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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09年，上海理工大学就率
先探索创业专业教育，开设了国内首
个“创业班”及创业管理第二专业。首
期“创业班”共有26名学生，有20名毕
业生成功创业，3个项目获得了政府
的创业基金支持，2个项目获2011年
新创业达人总决赛全国百强。

首期“创业班”毕业生段毅均回
忆，和其他专业的同学相比，他们对
书本上理论的理解不太一样。他花
在课堂外的时间远远大于在课堂内，

“上市场营销课时，老师提议我们卖
些小商品，从此我们开始关注校内学
生和老师们的需求，并随时改变我们
的营销策略。”

如今，段毅均和同伴正共同研发
一款双轮自平衡远程视频互动机器
人，能够通过iPhone、iPad的 APP，甚
至是web浏览器实现远程视频，并且
可以遥控它突破距离限制。

相关负责人表示，“创业班”将与
时俱进，考虑今年新增众筹、“互联
网+”等最新课程体系。

而上海电机学院则每年开设创业夏
令营，开展有针对性的国际化创业特训课
程，并建立了权威的创业导师队伍，推广
创业经营理念，聘请成功创业家和国家级
资深专家，负责对创业项目进行“一对
一”、“一对多”及“多对一”的创业辅导。

除了“创业班”、“创业夏令营”的
形式外，上海交大有创业学院，学院
一方面向全校同学进行创新精神、创
造理念和创业意识教育；另一方面培
养部分有强烈创业意愿的同学成为
大学生创业的“种子选手”，成为未来
企业家。据悉，上海财经大学也将在
今年7月中下旬成立“创业学院”，面
向全校普及创业教育。

和上海相似，在创业环境不错的
北京，高校也在思考通过“创业学院”
普及创业教育。青年报记者从北京
航空航天大学团委处了解到，教务
处、校团委等将牵头成立“创新学
院”、“创业学院”，为学生创新创业提
供全面服务，实现学生创新创业项目
的快速孵化和健康发展。

创业不再仅仅是大学生解决生存的渠道，更成为他们追求人生价值的舞台。市教委副主任陆靖指出，
在此背景下，如何为高校毕业生创业提供更好的机会和服务，是将来上海大学生就业工作的重点之一。同
时，为真正有意向创业的大学生在校期间提供相应的教育资源和支持保障，也将成为高校人才培养和教学
改革的重要课题。青年报记者发现，在京沪高校中，当下已有一些院校率先作出了探索与实践。它们有哪
些相同点？又有哪些值得沪上高校借鉴的地方？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周胜洁

过多的学时、过多的学分，让
学生大学四年束缚在课堂纸上谈
兵，这不是二工大这所培养应用型
人才为宗旨高校的办学目标。校
长俞涛希望，从二工大毕业的学
生，不仅手上要握着文凭，更要有
一技之长。所以在今年9月新学期
开始，二工大会将原本本科 190 分
左右的学分压缩到 150 分左右，以
为学生留下充足的时间进行创新
创业学习和实践。

在同济，目前，创业谷项目已被

纳入学校人才培养体系中：将学生在
创业谷的创新创业活动折算成学分，
将教师辅导创新创业的活动纳入考
核评价体系，激发师生参与创新创业
的热情。此举被认为将从根本上改
变学校的创业教育生态。

将创新创业纳入学分也是北京
航空航天大学正在思考的一项支持
政策，据悉，学校一直努力建议也在
争取，将创新创业纳入学校的学分体
系之中，同时建立健全休学创业的相
关体制，为学生创业解决后顾之忧。

在如今的京沪校园里，能聚集
学生创业团队的场所不在少数。前
年5月，同济大学投入300余万元将
彰武路校区旧厂房改造成同济创业
谷，如今已吸引全校28个院系超过
400个具有“市场性、前瞻性、学科交
叉性”的项目前来申报，通过评审考
核，累计有4批111个项目团队签约
入驻，近400名学生成为首批“创业
谷会员”。这些学生有本科生、硕士
生和博士生，覆盖了同济大学大多数
的学科专业。已有超过20个项目通
过创业谷推介平台，实现实体化运
营，争取融资482万元。

在二工大的校园内也有一条大
学生“创业街”，配以专门的指导老
师，帮助孵化学生的创业想法。目
前，短短150米的“大学生创业实践
街”内共孵化了14个学生创业企业。

而背靠中关村的清华大学，也有
属于学生的创业场地——“创+”空
间。“创+”是由清华大学发起并全资

支持打造的高校创业服务平台，成立
于去年12月，通过公益性和商业化
结合的投资方式，支持大学生创业。
而“创+”空间就是其中一项为大学
生服务的项目。

日前，青年报记者也走进坐落于
清华科技园D座B1层的“创+”空间，
铭牌上写着“创业起跑线 青年创业
空间”，面向走廊的玻璃墙上贴了五
张海报，“创加沙龙”、“创加酒会”、

“创加种子”等活动均服务于创业。
目前入驻空间的学生创业团队已经
有100多支。

而在北航，位于校园北门则设有
“冯如”学生创业中心，面积有200平
方米的中心内放置了办公桌、沙发、
会议桌、转椅等。北航“冯如”学生创
业中心主任丁瑞云介绍说：“在北航
柏彦大厦，我们还有一个1500平米
创新创业场地，只要评审合格的团
队，第一年基本以免费形式入住。现
在入驻的学生团队有50多支。”

沪上不少高校以校内的创业场

所为平台，学校相关部门参与较

多。而在清华大学，整个“创+”项目

虽然由学校支持，但实际操作是一

支10人的“90后”团队，负责人宁博

生于1991年，他说，他们是一支服务

创业者的公益性创业团队，“创业”

内容就是根据创业者的需求提供各

项服务，而“闪投”就是他们将要推

出的第一款产品。

一个创业团队若想要得到融

资，一家家去面见投资人，所花的精

力与时间可想而知。按照“闪投”产

品理念，“创+”团队会根据各个学生

团队的发展阶段、人员背景等不同

维度先将创业项目分类，再根据需

求在 150 多家投资机构里寻找匹配

的投资方，最终筛选出6至8家投资

方和创业团队，统一时间进行路演，

“这样创业团队能一次面见多家投

资机构，且容易成功。”宁博说道。

下一步，他们的产品还会涉及

人才招募、创业者社交等与创业有

关的各方面服务。

华东理工大学开设创业工作室。 青年报资料图 记者 吴恺 摄

专家给指导 学分可改制 免费用空间

京沪高校助力大学生创业“招数”多

同济大学创业谷中贴着创业导师们的照片。 青年报资料图 记者 吴恺 摄

[相同点1：指导支持]

创业班、创业学院 普及创业教育

[相同点2：政策扶持]

算学分、定体制 助力学生创业

[相同点3：场地提供]

创业谷、“创+”学生创业有场地

[他山之石]

清华“创+”：10个“90后”
建服务创业者的公益性团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