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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创业大赛”优胜成果孵化平台创建探索

王 英 辉

（石家庄铁道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河北 石家庄　０５００４３）

　　摘　要：高校“创业大赛”已经成为大学生创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创业大赛”的优

胜成果———创业大赛的计划书却很少能在企业中实现。与此同时，高校科研成果也面临着转

化率较低的现实。提高大学生创业大赛成果与高校科研成果的现实转化率，建立高校创业孵

化平台可有以下作用：一方面为大学生创业团队提供高科技产品；另一方面又能促进创业大赛

成果与科研成果现实转化，提高大学生的创业生存发展能力，促进高校创业教育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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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校“创 业 大 赛”是 为 了 提 高 大 学 生 创 业 素

质、提高适应社会能力而设计的创业教育模式之

一。但是，由于创业大赛团队研发科技产品的能

力有限，社 会 经 验 及 管 理 能 力 欠 缺，其 主 要 成

果———创业 计 划 书 的 实 际 应 用 价 值 往 往 不 大。
“创业大赛”的初衷并没有得到体现。高校具有天

然的技术研发和管理以及资金优势，通过建立创

业孵化平台，将创业大赛和高校的科研成果相联

系，建立创业大赛的成果延续和成长机制，将有助

于提高我国高校“创业大赛”成果转化效率，推动

大学生创业热情，提升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

　　一、当 前 高 校 大 学 生“创 业 大 赛”的 作

用及其不足

　　（一）“创业大赛”为高校在读大学生提

供了创业的契机

高校“创业大赛”最早可追溯到２０世纪８０年

代的“创业计划竞赛”，这个竞赛是在美国高校兴

起的，以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为目标的大学生创业

活动。风险投资运作是其主要的运作模式，所有

参赛团队均要求参赛者组成学科交叉、优势互补

的管理团队，依托一项具有市场潜力的科技产品

或服务，通过获取风险资本的认可，达到创业的目

的。“创业计划大赛”以一份完整的创业计划书作

为团队的创业思路。“创业计划大赛”的作用是有

目共睹的，它不仅催生了闻名世界的“硅谷”，而且

在大学的创业氛围中诞生了不少高科技公司。自

１９８３年德州奥斯汀分校举办首届创业大赛以来，
美国的很多名校每年都举办一次，形成的创业成

果斐然，比 如，Ｙａｈｏｏ、Ｎｅｔｓｃａｐｅ、Ｅｘｃｉｔ等 知 名 的

网络公司都是创业大赛的结果［１］。甚至国内的搜

狐，百度的创始人也是从硅谷的创业大赛的成果

上再次创新而成功的。
我国首次大学生创业大赛 发 端 于１９９８年 清

华大学承办的“首届‘挑战杯’大学生创业计划竞

赛”，十 几 年 来，“挑 战 杯”大 学 生 创 业 举 行 了１２
届，很多具有可操作性和说服力的商业计划，被风

险投资看重，真正完成了创业的目的。

　　（二）以创业计划竞赛形成的企业生存

率较低

　　大多数创业计划竞赛计划书无果而终。教育

部２００４年的一项报告披露，全国９７家开张较早

的学生企业，盈利的仅占１７％，学生创办的公司，

５年内仅有３０％能生存下去。到 了２００５年 又 一

项统计表明，大学生创业成功率只有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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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到 了２００７年，这 一 数 值 跌 到０．０１％，接 近 于

零［２］。这或许也成了许多在创业竞赛中展现出强

烈创业意愿的学子比赛结束后却没有真正创业的

原因。
创业大赛形成的计划书只是创业的 第 一 步，

创业计划书再完美，往往是学生的创业激情与想

象的结合物，即使有一定的技术支持和市场调研，
往往也 是 不 全 面 的。创 业 激 情 当 然 是 创 业 的 动

力，除了创业激情外还需要比较丰富的社会经验

和管理经验，这正是大学生所欠缺的。创业计划

大赛给大学生提供创业窗口和契机，有了比较优

秀的创业计划书以后，通过一种保障机制完成对

大学生的创业后续支持。这种创业后支持就是本

文所倡导的大学生创业孵化平台。

　　 （三）大 学 生 创 业 孵 化 平 台———创 业

大赛优秀计划书的后续支持平台

　　创业孵化平台应该既能够在生产技术上保证

其转化为商品和服务，又能够在市场上对创业团

队给予指导和帮助。也就是说，创业计划大赛形

成的成果，客观上需要有一个连接市场和产品的

协助机制。高等院校先天优势，包括：技术研发优

势、产品转化动力以及与教师与创业大学生专业

领域具有天然的一致性，这些优势的存在为孵化

平台的运行提供了可行性。只要创新产品以及经

营战略具有足够的市场吸引力，建立科学合理的

渠道，结合高效的营销手段，市场成功率应该比较

高。大学生实施创业计划书的初期尤其需要这个

平台提供支持，也就是说，创业计划书成果只能作

为一颗潜力种子存在，还需要有一个平台支持其

完成后续的发展。

　　 二、以高校科研为基础的“创业大赛”
优胜成果孵化平台建立的必要性

　　（一）孵化平台让高校科研成果转化方

式对接“创业大赛”

据统计，我国高校每年通过鉴定的科 技 成 果

达１万项左右，其中３０％左右的项目具有很好的

推广价值和产业化前景，但目前科技成果转化率

仅有１０％～１５％，大量具有产业化前景的科技成

果被束之高阁，呈现出“成果多、转化少、推广难”

的局面［３］。这说明，当前我国高校 科 技 成 果 转 化

途径较少，效率比较低。作为高等院校，其科研和

专利发明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而作为创业大赛

最核心的竞争优势是具有市场竞争力和科技含量

的产品和服务。高等院校完全可以依据本校的科

研优势与大学生创业进行对接。

　　 （二）孵化平台可以为“创 业 大 赛”计

划书的实施提供产品和技术保证

　　创业计划书实施的关键因素之一是其提供的

产品或服务具有市场前景。高等院校科研项目的

研发产品往往具有一定的技术优势和市场潜力，
这也是大学生创业计划确定产品和服务的最便捷

途径。同时，由于研发者往往就是本校的科研人

员或者教师，因此大学生就更容易获得他们最直

接和最全面的技术指导，一旦确定了以高校科研

成果产品作为创业计划的产品，高校科研团队可

以对创业产品的研发、生产、技术保证以及售后服

务都可以提供最直接的一条龙服务。当然，这需

要创业团 队 成 员 能 与 高 校 科 研 团 队 进 行 深 入 整

合，组合后的团队必定有利于产品的企业技术的

转化，提高创业计划的现实应用性。

　　 （三）孵化平台整合了高校科研成果产

品的需求方和供给方

　　我国高校科研部门承担了很多纵向横向科研

课题，而这些课题来源大多数于与高校同一系统

的产业发展需求。这是由我国高校发展的独特历

史所决定的。比如，铁路施工系统内的原铁道部

的所属高校与铁道部内的施工企业及铁路局企业

的关系。电力系统内的电力企业与系统内高等院

校的关系。甚至金融系统、建筑系统等都有传统

的行业内的企业和高校。而这些高等院校的研发

产品也大多数是满足行业内的企业需要。基于这

样的认识，高等院校的科研产品可以作为高等院

校大学生创业大赛的形成的企业主打产品，天生

具有明确目标市场优势。这从某种程度上造就了

创业企业的竞争优势，是保证创业大赛企业生存

和发展的基础之一。

　　 三、创业孵化平台及其运行机制设计

（一）以高校的科研产品及服务作为创

业大赛优秀计划书的主打产品

每年我国高校的科研成果都需要市 场 转 化，
传统的科研成果转化往往效率比较低，缺乏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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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企业平台。通过创业大赛的运作方式，选择优

胜团队作为产品的运作团队，通过直接对接的方

式完成科研产品的市场化转化，通过市场化运作

（如在团队组建后可通过招标的方式），完成创业

团队、高校科研团队、社会经理人团队的对接。

　　 （二）以市场化运作方式组建创业团队

创业大赛团队中优胜者可以重新优化组合组

建为创业团队，这些优胜者将获得学校创业孵化

平台的全方位支持，以保证优化组合的创业团队

能够真正将创业计划转化为创业实践。当然，创

业过程中可以进行公司化人力资源的重组，包括

可以引进社会人力资源。这样，大赛后的人力资

源不再仅限于原创业大赛团队。

　　 （三）以有技术及管理经验的教职工为

主体，吸收优秀人才组建创业指导团队

　　以本校技术及管理专家为主，根据需要随时

引进社 会 人 才 进 行 人 力 资 源 优 化。其 主 要 职 能

是：前期，给创业团队提供技术和管理指导；后期，
创业大赛结束后为获胜团队的企业化运作提供全

程保障和支持，包括如下功能：提供技术支持和保

障，提供资本运作的指导；提供企业管理指导；提

供社会公关指导；提供产品的市场销售指导等等。
其主要任务是保障创业大赛获胜团队能够在正式

创建企业的过程中能够生存和发展起来。

　　 （四）创业大赛指导团队的功能为建议

权，不具有决策权

　　企业初创期创业指导团队的费用由学校创业

基金提供。当创业团队的项目孵化成功以后（可

以以财务指标作为孵化成功的标准），创业指导团

队的费用以双向协商的方式由创业企业提供。创

业大赛指导团队仅有建议权不具有决策权。如创

业团队不需要创业指导团队的指导，则创业指导

团队进入新的孵化项目的指导。

　　 （五）以高校创业基金为主，必要时采

用市场化融资的方式

　　基于各高等院校创业基金的存在，创业指导

团队与创业基金委员会共同确定创业基金投入方

式以及招募社会资本的可行性。创业基金是高校

的创业资本，可以派人加入创业指导团队，这样创

业指导团队部分成员以在创业大赛公司的股权承

担股东责任，更便于对创业团队的指导。创业指

导团队协助创业企业进行的任何辅助性工作不承

担风险责任。所有辅助工作均应得到创业团队的

认可。当然，如果创业团队中有高校创业基金的

委托代理人，那么他们单独承担创业公司的股权

的增值与监管的责任。

　　 （六）创业孵化平台包括的子平台及其

职能设计（见图１）

　　（１）创业大赛子平台。其职能有：组建创业指

导团队、创业大赛团队成员招募、创业大赛指导、
优胜作品评选。由高等院校创业基金委员会或者

没有设立创业基金的高等院校办公室负责在高等

院校的职能科室及教师中选拔具有专业技术和管

理能力的人员组成创业指导团队，必要的时候可

以从校外招聘。创业大赛团队的招聘根据创业大

赛规则在校内的各专业内大学生中招募，自由组

成大赛团队；创业指导团队建立后收集高校各科

研单位的科研成果定期向全校师生公布其产品特

征及功能；创业指导团队成立后承担创业大赛各

小组的创业指导工作；对创业大赛的产品进行初

评，对于有价值的创业作品提交到省级及国家级

大赛部门评选。
（２）创业公司运作平台。其职能有：创业资本

招募、获奖团队人力资源优化、创业企业治理结构

设计、成立创业公司。创业资本招募由创业指导

团队与设有创业基金委员会的成员共同确立资本

来源，可通过不同形式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

融资；根据需要对创业大赛团队人力资源进行优

化，但创业团队应主要由创业学生组成，必要时吸

收个别优秀外部人力资源；按照公司法形成企业

的治理结构；最后完成公司建立的各个环节的任

务，这个过程可以由创业指导团队指导创业学生

完成。
（３）创业保障子平台。其职能有：创业技术保

障、创业资本运作保障、创业经营管理保障、创业

产品售后保障。所谓的创业保障平台其功能定位

为创业指导团队协助创业团队完成创业初期的运

作，保障创业企业在产品所需的技术上能及时得

到科研部门的支持；保障各类资本的及时全额到

位；保障经营管理的环节能够按照市场高效率的

运作，必要时提供相应的培训；对产品售后出现的

问题提供技术和服务保障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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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建创业指导团队

图１　创业教育孵化平台的运作流程及运作机制

　　（４）创业跟进子平台。其职能有：创业产品市

场指导、创业 渠 道 指 导、创 业 团 队 外 联 指 导。创

业产品市场指导是由创业指导团队根据产品面向

的市场利 用 校 友 资 源 协 助 创 业 团 队 完 成 推 广 工

作；协助创业团队建立高效适宜的产品渠道，必要

时协助进行产品渠道的招商与管理；协助创业团

队完成与政府、行业协会以及相关社会公关资源

的建立关系。

参考文献：
［１］李晓曼．大学生自主创业的 影 响 因 素 与 对 策 研 究［Ｊ］．

北方经济，２０１１（１７）：５１－５３．
［２］张羽 程，陈 瑞 昌．创 业 计 划 该 如 何 走 出“纸 上 谈 兵”

［Ｎ］．中国教育报，２００８－１２－２４（０２）．
［３］陈竹，周凯．高校 科 技 成 果 为 何 难 变 科 技 生 产 力［Ｎ］．

中国青年报，２０１１－０１－１１（０３）．

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Ｈａｔｃｈｉｎｇ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Ｐｌａｎ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ＷＡＮＧ　Ｙｉｎｇ－ｈｕｉ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ｈｉｊｉａｚｈｕａｎｇ　Ｔｉｅｄａ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ｈｉｊｉａｚｈｕａｎｇ　０５００４３，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Ｐｌａｎ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ｈａｓ　ｂｅｃｏｍｅ　ｏｎ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ｐａｒｔ　ｏｆ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
ｎｅｕ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Ａｓ　ｔｈｅ　ｓｕｐｅｒｉｏｒ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Ｐｌａｎ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ｐｌａｎｓ　ａｒｅ　ｓｅｌｄｏｍ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ｄ　ｉｎｔｏ　ｒｅａｌ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ｔｈｅ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ａｒｅ　ｆａｃ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ｒｅ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ａ　ｌｏｗ　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ａｓ　ｗｅｌｌ．Ｔｏ　ｉｍ－
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ｒｅａｌ　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ｐｒｏｄｕｃｅｄ　ｂｙ“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Ｐｌａｎ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ａｎｄ　ｓｃｉｅｎ－
ｔｉｆ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ｉｔ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ｂｕｉｌｄ　ａ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ｈａｔｃｈｉｎｇ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ｔｏ　ｐｌａｙ　ｔｗｏ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ｒｏｌｅｓ：Ｏｎｅ　ｉｓ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ｈｉｇｈ－ｔｅｃｈ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ｆｏｒ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ｉａｌ
ｔｅａｍ，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ｉｓ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ｒｅａｌ　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ｐｒｏｄｕｃｅｄ　ｂｙ“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Ｐｌａｎ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ａｎｄ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ｍｏｒｅｏｖｅｒ，ｔｏ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ａｎｄ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ｎｔｒｅ－
ｐｒｅｎｅｕ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ｐｌａｎ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ｈａｔｃｈｉｎｇ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０１１ 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９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