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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校企股份合作平台的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探析 

——以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王娜玲 廖伟 

【摘 要】:大学生创新创业是近几年来在高等教育中倡导的做法,要保障其成功率,应依据校企合作平台资源优势

选择在校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及确立其经营目标,把区域经济发展现状及社会需求调研作为创业项目策划前提,在

市场调研的基础上来确定目标群体与设计服务项目,三大措施保障校内创新创业项目孵化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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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与农业产业化国度级重点龙头企业湖南省茶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茶叶营销为打破口采取股

份协作的方式组建校企协作股份制二级学院——湘茶学院,学院实行“董事会指导下的院长担任制”｡湘茶学院一方面着力打造

湖南省湘茶人才培育与培训基地,每年为湖南省茶叶流通､加工企业保送100名左右的高素质茶艺与茶叶营销人才,为湖南省提供

茶艺师､评茶师等考证培训300人次左右;另一方面着力打造湘茶协同创新中心,依托湘商文化院､茶文化与茶艺综合实训室,建立

茶文化体验推行中心｡学院成立以来,开设了全省高职院校第一个专门培育茶叶营销人员的班级“茶叶营销班”｡“悟茗源”茶艺

工作室隶属于长沙清泉茶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该公司于2016年3月由在读“茶叶营销班”学生注册成立,位于湖南商务职业技术

学院湘商创业园302室,工作室目前已经培训了一期学员｡ 

1 依据校企合作平台资源优势选择在校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及确立其经营目标 

项目所在学院作为湖南省高职院校中唯一一个有茶艺与茶营销专业的院校,湘茶学院具备茶艺师技能鉴定的考点资格｡本项

目的服务与产品依托“湘茶学院”平台,与企业合作展开｡工作室茶文化服务项目带动合作企业的产品销售,工作室业务中涉及

的茶产品与茶具定制部分由合作企业完成,作为湘茶学院对外服务的窗口与学生创业项目,工作室与学校的湘茶学院保持着紧密

合作关系,学院为公司提供一个舒适文雅的湘茶文化室,用来培训与接待品茗客人｡ 

1.1 项目背景独特 

学校､企业､学生创业团队三者的紧密合作,利益共享､资源互用｡学校提供人员､场地､资源平台支持;企业提供技术､产品､渠

道支持｡ 

1.2 项目资源独特 

专业精练的学院派茶艺师表演队伍;湘茶学院标准化专业化茶艺训练场地;校内外专业的茶艺老师与茶文化研究老师参培训

以及项目研发;以兼职员工的方式为项目所在院校茶艺专业学生提供实习岗位,成本优势明显｡ 

公司目标:以弘扬中华茶文化､助飞湖南茶产业为己任,构建独特的茶文化培训与活动策划服务体系,立足湖南,为爱茶､做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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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标客户提供茶文化推广的专业支持｡ 

2 区域经济发展现状及社会需求调研是基于经济效益考虑创业项目策划前提 

2.1 湖南茶产业发展迅猛以及现有从业人员素质期待提高的现状导致对茶艺师培训需求凸显井喷态势 

茶叶产业是我省农业优势特色产业,受到政府高度重视与政策支持,其中校企融合人才培训以及茶文化推进工程被确定为实

现省“2020年打造千亿茶产业”目标的保障｡目前全省大概有10000多家茶(艺)馆､茶楼､茶庄(坊),每年以10%左右速度增长,长

沙茶批发门店1000多家,地方批发门店2000多家,至少需要10-15万茶艺专业人才,但拥有茶艺师资格证书的还不到5000人,从这

些数据可以推断无论是现有的从业人员还是未来的后备人才对茶艺培训都存在巨大需求,而且调查中大部分茶企明确表示愿意

为员工提供培训机会,也希望从高校中招聘高素质懂茶文化的人才就业,因此茶文化培训项目拥有持续发展的潜力,蕴藏着无限

的商机｡ 

2.2 高校学生对茶文化以及茶艺､茶道兴趣日益高涨,培训欲望强烈 

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学习茶知识､接受茶艺培训的人日渐增多,有多所院校陆续开设茶文化或茶艺专业方向,并在专业教

学中设置了茶文化的相关课程｡调查湖南农业大学､湖南涉外经济学院等六所院校学生对茶文化以及茶艺培训的兴趣,结果发现

调查学生中最早开设茶文化课程的湖南农业大学75%以上的学生都喜欢茶文化相关课程,90.3%的学生非常愿意接受茶艺相关培

训,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是所有学校中学生学习意愿最低的,也有35%学生愿意接受相关培训｡目前湖南开设茶艺与茶营销专业

只有我们一个学校,许多茶艺､茶营销人才大多是不同专业的学生跨岗就业,茶艺茶营销知识的缺乏是硬伤,本项目就恰恰迎合了

愿到茶企工作的非茶艺茶营销专业学生的培训需求｡据我们调查,长沙茶艺培训行业知名度较高的机构大概10家左右,大部分的

茶艺培训机构都在长沙市的天心区､芙蓉区､雨花区(俗称:河东),而且这些机构中有部分没有技能鉴定资格｡20多万大学生聚集

的岳麓区有知名度的茶艺培训机构极少,拥有茶艺培训及茶艺师资格鉴定的机构目前只有我们一家｡ 

2.3 茶文化在商务活动中的重要作用激发商务人士学习茶艺茶文化知识的愿望 

近年来茶文化的兴盛使茶事活动在现代商务中特殊的媒介作用越来越明显,现代商务活动中,茶及茶文化作为一种重要的载

体可起到营造商务气氛､搭建健康高雅的洽谈环境､最终达成商务合作目的的作用｡一些商务人士出于工作需要通过各种渠道学

习茶艺知识,也偶有公司开始邀请专业的茶艺师为企业业务人员提供基础茶叶知识和茶艺礼仪的培训｡调查数据显示,基层业务

人员62.33%表示愿意接受公司提供的有关茶叶知识及茶艺培训,而中层管理者也有54.7%人表示会基于业务技能的提高而为下属

安排这类培训,这些数字为茶艺培训的开展对象提供了探讨的可能性｡ 

2.4 构造健康高雅的商务氛围的茶文化活动成为展示企业文化品位的首选活动 

现项目组对长沙河西金星路以及麓谷企业园的50家企业销售经理调查结果显示,在与客户进行商谈时,40.3%的销售经理选

择在茶馆､茶艺室或者企业办公地点进行边品茗边会谈;有过半的客户办公室中备有整套茶具,且近年来自备茶具的客户数量有

明显上升,并呈现由南至北的扩大的趋势｡非茶企配备专业的茶艺师或者在重要的客户洽谈中租借专业茶艺师为其服务已经成为

企业领导的共需｡在企业年会､周免庆典､表彰会等各种活动中借助茶文化表演渗透与传播企业文化也逐渐被企业所接受｡茶作为

现代生活中健康生活方式的代表,给客人馈赠茶叶､茶具是答谢商务伙伴的重要选择,如工程制造企业一中联重科为例,每年年会

给VIP客户赠送印有公司LOGO的茶具,这样既可表达对客户的尊敬,又在客户的人脉圈中宣传了公司,彰显了公司如茶的文化品位

｡同为商务交际中传统的应酬物,以茶为媒进行交际是越来越多企业的选择｡策划茶文化活动到组织执行活动同时为企业提供为

其特制的茶叶､茶具纪念品的综合服务体系拥有一定的市场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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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市场调研的基础上来确定目标群体与设计服务项目 

3.1 目标群体确定 

 

根据市场调研结论,茶艺师培训服务主要面向大学生群体以及茶企员工,茶活动策划主要针对企业尤其是非茶企,茶艺表演

可以进入校园､社区､企业以及其他经营场所,茶叶茶具借助茶文化､茶活动来推进在大学生､普通公司员工､企业客户的销售,但

以企业客户定制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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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服务项目设计 

3.2.1 茶艺师培训 

立足本校辐射河西大学城,给对茶文化有兴趣的大学生一技之长,提升他们就业竞争力;结合企业的特色和文化为茶企､普通

企业和企事业单位量身设计培训课程;未来可以开设相关的花艺课程,并将项目向周边的小学推广,开办小型茶学堂,培训小小茶

艺师｡ 

3.2.2 企业茶文化活动的策划 

为企业周年庆､总结大会､宴会等大型商业活动提供有关茶文化活动策划方案;提供各种茶类活动的组织､流程､茶类节目表

演､场地布置等一系列茶活动的服务｡ 

 

3.3 项目内容设计要点——符合项目的现状与资源能力,体现特色与社会意义 

3.3.1 项目服务方式新颖 

围绕着“茶文化”做配套服务体系,茶文化知识培训——茶文化活动设计——活动用具与人员提供——活动实施——茶产品

的定制,以“产品”为依托提供全方位的精准服务;以区别于竞争对手“专业”为核心单一服务｡ 

3.3.2 服务对象与社会意义独特 

项目培训服务对象主要针对大学生群体,一方面让中国茶文化在年轻一代发扬光大､让中国茶文化逐渐朝着年轻人方向发展,

另一方面借助学院与企业资源平台与茶企合作按需定向培养茶艺师人才,为学员提供就业机会｡ 

4 三大措施保障校内创新创业项目孵化成长 

(1)注册自己的公司,获得经营许可证,以公司法来保护公司的合法利益;(2)最短时间内注册商标,保护自己的品牌;(3)运用

各种营销推广措施快速在市场盲区进行品牌宣传,扩大品牌影响力,建立品牌壁垒,运作前期用低价策略换取高知名度,使目标消

费者群在第一时间接触本企业品牌､接受本企业服务,有品牌的知名度作保障,即使后期有竞争对手加入,市场占有率依然可以得

到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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