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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经济下行和就业压力较大的情势下，继续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

振兴经济、促进就业的有力武器。江苏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持续深化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不

断推动人才培养与产业、市场对接，加快营造协同共享的双创生态，充分释放大学生创新创业活力，培育

了一批创新创业种子项目，孵化了一批大学生领军型“双创”企业，锻造了一支敢闯会创的青年生力军。

政策先行培育双创“土壤”。出台深化高校双创教育改革实施方案、高校学分制改革意见，允许学生

保留学籍休学从事创业活动。充分利用考核评价杠杆，将创新创业教育质量作为省委省政府考核高校高质

量发展的核心指标之一，同时也作为省品牌专业专项经费分配的绩效评价因素。2019年，全省及各高校制

定印发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相关政策制度 512 件，投入双创教育专项经费 29914.419 万元。成立省高校创新

创业教育工作委员会，鼓励高校成立创新创业协会等社团 650个，加强对高校双创教育工作的指导与引导。

加大政策、资金、场地支持力度，在全国率先立项建设 24个集“双创教学、训练实践、指导服务、资源对

接、成果转化、项目展示”六位一体、“校内中心（1 个创新创业实践教育中心+X 个专业创新实验室或主

题创新区+N 个相关平台）+校外基地（孵化器、众创空间、创业园、科技园等）”联动的省级创新创业实

践教育中心，打造双创实践教育全流程服务平台。

深化教改根植双创“基因”。完善创新创业教育教学体系，构建多学科支撑专创融合的创新创业教育

课程体系。采取“线上线下互补”“必修选修并进”等多种形式，积极推进创新创业教育进教学计划、进

教材、进课堂，完善“创新思维—创新项目—创业训练—创业实践”阶梯型双创课程体系，全省高校开设

双创课程 2254门，建设双创在线开放课程 245门，编写出版双创教材 570部。整合社会双创资源，推动大

学生双创实践教育，如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依托重点学科和实验室优势资源，专项建设了旋翼类飞行器等 40

个本科生主题创新区，重点打造了成飞—南航“智汇蓝天”等 9个校企协同育人平台。

专项训练选育双创“种子”。通过开展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和举办创新创业专题训练营等方式，

加强创新创业教育辅导。进一步建立健全“国家—省—校—院（系）”四级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实施体系，

近年来实施省级以上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 5.6 万项，力争使每一位大学生在校期间至少参与一项

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构建“教育教学—训练实践—项目孵化—初步创业”全链条创新创业教育模式，

将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延展到创业项目选育、孵化和初创环节，不断推动项目成果转化。进一步推进校企协

同和产学对接，以创新引领创业，形成一批内容有新意、技术有突破、模式有创新、商业有前景的创新创

业种子项目。强化创新创业项目网络化、过程化管理，建成江苏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信息化管理平

台，并在全国 30个省（市、自治区）推广应用。

组织大赛搭建双创“苗圃”。以“互联网+”创新创业大赛等赛事为引领，构建多层次创新创业竞赛体

系，以赛促教、以赛促学、以赛促创，构建集教育、激励、保障、扶持为一体的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保障

体系。完善“互联网＋”创新创业大赛管理平台，实现赛会管理数字化、项目分配智能化、专家选聘专业

化、评审过程规范化、成绩展示动态化、项目孵化持续化“六优化”，实现项目分组随机抽签、专家建库

随机抽选、专家分组随机分配、项目组与专家组随机匹配“四随机”，保障赛事公平公正。通过高水平的

大赛和高水平的办赛，助推大学生创业种子的发展壮大。



引智培智提升双创“园丁”。通过培养、引进等方式，吸引一批富有行业经验和行业资源的企业家、

投资人等到学校兼职，逐步形成以专职为主、专兼结合的高素质创新创业教育师资队伍。建立优秀创新创

业导师人才库，完善高校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和绩效考核标准，强化体现创新创业教育特点的考核评价。全

省各高校聘请创新创业教育专职教师 1438人、兼职导师 6616人。对全省创业师资分层次分级开展初、中、

高级培训，提升创新创业指导教育教学水平。举办省高校就业创业指导教师教学技能大赛，培育创新创业

教育教学名师和教学团队。

开展实战孕育双创“果实”。强化校企协同育人，鼓励企业将产业最新需求和企业生产实际问题分解

细化为具体项目，或设置开放性课题，供学生进行创新创业训练。拓展创新创业实践孵化平台，重点建设

了 12 所国家级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高校、12 个全国高校实践育人创新创业基地、60 个省大学生创

新创业示范基地。帮助和支持创新创业意愿强烈、已有初步创新成果的学生投入实战，提高创业成功率。

2019 年，全省高校在“互联网＋”创新创业大赛全国总决赛中获 19 金 17 银 35 铜，金奖总数、获金奖学

校数、高教主赛道金奖数、职教赛道金奖数均居全国第一。全省各类学校累计 12.41 万支团队 50.02 万人

次参加“互联网+”创新创业大赛，在过去五届国赛中共获得包括亚军、季军在内的 36 金 50银 93 铜的优

异成绩。通过“互联网＋”创新创业大赛培育孵化大学生创业企业 4816家，涌现出一批创新创业领军人才、

一批高科技大学生领军型“双创”企业。

文化引领营造双创“生态”。强化文化育人，开展百校巡讲，组织专家进校园宣传创新创业政策，指

导大学生创新创业。加强典型选树与宣传，培育了全国首届创新创业英才奖获得者 Insta360全景相机 CEO 

刘靖康、全息 3D智能炫屏创始人周全等双创精英，营造浓厚的创新创业氛围。省教育厅与江苏省广播电视

总台联合打造并播出《双创新生代》电视栏目 12期，创业直通车开进校园、开进赛场，在大学生群体中产

生了广泛影响。搭建创新创业交流平台，定期举办创新创业成果展、项目对接洽谈会等丰富的活动。强化

大学生创业项目库建设，建立创新创业成果跟踪服务机制，为大学生创业者提供投融资对接。

思政课堂践行双创“初心”。省教育厅联合省扶贫办等 19家单位，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回信精

神，组织开展“青年红色筑梦之旅”系列主题实践活动，用创新创业成果服务乡村振兴、助力精准扶贫和

社区治理。南京农业大学等 51所高校共同成立江苏大学生“青年红色筑梦之旅”联盟，建立健全长效对接

机制。全省高校组建了 8644 支团队，8.96 万名师生先后深入淮安、徐州、盐城、井冈山等革命老区，传

承红色基因，探索实践育人新模式，对接农户数达 33.57 万户，对接合作社 1863 个、学校 1174 所、政府

部门 3765个、企业 3520家，签约项目 802项，帮扶 915万人，产生经济效益 29.72 亿元，成功打造了江

苏最大、最生动的思政课堂。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坚持“专创融合、项目引领、平台支撑、资源共享、协同育人”的原则，以服务

全体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实践为导向，探索创新创业全链条教育实践模式，打造创新创业教育培育链、孵化

链、生态链，推动形成“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双创教育”深度融合的人才培养新局面，加快推动形成政府、

高校、企业、社会良性互动发展的双创协同育人生态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