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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对大学生双创基地建设进行分析，系统梳理大学生创业孵化服务内容，对大学生创业孵化服务

进行产品化、专业化、平台化运营，搭建标准化的创新创业服务体系，从而指导创业基地规范化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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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systematically	 sort	 out	 the	 content	 of	 college	 students'	 business	 incubation	

service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double	creation	bases,	conduct	the	business	

incubation	 services	 of	 college	 students	 in	 transition,	 specialization	 and	 platform	 operation,	 and	 establish	 a	

standardized	 innovative	 and	 entrepreneurial	 service	 system,	 so	 as	 to	 guide	 the	 standardized	 operation	 of	 the	

business	b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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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创新创业基地建设存在的问题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浪潮下，大学生创业环境不断优

化，大学生创新精神和创业意识不断增强，项目数量和规模不断

提高，创业成功典型也不断涌现。但是，大学生创业基地建设和

运营工作尚处于起步阶段，还存在缺陷。具体表现在：一是缺乏

市场化引导，大学生创业与市场需求脱节；二是缺乏产业化对

接，大学生创业项目难以与地区主导产业、优势产业相融合；三

是缺乏专业化服务，大学生创业基地往往是纯公益化运营，难以

建立持续的、自我造血的运营模式，也就难以搭建专业化的孵化

服务体系。

二、创新创业基地服务的内容

通过大学生创新创业需求调查及分析，结合其他社会资本创

办的创业基地孵化服务经验，学院提出办公空间支持、公共技术

服务平台、共享商务中心、创业导师服务、创新创业培训服务和

双创活动支撑“六位一体”的孵化服务体系。

（一）办公空间支持

大学生创业对办公空间的支持不仅仅是办公场地，还包括实

验场地、活动场地和展示空间。主要服务产品包括灵活办公空

间、固定办公室、公共会议室、公共接待中心、路演大厅、公共

产品展示中心等办公配套服务。

（二）公共技术服务

大学生创业过程中，一方面要向其提供公共实验室、实验设

备、检验检测设备等基础设施帮助其进行技术开发、试验、推广

及产品设计等；另一方面要引入外部资源为其提供技术咨询及技

术指导和专利转让等服务。

（三）共享商务中心

共享商务中心主要解决大学生初创企业运营过程中的管理难

题，包括工商注册、财务代账、员工招聘及培训、公共行政管理

等。包括行政外包服务、商务租赁服务、企业服务接件和机构定

点服务。

（四）创新创业培训

针对大学生初创企业的规模相对较小、创新能力和融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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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不足、技术人才相对缺乏等特点，由创业基地每年分类组织

培训。一类是提高知识和技能，如专题培训、创业课程、创业讲

堂、创业学院；一类是重点解决创业者的项目论证难题，协助编

制项目建议书、可行性报告及商业计划书。

（五）创业提升服务

根据其创业过程各阶段的特点，邀请各行业专家、行业领

袖、投融资专业人员等进行一对一、一对多咨询辅导，以专题诊

断、上门指导、专题培训等方式提供导向性、专业性、实践性的

辅导服务，对企业进行观念引导、政策指导、技术辅导、人才推

荐、企业规划等多方面的服务，对企业进行深度辅导。

（六）双创活动支撑

以大学生创新创业赛事活动为引领，设立创业基地的科技文

化节，营造鼓励创新宽容的创新创业氛围。包括各类创新创业竞

赛、开办专题对接和创业沙龙、邀请在创新创业方面取得突出成

绩的校友返校为大学生作专题讲座、加强科普宣传和定期举办创

新创业大赛，征集、筛选创新创业优秀项目进行深度孵化培育等

活动。

三、创新创业服务体系的标准化

（一）服务体系标准化建设模式

开展服务体系标准化工作，有利于规范创业基地建设、提高

服务质量、增强大学生创业企业核心竞争力，为创业基地的运营

和管理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大学生创业基地创新创业服务体系

标准化建设主要包括服务内容产品化、服务渠道网络化和服务流

程规范化。

1. 服务内容产品化。是指将每一项对大学生创业的服务都梳

理成服务产品，包括服务提供方、服务内容、服务方式、服务流

程、服务效果描述、收费标准、服务案例、联系方式等，并形成

服务产品清单。

2. 服务渠道网络化。是指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手段，通过线

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为大学生创新创业提供孵化培育服务。在大

学生创业基地线下空间载体运营的基础上，线上服务平台包括门

户网站及微信公众号、微信群、QQ 群等多种形式。为促进大学

生创业基地与科技服务业创新、融合、集聚发展，吸收互联网及

电子商务的成功经验，依托高等院校在创新创业领域的海量线下

资源，通过大学生创业服务电商化创新，加速推进互联网模式下

的科技服务应用普及。

3. 服务流程规范化。是指对各项孵化服务的范围、内容、程

序和处理方法进行规定，即制定服务标准。大学生创业孵化服务

的工作流程梳理主要包括“需求采集—导师分析—服务对接—跟

踪评价”几个阶段，由创业基地工作人员通过线上线下渠道采集

大学生创业过程中的各项服务需求，汇总后交给创业导师进行需

求分析，然后将同一大学生企业的多项需求梳理成集成服务包，

将多个大学生企业的同一需求梳理成团购服务包，集中推送到相

关的科技中介服务机构，跟踪督促服务机构做好服务工作，并对

服务机构的反应速度、服务态度、服务效果、收费合理性等进行

评价。

（二）服务体系标准化保障措施

要做好大学生创业基地的服务体系标准化工作，需要有高效

的运行机制保障。

1. 导师服务机制。由以辅导员、成功企业家、天使投资人和

专业人士等为主组成的专（兼）职创业导师队伍，发挥传帮带的

引领作用，加强对大学生创业者的指导。创业导师制度主要包括

选、聘、导、评四个环节，选是指发掘合适的创业导师人选；聘

是指创业导师确定合作关系；导是指建立导师与大学生创客间的

对话机制；评是指对导师的辅导工作进行评价。

2. 资源共享机制。为充分利用高校的资源优势服务创新创

业，尤其是将科研资源向创业倾斜，可改变科研资源前付费为前

担保模式，由大学生创业基地运营机构建立科技资源数据库，对

校内科研资源进行汇总，前期对大学生创业项目进行评估后免费

使用，在其创业项目成功（取得稳定的经营性现金回流或得到风

险投资）后再合理分成，从而实现科研资源的有效回报。

3. 资金保障机制。大学生创业基地的公益性决定了其不能通

过孵化服务获得经营性现金流，即无法通过日常工作实现运营资

金的自我平衡。一方面，需要设立专项工作经费保障基础运营；

另一方面，可将孵化服务折算成技术股份，以公益参股的模式对

孵化项目进行持股孵化，约定在大学生学业期间，不控股、不干

预创业企业的日常运营管理，3 年内不按年度分红，大学生毕业

若持续运营该创业企业，3 年后将股份转为普通股，从服务的成

功项目中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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