

基于当前创业创新环境下，借鉴外地经验，为助力创业创新发展，促进人才、企业、社会组织、政

府之间的沟通交流合作，凝聚专业人士的智慧，完善组建由宁波市各级大创园及专业人士机构参加的横

向组织。该组织的主要宗旨可以是，依据国家政策规定，引导会员遵守社会道德风尚，守法创业创新，

倡导创业精神，促进会员间的交流合作和自身创新，协助和促进会员与政府有关部门的联系与沟通。其

日常的活动可包括：进一步有针对性的宣传政策，促进会员企业依法经营，科学决策；组织各种研讨活

动，促进会员之间交流合作为会员事业发展谋求契机；举办会员为对象的培训考察活动，有利提高会员

整体素质；反映会员的呼声和要求，组织会员参加各种经济社会活动，发挥会员的智力和理念优势，为

当地社会发展建言献策；开展各种符合本会宗旨的其他活动和服务等。 

4.3. 创业的宣传和培育须长期深入且坚持不懈 

创业教育不可能一蹴而就。教育的本质在“育”字上，创业教育不是速成班，尤其是初创期的更需

要宽松的生态环境。有关这一方面，宁波职业技术学院的尝试值得称道，其宽容失败、支持冒险、鼓励

冒尖的文化氛围比较浓烈。因此，各类媒体要通过各种有效手段和方式加强宣传讲好创业信息和创业故

事，传播创业相关活动，及时传达政府有关创业政策，从而达到普及大众的创业认识，树立创业模范的

榜样作用[4]。通过上述的宣传措施，在社会上日渐形成尊重创业、崇尚创新、宽容失败的氛围，使得大

学生创业创新是习惯，是必然，提升大学生创业的主观意愿性。 

4.4. 进一步完善管理运行机制，实现建设升级，提升服务水平，促进内涵式发展 

完善建立专人联系制度，负责协调解决日常经营中的困难。针对园区内的各个层面的队伍，涵盖经

营团队、项目服务人员、创业导师等，提供内容务实的培训。创业服务的内容更应体系化与细致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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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创业的不同阶段提供服务细分，把最多跑一次的服务理念也覆盖到创业领域。在区域内把高层次的专

业人才(如成功人士和管理专家)组织起来，集中智慧，建立高素质的创业专家咨询服务库，为创业者们提

供贴切的涵盖信息咨询培训等有区域特色的创业服务。从而提高有创业意愿的大学生们对创业机会的识

别能力，更好地施展他们的创业行动[5]。 

4.5. 拓宽融资渠道，落实基金制度，政府应制定相关相政策，吸引各类社会资本流向大学生 
创业工作 

在常规的政府扶持资金、校友基金以及企业创投基金外，应当在出资的具体形式上有所创新，如采

用股份制共同开拓创业项目等[6]。为此，政府可出台相关细则和法规，使创投基金有监管、有考核、有

绩效，可持续。政校企在融资机制上做创新，由政府立规，以避免各类融资渠道中的隐患问题[7]。以学

校为核心，结合政策支持和民间资本，打造融资平台，为创业者提供便捷可靠的融资的机会。同时，学

校聘请社会专业人员、加强学生的培训和指导，以提升和规范创业者们获得融资的能力和方法。 

4.6. 园区应合理布局，错位协同发展，成就宁波模式 

经过调研，普遍认为大学生创业园作为创业的重要平台仍然大有可为且具有现实意义。根据本地产

业布局或学校的专业特点，每个大创园形成自己的特色优势。这样坚持考虑布局的合理性和市场化运作

的思路，能逐渐形成具有各自优势的大学生创业园集群，并打造出大学生创业园的“宁波模式”。在本

课题所调查的大学生创业园，其的软硬件配套建设已基本成型，具备了较好的发展基础。下步要加强考

核，建立对优秀大学生创业园的奖励机制和不达标者的退出机制，引导大学生创业园合理布局。从区域

上看，各县市大创园的建设与发展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不相称的，如余慈区域经济发达，创业氛围本

来就浓厚，而在大学生创业园建设方面的力度明显薄弱，宁波的前三县由于历史的原因，当地政府对大

创园的建设政策的扶持方向是明确的，如宁海的模具、象山的影视、奉化的文旅，应加快做实上述县区

大创园的建设方向，从而形成相对科学的布局[8]。现在高校都提倡产教融合，各高校创办的大创园都应

结合自身高校的特色专业和校园文化，从而形成自己的特色。无论高校主导的大创园还是地方为主导的

大创园，在顶层设计时，应结合学校擅长的专业或者地方的经济特点以及地域文化，引进的项目与制订

的政策方面，应有针对性地进行倾斜，与地方经济高度融合，进一步发挥集聚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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