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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科技资源因“无的放矢”而共享不足，大学生却因“无米之炊”而创新创业举步艰难。为解决这两个问题，

从大学生“双创”和科技资源共享困境入手，提出科技资源共享与大学生“双创”耦合构想，进而提出科技资源共享助

推大学生“双创”的新模式，并对其运行机理、载体平台、功能设置以及实践成效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全链条

“共享—双创”协同创新体系的协同策略及发展建议，即在建设资源共享线、教育教学线、成果转化线及学生成长线等

4条协同育人线上下功夫，打造科技资源“共享—双创”协同生态圈，实现科技资源共享与大学生“双创”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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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Resources Sharing to Pro-
mote the “Mass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Model for College Students
——Take the "Sharing Cup" Innovation Competi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ources Shar-
ing Service for College Students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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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haring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resources has been insufficient due to “aimless”, while the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of college students have been difficult due to “making bricks without straw”.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s, first of all, starting from the dilemma of college students’ “mass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and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resource sharing, the concept of coupling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resource sharing and college students’ “mass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is proposed, and then puts 
forward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resource sharing to promote the new mode of “mass innov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and analyzes its operating mechanism, carrier platform, function setting and practical effect. 
Finally, the collaborative strategy and development suggestions of the whole chain “shared-mass innovation”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system are put forward. We should make efforts to build four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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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不断深化，国家

对大学生“双创”能力培养愈发重视。2010 年，

教育部出台《关于大力推进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

育和大学生自主创业工作的意见》，并于 2015 年

6 月又明确提出“把创新教育、创业教育贯穿人

才培养全过程”，大学生创新创业已成为高校教

育的重点任务之一。创新创业具有可教性，以创

新创业为范式的大学转型发展成为高等教育变革

的基本方向 [1]。2017 年 7 月，国务院出台《国务

院关于强化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进一步推进大

众创业万众创新深入发展的意见》，预示着新时

代需要大批创新创业人才。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

发展，大学生创新创业越来越依赖科技资源的有

效支撑，同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要求科技创

新资源配置更有效率 [2]。然而，现实情况却是科

技资源因“无的放矢”而共享不足，大学生却因

“无米之炊”而创新创业举步艰难。面对这两个

方面的问题和困境，我国在 2018 年发布了《科

学数据管理办法》《国家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

管理办法》等重要文件。2019 年以来，科技部、

财政部又调整优化建立了 20 个国家科学数据中

心和 31 个国家生物种质与实验材料资源库，提

升了科技资源的开放共享水平。基于此，本文将

以大学生“双创”教育模式创新的理论基础及现

实依据出发，探索构建科技资源共享助推大学生

“双创”的新模式，并以“共享杯”大学生科技

资源共享服务创新大赛为例，对其实践成效进行

总结分析，进而提出科技资源共享与大学生“双

创”的协同策略及发展建议。

1 问题提出与分析路径

1.1 大学生“双创”难题：创新创业角度

近年来，随着大学生规模越来越大，毕业就

业问题日趋严峻。为解决这个重要问题，我国政

府适时提出“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的号召，掀起

了创新创业即“双创”的新浪潮。熊彼特 [3]指出

创新理念的核心是生产要素的“新组合”。实际

上，很多研究认为“创新是各种生产要素的重新

组合”[4]，通过创造性的过程，产生新意、新想

法、新物体或产品等有价值性的成果，因此创新

应是过程性、结果性和价值性的结合体。创业与

创新是紧密相关的。创业是发现和探索有利于创

造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商业机会 [5]，是创新的

行动化和体现形式，创新的思维、意愿加上实践

能力、市场机遇才更易创业成功 [6]。而对于“创

新创业”概念乃是中国本土原创，是中国高等教

育转型发展需求的反映 [7]。

“双创”理念为解决大学生“双创”难题提

供了理论先导。创新创业能力是人的自我发展能

力的展现 [8]。但对于大学生而言，仍然存在着创

新能力不足、创新创业平台缺乏等问题。主要原

因：一是大学生用于创新创业可供掌握以及利用

的科技资源不足，大部分学生集中于本专业领域

研究，对获得其他领域或跨领域、学科的科技资

源缺乏一定的途径，掌握不足、了解不够，缺乏

创新思维。二是目前的大学生“双创”侧重知识

讲授，科技创新实践相对缺乏，并且对学生科技

资源获取、创新成果转化支持不够，这主要是由

于缺少整体的创新创业氛围以及完善的实践指导

体系所致。三是即使学生有创意，但由于展示平

台、评价方式缺乏，再加上保障体系和孵化机制

不健全 [9]，创新创业成为一厢情愿，难以付诸实

现。以上原因使得大学生“双创”的实际效果并

不像人们所期待那样理想。

1.2 科技资源共享困境：资源共享角度

科技资源作为一种特殊的资源，不仅对大学

lines, namely, the resource sharing line, the education teaching line, the achievement transformation line 
and the student growth line, and at the same time create a “sharing mass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collaborative ecosystem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resources, so as to finally realize the win-win situ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resource sharing and “mass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among college students.
Keywords: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resource sharing,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sharing cup” contest,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ecosp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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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科技创新具有重要保障作用，而且对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也将起到重要支撑作用。资

源最早含义是指自然资源，具有客观存在性。马

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劳动和土地，是财

富两个原始的形成要素。”恩格斯 [10]的定义是：

“其实，劳动和自然界在一起它才是一切财富的

源泉。”同时，资源与人的因素密不可分，也具

有社会性。随着海量科技成果的涌现，科技数

据、文献、期刊、专利（可公开）、光盘数据库

等 [11]也被纳入“资源”的范畴。实际上，资源只

有实现共享才能实现其价值。资源共享本质上是

利益的共享 [12]，是指互惠（Re-ciprocity），即每

个成员都拥有一些可以贡献给其他成员的有用事

物 [13]。由此看出，只有科技资源共享才能实现价

值的最大化。

资源共享理论为解决科技资源开放共享困

境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我国科技资源虽然很

丰富但共享效率却较低。一是资源闲置问题。国

家财政支持的高校、科研院所、实验室及企业研

发机构等中的仪器设施及科技成果很多都在“沉

睡”闲置，大学生、教师以及科研工作者较难得

到或难以及时得到急需的科技资源。二是“信息

孤岛”现象。由于部门利益、条块分割和个人利

益等原因，科技资源互联互通困难，在一定程度

上制约了科技资源信息开放共享。三是成果转化

困难。国家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产出

了大量的科技成果，但有很多科技成果并未在实

际中转化应用，对于满足国家战略发展需求以及

社会发展需要仍有很大的距离。因此，科技资源

的开放共享以及充分利用不仅必须而且必要。

1.3 科技资源共享与大学生“双创”耦合：协同

育人角度

大学生“双创”难题和科技资源共享困境这

两个看似不相关的问题，如果从协同论角度看，

是可以寻求解决之法的。协同论（synergetics），
亦称“协同学”，是系统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

源于希腊文，意为“协调合作之学”[14]。协同论

主要内容是协同效应、伺服原理及自组织原理。

广义上讲，教育系统外的要素进入该系统，与该

系统的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产生新的结构

与功能，称为协同教育 [15]。上文曾阐述，大学

生因“无米之炊”致使创新创业举步艰难，科技

资源因“无的放矢”致使资源利用效率低甚至贬

值。正是两者遇到的这种“窘境”才促成了二者

结合的可能，科技资源能够为大学生“双创”提

供“炊之米”，并在大学生“双创”中发挥重要

作用。

协同论虽然为大学生“双创”和科技资源

共享的耦合及协同育人提供理论支撑，但是科技

资源共享如何才能在大学生“双创”中发挥作用

呢？这不仅需要有理论的借鉴和理念的创新，还

需要独辟蹊径、创新方式方法。因此，有必要

探索搭建一定的平台或载体来解决。政府对科技

资源共享的大力推动、高校对于学生创新创业的

重视以及企业对科技创新成果的渴求，再加上互

联网技术的升级与应用，为产生新的大学生“双

创”模式提供了新的思路，即沿着科技资源共享

支持服务大学生创新创业发展的路径展开，进而

构建新型的大学生“双创”教育模式，通过实现

科技资源共享与大学生“双创”的耦合，这将对

科技资源开放共享利用、大学生“双创”教育甚

至是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均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

实践意义。

2 模式构建与实践成效

2.1 模式构建

从科技资源共享与大学生创新创业关系来分

析，科技资源共享的目的是为大学生提供更多的

科学研究“素材”和“原料”，使他们产生新的

创意，通过一定的知识整合和若干的实践活动产

生新的创新成果（论文、产品及专利等），再将

这些成果共享或有偿提供给企业进行创新生产，

服务于国家和社会，而在这个过程中，互联网起

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为此，可探索将互联网+、
科技资源以及“双创”三者相结合构建大学生

“双创”模式（图 1）。
（1）运行机理。基于科技资源共享的大学

生“双创”模式是一种集合“互联网+科技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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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创’”的协同创新体系，运行机理是协同主体

（政府、高校、企业）通过协同载体（互联网+创

新大赛+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作用于协同客

体（科技资源、大学生及科技成果）的过程性系

统。在这个过程中，协同主体中的政府、高校和

企业之间也存在协同，在协同载体中创新大赛和

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借助互联网实现协同，而

协同客体的科技资源、大学生和科技成果之间也

有协同关系。这是一种新型的协同创新体系，主

要是以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创新大赛为平台载体，

实现政产学研用相协同，通过科技资源共享推进

大学生“双创”发展。

（2）载体平台。科技资源共享助推大学生

“双创”模式付诸于实践，需要借助一定的载体

平台。这样的载体平台是指广泛意义上的大学生

创新大赛。创新大赛是科技资源共享的“双创”

模式的核心载体，以传播科技资源共享理念、提

升科技平台运行能力、服务创新创业活动为主

旨，是创新人员彰显创新思维、展示创新成果、

锤炼创新能力的实践平台。在运行过程中，紧紧

围绕大学生创新创业特点和需求，以“互联网+
科技资源”为理念，聚焦科技创新发展主题，积

极联合国家平台、科研院所、创新企业、专家学

者等力量，突出科技资源共享特色，为创新群体

创新创业提供科技资源、专家辅导、成果孵化等

全方位的支持，为我国多年来闲置的大量科技资

源提供流通和共享的渠道，并成为考核科技资源

共享服务“双创”能力及水平的“试金石”。如

“共享杯”大学生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创新大赛是

大学生创新大赛的一种形式。

（3）功能设置。这种模式的功能目的主要有

3 个：一是促进科学传播。围绕科学技术的前沿

探索和重大进展、科学传播的热点和焦点问题，

实行科技资源开放，大学生就节能减排、绿色生

活、防灾减灾、公共卫生、食品安全、航空航天

等方向，创作形成立意积极、主题鲜明的科普海

报、交互设计、微短视频等科学传播作品。二是

加强科学研究。围绕科技资源开放共享、数据分

析挖掘、前沿科技发展、现实问题解决等方向，

大学生根据各类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提供的资

源及互联网科技资源，开展相关理论与方法研

究，撰写形成具有较强研究和学术价值的学术论

文、研究报告等科学研究作品。三是助推创新创

业。围绕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

区块链、生物检测、智能制造等方向，大学生根

据各类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提供的资源及互联

网科技资源，设计开发形成创新性强、应用价值

高的应用软件、智能硬件、创业计划等科技创新

作品，与企业对接进行生产，形成新的产品，完

成科技成果转化。

2.2 实践成效

“共享杯”大学生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创新大

赛（简称“共享杯”大赛）由科技部批准并指

导，由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中心主办，国家科

图 1 科技资源共享助推大学生“双创”模式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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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资源共享服务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承办，国家及

省市科技资源平台及相关学会组织、创新企业共

同协办。“共享杯”大赛自 2013 年启动以来，目

前已成功举办 9 届。大赛始终以传播科技资源共

享理念、提升科技平台运行能力、服务创新创业

活动为主旨，得到了全国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和

创新企业的广泛关注和积极参与，取得了明显的

实践成效。本文将从科技资源共享在大学生“双

创”中发挥作用以及存在的问题加以分析，并以

2021 年第九届“共享杯”大赛（简称“第九届大

赛”）情况为重点进行数据分析。同时，参考第

四届至第八届赛事的相关数据 [16]，厘清大赛发展

脉络。

（1）构建新型资源共享模式，提升科技资源

使用效率。围绕“共享杯”大赛建立的科技资源

共享平台实质上是一种新型的资源共享模式，它

改变了以往从上到下推动式的资源共享模式，变

为自下而上需求式的资源共享模式，使科技资源

这个“米”有“锅”可以下，真正实现了资源共

享利用。一是大赛最大程度地发挥了网络信息化

的效能，将科学数据、文献、仪器、试验材料

等多类型科技资源供参赛者无偿使用，提升了大

学生搜集、获取及研究使用研究效率。二是大赛

将各类型科技平台上有价值的科技资源汇集在一

起，让大学生分别浏览查询共享利用，改善了科

技资源的闲置状况。三是大赛经过数年发展逐渐

成为创新人员彰显创新思维、展示创新成果、锤

炼创新能力的实践平台，为我国多年来闲置的大

量科技资源提供了流通和共享渠道，对科技资源

共享服务能力及水平的提升起到重要作用。以第

九届大赛为例，有来自全国近 7 万人关注大赛，

覆盖全国 32 个省级区域（其中有香港、澳门地

区）的 400 多所高校、40 多家科研院所及创新企

业参与大赛，共计 3 000 余个团队 6 000 余人参

赛，可见大赛巨大的影响力和大学生高涨的参赛

热情。

（2）构建新型科技创新平台，提升大学生

“双创”能力。从“共享杯”大赛的举办初衷以

及目的来讲，该大赛不仅是科技资源共享平台，

而且是新型的大学生科技创新平台，对提升大学

生“双创”能力具有推动作用。一是大赛为大学

生“双创”提供海量的资源供给，为大学生“双

创”能力形成及提升提供了良好的机会和条件。

学生通过参赛不仅能够充分了解最新科技前沿信

息、科研成果，而且能够利用平台上海量的科技

资源，对于提升学生科技资源获取及利用能力有

巨大的帮助。二是大赛严格评审方式及流程，成

立由知名院士、平台专家、领域专家及企业家组

成的大赛专家委员会，形成“资格审查—相似性

查重—初评—复评”多轮评审制度，对参赛作品

进行评审并提出合理化建议，从而为大学生“双

创”提供专业的指导。三是大赛的赛题设置及内

容多样化，涵盖论文报告、软件工具、多媒体、

软硬件设计、创新创业等，并为参赛人员持续开

通海量资源申请服务，提供开放性作品提交通

道，鼓励参赛学生充分利用平台资源，根据自己

的学科方向及研究所长，选择 1 种或多种形式展

开研究，激发“双创”兴趣，创造优秀作品。以

第九届大赛为例，大赛官网收到提交的作品涉及

论文报告类的有 1 019 件、应用软件类的有 132
件、多媒体类的有 203 件、智能硬件类的有 108
件、创新创业类的有 468 件。此外，大赛设置了

荣誉证书、参赛奖金、名师辅导、作品孵化、创

业支持等丰富多样的奖励形式，这在一定程度上

激励了大学生创新创业。

（3）构建新型利益共同体，实现协同创新

多赢局面。从资源依赖理论来讲，没有任何一个

组织是自给自足的，所有组织都必须为了生存而

与其环境进行交换 [17]。“共享杯”大赛将涉及科

技资源共享与大学生“双创”的关系主体，如政

府、高校、科技平台及大学生等，随着赛事的连

续成功举办，逐渐形成新的利益共同体。一是实

践过程中逐渐产生“生产主体+资源性质+服务

对象”的协同育人模式。其显著特点是：生产主

体的多主体、多来源，包含科研机构、政府、社

会公众、企业、高校等主体；资源的异种异质、

异构分布，包含大型仪器设备、科学数据、科技

文献等资源；服务对象的多领域、多需求，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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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商业、农业、医疗、科研等方面。这不仅

使科研及教育领域受益，还辐射到农工商、医疗

等多个领域，促成多方互惠互利。二是截至目

前，大赛已连续举办九届，累计覆盖全国所有省

级区域（含香港、澳门地区）高校 700 余所、科

研院所 100 余所，累计 1.9 万个团队，7 万名人

员报名参赛，参赛作品总量达 1.7 万件。先后有

60 多个国家和省部级科技平台加入并为参赛者无

偿提供科学数据、科技文献、试验材料、生物种

质等多种类型的科技资源，成为创新人员创新的

“活源头”。三是“共享杯”大赛发展成为科技资

源共享领域最知名、最具影响力的赛事品牌，形

成规模效应，这对政府层面科技资源共享、高校

人才培养、企业科技生产、大学生“双创”等均

有积极的推动作用，有助于形成各方多赢局面。

3 协同策略与发展建议

“共享杯”大赛取得了良好的实践成效，但

在运行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

几个方面：一是科技资源开放共享程度以及各

级科技平台的整合集成程度有待提高，整合集

成度的不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更多有使用价值

和创造价值的资源共享。二是参赛高校地域分布

不均，参赛高校大部分集中在经济相对发达的省

份，欠发达地区高校相对较少，双一流高校比重

有待提高，高校自身的“双创”模式以及对创新

人才培养的体系化建设等值得加强。三是科技创

新成果的孵化、产业化较弱，并且与企业、市场

对接不够紧密，科技成果转化率相对较低。四是

大学生的科技资源获取、利用及知识转化能力还

有待提高，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学生成长过

程中的“双创”能力。五是政府、高校及企业在

创新创业的协同联动上仍有很大提升空间，特别

是要在创造良好和谐的创新创业环境方面下功

夫。解决以上的这些问题，需要构建创新性、建

设性的模式并辅之以协同性的策略措施加以解

决，真正实现科技资源共享支撑服务大学生“双

创”的目的。

实际上，科技资源作为支持科技创新活动的

重要资源类型，能够为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等实

践活动提供重要支撑和保障 [18]。以科技创新大赛

为平台载体的大学生“双创”模式是一种新型的

协同创新体系，虽然存在一些薄弱环节，但实际

过程中的成效显著。随着国家对科技资源共享、

大学生“双创”的愈发重视，用户新需求、新技

术的不断涌现，科技资源共享与大学生“双创”

将迎来双赢的局面。但是为打开这种局面，大学

生“双创”模式需要不断地创新发展，并且应采

取一定的协同策略。因此，提出这样一条路径，

即构建以“大学生科技创新竞赛”为平台载体的

全链条“共享—双创”协同创新体系。具体说

来，主要是打造“四条协同创新线”和“一个协

同生态圈”（图 2）。
（1）四条协同创新线，旨在发挥政府、高

校、企业及大学生各自优势。资源共享线，着眼

于科技资源的开放、共享及利用的过程；教育教

学线，致力于把大学生专业教育、创新教育、创

业教育贯穿于教育教学培养全过程；成果转化

线，满足企业的创新需求，促进科技成果产业

化，整个过程是一个良性循环的过程；学生成长

线，主要过程表现为学生将科技资源的获取利

用，转化为知识创新，进而应用于创业实践的过

程。学生成长线与其他 3 条线是平行重合且相互

协作的。

（2）一个协同生态圈，旨在塑造良好的协同

创新环境。“共享—双创”协同生态圈，系政府、

高校及企业合力打造，聚焦协同创新的理念、文

化、生态、环境等，服务科技资源共享与大学生

“双创”，其中每个环节在自成体系的同时，与其

他环节密切相关、彼此配合，在良好的环境生态

中不断向前发展。

3.1 资源共享线：促进优质科研资源开放

科技资源共享是全链条“共享—双创”协同

创新体系的起始阶段，政府在这个环节中起至关

重要的作用。目前，我国创新创业教育属于政府

推动型 [19]，科技资源共享同样如此。政府依托行

政权力建立和完善科技资源大数据共享平台，并

将各个科技资源平台的优质资源集中起来，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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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举办科技竞赛如“共享杯”大赛，供学生开

展创新创业项目使用。与此同时，也为企业提供

科技成果资讯平台，为科技成果转化提供政策优

惠和转化便利。可以说，在这种模式中，政府既

是“领导者”又是“推动者”。一是探索“科技

平台+竞赛”共享模式。强化创新大赛的组织协

调，增加国家科技平台、省市科技平台加入参与

竞赛的数量，尽可能多地吸纳高校、学会、基金

会、科研院所、企业等组织参加，提高赛事规格

和影响力。同时拓展医学、农业、林业、海洋、

气象、生态等专业领域专项赛，实现赛事的多样

化和参与学生的多元化，持续做好科技资源共享

的宣传和推广。二是拓展地方性区域平台。在与

各国家平台保持联系的前提下，强化与各省市科

技平台、各协办单位、支持单位以及资源单位的

有效联络沟通，推动国家科技平台、省市科技平

台、科研院所及企业科技平台的纵向联合、横向

互动，构建更广泛的科技资源供给服务体系。三

是打造全国性的群智创新服务平台。在充分发挥

国家及省市级科技资源平台作用的基础上，进一

步延伸和扩展，探索搭建全国性的集成技术、管

理、市场、人力、培训等多产业要素的综合性群

智创新服务平台，充分发挥其在数据利用和资源

整合等方面的效能优势，持续提升不同领域的资

源共享水平，助推“双创”向前发展。

3.2 教育教学线：提升创新人才培养水平

教育教学是全链条“共享—双创”协同创新

体系的中间阶段，由高校具体执行，而高校开展

创新创业教育活动必须激发内生动力 [20]。目前的

教育类型主要分为专业教育、创新教育与创业教

育 3 种，高校除了应在教育理念、课程体系、师

资队伍和管理机制方面采取融合策略外 [21]，还应

加强科创方面的引导和培育。一是建立“竞赛+
高校”双创育人体系。创新大赛应与更多省市的

高校建立联系，争取更多高校加入。以往届参赛

的高校为出发点，以点带面，辐射带动周边高校

的关注与参与，激发重点院校特别是双一流高校

的参赛热情。二是推广“目的性学习”模式。众

所周知，科技资源的数量非常庞大，大学生短时

间内在浩如烟海的信息中找到有价值的信息，进

行创造研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高校应加

强“目的性学习”[22]，以课题探究取代学科专业

图 2 全链条“共享—双创”协同创新体系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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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习形式，让学生通过做课题项目来了解专业

知识的实质以及自身兴趣所在。三是打造大一

至大四乃至本硕博全过程的科创培养体系。高

校可通过举办科技创新训练营、创新创业大赛、

互联网+等活动，形成“班—院—校”三级递进

式竞赛链条，探索建立校企合作成果转化平台，

打造本硕博全过程科创培养体系，助力拔尖人才

培养。四是搭建创客平台并提供全程性“双创”

服务。搭建集创意收集、产品展示、交流沟通、

管理咨询、资源整合、项目孵化等功能为一体的

全产业链创客平台，帮助学生研发出一批最具市

场价值和商业潜力的产品，这样有助于帮助早期

的大学生创业公司启动和快速成长。

3.3 成果转化线：提高创新成果转化率

科技成果转化是全链条“共享—双创”协同

创新体系的最后阶段，企业在这一环节中起到至

关重要的作用。大学生是科技创新的主体，而企

业（含校外企业或大学生创业公司）是推动科技

成果向产业（产品）转化的主体，在打通科技到

经济通道中起关键作用，并且科技成果转化能够

有效地将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链接在一起 [23]。一

是加强参赛作品的培育孵化。科技创新大赛的目

的是在推动科技资源共享的基础上，实现创新型

人才的培养，因此应不断细化大赛评审细则，完

善奖项设置和颁奖方式，真正提高获奖作品在学

生评奖评优、升学就业、论文发表、成果孵化中

的价值作用，并加强对获奖人员及获奖成果的跟

踪，加强大赛社会力量的合作和参赛作品的培育

孵化。二是推动科技成果向产业转化。中小企业

是技术创新的重要主体，应以中小企业的创新需

求为落脚点，在竞赛中增加社会企业、机构指定

性题目和研究课题，供学生进行选择并研究。同

时围绕企业创新需求，加快中小企业与高校、科

研机构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建设科技成果转化服

务平台，将创新创意生产为产品，逐渐实现科技

成果产业化。三是加强企业与市场的有效对接。

企业通过资源共享形式获得学生的科研创新成

果，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减少重复投入，科学高效

地开展技术创新及产品生产，实现企业产品与市

场需求的对接，推进科技成果产品走向市场，这

对企业打造市场核心竞争力、提高科技资源利用

率具有重要的作用。

3.4 学生成长线：增强学生“双创”能力

学生成长线是全链条“共享—双创”协同

创新体系的关键所在。实际上，学生“双创”能

力不断提升的过程也是学生不断成长的过程。政

府推进科技资源共享、高校加强教育教学以及企

业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3 条主线密切协同，其根

本目的是不断提升学生“双创”能力。一是应增

强学生科技资源共享利用能力。人机交互的发展

历史，其实是从人适应计算机到计算机不断地适

应人的发展史 [24]。计算机对于科技资源信息的

提供或者供给水平是大学生资源共享的前提和基

础，否则共享就成为一个空谈。学生的科技资源

搜集挖掘能力、计算机应用能力直接决定其资源

共享能力以及利用资源进行科研创新能力，在目

前互联网时代，这是大学生需要具备的核心能力

之一。二是增强学生科技知识交流与知识转化能

力。学科交叉创新来源于不同学科之间的交流和

与碰撞。在目前的网络环境下，学生与学生、教

师及科研人员通过网络计算机实现频繁且高质量

的交互，能够大大提升科技资源信息共享的畅通

性和充分性，实现科研知识向创新成果的快速转

化。三是帮助大学生将创意转化为创新创业能

力。科学研究的目的是为科技实践服务，学生运

用所学服务于国家需求和社会进步才是“双创”

教育的目的所在。大学生通过科技资源共享产生

一定的创意，并将这些创意转化为创新的知识成

果以及创业的社会实践。在此过程中，提升学生

在科技创新成果展示、专业咨询以及应用利用等

方面的能力非常重要，因为这决定着科技成果的

转化。从这一点来说，“双创”与生产实践是有

机结合在一起的，有助于学生的成长成才。

3.5 “双创”生态圈：打造“共享—双创”协同

生态圈

“共享—双创”生态圈是全链条“共享—双

创”协同创新体系的环境因素，需要政府、高

校、企业乃至大学生的合力打造，强化政府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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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高校主动、企业主推及大学生自觉的联合作

用，从而推动创新成果产出和培养创新创业型人

才 [25]。具体举措：一是传播“共享—双创”理

念。以创新大赛为平台载体，借助微信公众号、

官方QQ群和官网平台等形式，定期发布参赛动

态，及时发布公告或说明，并且全程全时做好在

线答疑解惑，加强科技资源共享与学生“双创”

的交流互动。同时，开展全方面宣传推介，传播

科技资源共享及创新创业理念，扩大创新大赛在

各行各业的影响力，从而吸引更多大学生参与其

中。二是培育创新、创业精神文化。将技术支

撑、资源整合、教育教学、项目孵化等融为一

体，激发和培养大学生创新创业精神，增强学生

资源获取能力、科技创造力、知识应用能力、团

队合作及解决问题能力，有效提升“双创”能

力。三是建设健康和谐的网络共享生态。互联

网在科技资源共享及学生“双创”中起到关键

作用。一方面，要完善创新大赛官网的功能板

块，优化在线管理、作品阅览、证书下载、交流

互动、宣传推广等功能，与大学生、科技资源实

现良性对接。另一方面，要强化网络伦理、法律

保障及惩罚机制，促进大学生形成网络自觉，使

资源信息互通共享进入良性轨道。四是塑造良好

“双创”环境氛围。打造区域性创新创业群落，

切实将国家科技平台、省市科技平台，优秀企业

以及一流高校联合在一起，强化共享科技资源、

吸引投资融资、创造就业创业机会等功能性建

设，形成汇聚创新创业人才的优质环境。同时，

对这些群体采取政策倾斜、财政激励及税收优惠

等，为建成并发展全链条“共享—双创”协同创

新体系提供重要支撑，促进学生“双创”向全民

创新创业转化，形成“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良

好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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