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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时代背景下,创新创业教育是创新创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智力支撑,而创业教育高质量发

展需要创业教育支持体系提供重要支持,同时创业教育支持体系的建设也是创业型人才培养和创

业师资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然而,大学生创业支持体系尚未完善,仍处于理论与实践的探索阶

段。为此,本文基于生态系统理论与协同创新理论,运用文献研究、案例分析的方法,从师生双主

体角度分析了高校创业教育支持体系目前存在的理念认知滞后、协同效能不高、支持力度不足等

问题,尝试提出基于师生双主体发展的高校创业教育支持体系,并从微观-中观-外观层面分析其运

行机理,通过信息流动、资源共享、育人协同三大支持模块,以师资结构优化、课程体系完善、政府

评价导向、政策制定保障、社会文化支持、资源平台支持六大支持要素,促进创业师资队伍建设与

创业型人才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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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教育支持体系的完善是迎接新一轮产业

革命的必然要求,是高校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

迫切需求,也是推动高校“双创”教育创新升级与创

新型人才培养的重要突破点。当下,我国高校创业

教育支持体系面临着创业教育支持体系理念认知

滞后、协同效能不高、支持力度不足等困境。本文

旨在以新时代创新创业型人才培养要求为背景,以
师生双主体发展的创业教育支持体系为切入点,剖
析高校创业教育支持体系的困境与现状,分析高校

创业教育支持体系的建设思路与策略并提出相应

的模式与建议。

1 文献综述:高校创业教育支持体系

的相关反思

1.1 高校创业教育支持体系的文献综述

学术界对于创业教育支持体系的概念界定尚

未形成统一观点,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从活动主

体分析,将高校、社会参与者等责任主体作为研究

对象。另一类是从构成要素角度分析,将教育、资
金、服务等创业教育支持体系的组成要素作为研究

对象。前者认为创业教育支持体系构建需要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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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持体系、教育体系、创业服务体系及个体创业能

力培养体系。后者认为各个构成内容将更好支持

创业教育支持体系的发展。
国内学者从不同视角下对创业教育支持体系

内涵的界定,国内学者廖倩、张海龙从利益相关者

角度出发,利益主体就是创业教育发展的支持主

体,是高校创业教育重要的内部和外部支持[1]。汤

善芳从多维度考量支持体系,认为高校的政策、组
织、课程等支持,同政府对小型企业创立的扶持与

组织保障、相关支持法案,政府对高校创业教育的

扶持政策共同构成了美国支持创业的制度框架[2]。
郭龙按照创业教育社会支持主体为标准进行分类,
分为高校、政府、企业和家庭及个人四个主体,由四

个主体构成创业教育社会支持体系,并尝试搭建了

指标体系和评价模型[3]。国外学者duval-couetil从

评价体系角度认为创业教育支持体系的评价要素

需要扩展创业教育学和创业教育评价相关学术论

文的发表渠道,实践评价部分要将基金会、组织和

投资者纳入评价主体,为提高研究质量的需要设置

控制组克服自我选择偏差的影响[4];Kretz认为创

业教育需要从课程体系和培训、孵化器、导师、种子

基金等提供支持,大学与企业共建创业教育支持体

系会对当地企业的活动与招聘产生积极影响,拥有

创业意图的学生将创建公司,创造就业岗位;研究

发现大学毕业生创办的企业比在校教师研究者的

更大;支持学生创业也为大学发展提供更多选择,
进而改善当地的经济状况[5]。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明确了创业

教育支持体系建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展开论述,
但已有研究基本集中在要素组成、运行机制、内涵

界定、发展现状、路径构建等方面,也有从利益相关

者角度、社会支持主体角度、多维度考量等不同角

度界定创业教育支持体系的内涵或内容组成,很少

涉及创业教育支持体系的运行机理、构成模块等问

题,尤其缺乏基于师生双主体视角的研究。为此,
本文从创业教育支持体系构成要素角度分析,基于

师生双主体发展的创业教育支持体系是指将课程

体系、师资结构、评价导向、政策支持、制度保障、平
台建设、文化氛围、舆论环境八个构成要素作为研

究对象,生态系统理论中八个要素将从不同环境层

次影响双主体发展,通过各要素的协同创新产生协

同效应,为创业人才培养和创业师资成长及两者间

的互动提供要素支持及各要素之间的协同创新

支持。

1.2 “双主体”重构高校师生关系的思考

有学者将主体性与主体间性引入师生关系,认

为主体与主体间是相互联系的[6]。当主体之间相互

承认和肯定其他个体身份时,其他主体才真正存

在[7]。主体性和主体间性相辅相成,取得主体性是

基础,获得主体间性是进一步超越。从主体间性角

度出发,在理论上,师生通过主体间的沟通与理解,

达成认识的一致与观念的融合;在实践上,避免了

师生相处中产生的功利性和工具主义倾向,形成了

师生平等交往、合作共进为基本特征的教育教学实

践关系[8]。

师生双主体在交往活动中,形成的互动交流和

身份关系是教育行为的一种表现形式,这种形式本

身就含有教育意义。师生交往具有交互性、教育

性、连续性等特征[9]。师生共同参与在互动活动中,

即包括观念、情感和行为的交互,更包括三者之间

的直接或间接的相互影响。本文中师生双主体是

指教师与学生处于平等地位且具有独立性,教师与

学生互相尊重并承认对方主体身份,在交往活动中

都是自己行为的主动发出者。

2 时代使命:创业教育支持体系的构

建势在必行

2006年,欧盟发布的“奥斯陆创业教育议程”,

使创业教育成为欧盟教育发展战略的重要部分,同
时也是欧盟推动构建创业教育支持体系的重要举

措。2013年,通过对研究美国11所在创新创业教

育领域取得成功的高校,美国发布了《创新创业型

大学:聚焦高等教育创新创业》报告,报告从师生创

业、知识产权保护、校企合作及推动区域经济发展

等方面出发,体现了美国政府对各高校构建创业教

育支持体系的重视[10]。创业教育支持体系的构建

已经成为国际教育领域的关注热点。

2.1 国家经济产业转型升级的必然要求

我国经济已经迈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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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则是经济繁荣的重要驱动力。创新创业的发

展将推动科技创新与技术进步,进而产生颠覆性创

新,改变经济发展的结构与方向。终身学习的关键

在于创新创业能力的获得,创业教育能否培养出适

应国家经济发展的创新创业能力人才,将决定国家

在技术发展上的领先地位,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国

家在新一代产业革命的竞争力[11]。《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进一步支持大学生创新创业的指导意见》(国
办发﹝01﹞35号)进一步明确创新创业教育在人

才培养中的重要地位,强调创新创业教育内嵌于人

才培养全过程[12]。显然,国家对新时代创新创业型

人才高质量发展提出新的要求,高等院校应该构建

全面、系统的创业教育支持体系,为在校大学生创

新创业提供全方位、一体化的支持服务。因此,构
建有利于培养创新创业型人才的创业教育支持体

系顺应了时代发展的要求。

2.2 高校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需求

随着社会的发展,高等学校发展与社会需求不

一致问题愈发凸显。高校的科技园偏向行政管理,
忽视市场需求和区域经济发展特色等问题制约大

学生创新创业的发展。在“教育为学生未来生活和

就业做准备”的教育理念下,斯坦福大学培养学生

具有创新思维、设计思维与创新创业素质,成为具

有创新精神、创造能力等杰出人才;教育目标上,鼓
励学生学以致用,提高实践能力。因此,创业教育

支持体系的完善有利于高校适应高等教育改革的

需要,促进高校管理体制机制的健全。

2.3 创业教育培养创新人才的内生动力

高等教育面临教育体制改革与传统育人格局

突破的问题,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要求培养适应新时

代发展的高质量人才。培养创新型人才需要创业

实践与理论教育的参与,创业教育以学生创新素

质、创业精神为培养目标,与创新型人才培养内核

要求相一致。国家发展转型呼吁创新人才,进而要

求教育变革,创业教育支持体系的完善正是这变革

中的一环。教育者与受教育者是创业教育生态系

统中的重要主体。因此,高校需要构建以培养创业

型人才为核心,创业师资成长并行的支持体系,创
业师资教师专业能力发展提供环境建设支持,为创

新创业型人才素质、能力与精神的建设提供全面发

展支持。

3 发展阻碍:高校创业教育支持体系

存在的问题

3.1 “师生双主体”创业教育支持体系运行

机理的理念认知滞后

传统师生关系是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教育教

学的主导者,师生双主体意识薄弱。传统教育理念

强调“师道尊严”,仍存在以教师作为知识的权威

者、绝对的领导者等错误认知。以学生和教师作为

教育过程中的主体,教师教育教学能力的增长与学

生全面发展并进,教师与学生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共

同进步,共同成长的师生双主体意识薄弱。在教学

中,教师教育教学的知识、技能、方法等专业能力的

提高与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素质教育都要

得到重视。

3.2 “师生双主体”创业教育支持体系构成

模块的协同效能不高

在“师生双主体”创业教育支持体系中协同效

能不高,信息流动、资源共享、育人协同不足。信息

流通渠道不畅。如高校教学资源与市场发展最前

沿信息不能有效接轨,不能引领科学技术的发展;

各类资源不能有效共享。师资体系不能做到专兼

职结合,高校教师缺乏到企业实践锻炼机会,高校

最新科技成果不能有效商业化,止步于实验室或创

意想法;各支持要素之间不能进行有效的协同效

应,政府、企业、高校三方、协同育人意识淡薄,三方

不能在理论与实践方面进行合作来推进创新型人

才的培养。

3.3 “师生双主体”创业教育支持体系构成

要素的支持力度不足

课程体系不完善,缺乏系统的课程大纲与课程

设置,实践课程流于表面,理论课程教材、精品课程

及示范课较少,优质课程匮乏,不能与本专业课程

有机结合;资源整合能力差、为初创企业提供的支

持服务尚未标准化;创业文化与创业成功案例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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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造典型,尚未形成创业遗传代码;创业师资队伍

结构不合理,专兼职教师结构尚未形成,创业师资

职称评定与晋升机制没有得到规范,创业师资薪资

待遇、福利体系尚不完善,培训讲座不能体系化、常
态化。创业教育支持体系各要素的构成不能得到

充分的支持。

4 建议对策:“双主体”高校创业教育

支持体系的模式分析

创业型人才作为受教育者与创业教育者处在

创业教育系统的核心,两者之间的发展与互动将影

响创业教育效果。以生态系统理论和创新协同理

论为基础,分析创业型人才培养的影响因素与环境

层次,得出基于师生双主体发展的高校创业教育支

持体系模式。

4.1 基于师生双主体发展的高校创业教育

支持体系的运行机理

该模式共包含四个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环境

系统,微观系统的主体是教师和学生,通过教师和

学生之间的互动影响提供支持;中观是以高校为主

体,通过课程体系的完善以及创业师资结构的优化

提供支持;宏观系统以政府为主导,以政策制定,制
度保障,评价导向提供支持;外观系统是社会,以文

化氛围、舆论导向、平台服务提供支持;各个子系统

之间通过建立合作、达成信息流动、资源共享、育人

协同。

美国心理学家麦克利兰提出的“素质冰山模

型”,在创业教育教学情境下,以创业者为对象进行

分析,分别对应包括隐于冰山下的创业心理素质和

显于冰山上的创业能力[13]。创业型人才的理念、理

论支持、实践、资源平台、素质发展等方面需要获得

支持。理论与素质发展方面,从高校获得系统的课

程教学和专兼结合的师资支持;从政府获得创业政

策和制度保障以及宏观评价系统的把控支持。政

府建立创业风险投资基金会,为学生创业提供支

持,拓宽创业资金的来源,鼓励发展风险投资行业;

建立国家创业教育标准,形成创业型人才素养结构

标准。实践与资源平台方面,在社会环境中,基于

区域经济特色,以为区域发展服务为使命。与政校

企三方共建合作伙伴关系网络,利用区域经济发展

优势和高校优势学科,打造产业集群;理念上,促进

以冒险精神和创新精神为核心的创业文化氛围形

成,提高创业者的社会形象进而引导产生正向的社

会舆论。
根据我国学者朱旭东的教师专业发展理论模

型,教师专业发展基础包括精神、能力、知识,专业

发展包括教会学生学习、育人、服务[14]。创业师资

成长需要从理念、结构、素养、职位考核及教学评

价、培训等方面获得支持。从理念上,创业师资需

要认同创业教育,从结构上,校内和校外导师的专

兼结合,选择有创业经历的企业家担任导师。建立

健全创业师资的晋升机制,需要将创新创业活动成

果纳入等级职称评选标准中;允许创业师资到企业

挂职,鼓励高校教师出国攻读创业学博士学位,为
高校教师提供定期的创业培训,为创业师资提供培

训支持;设立创业师资奖、创业项目奖等奖项,鼓励

教师参与创新创业活动,建立健全创业师资福利保

障体系,为在校创业师资提供全面的福利待遇。设

立创业师资教学评价标准体系,定期考核创业师资

教学能力,建立展望性、过程性、诊断性的评价指

标,以提高创业师资教学质量和实践教学能力。创

业教育支持体系将从生态系统各层次为师生间观

念、感情和行为活动等方面的直接或间接的相互

作用。

4.2 基于师生双主体发展的高校创业教育

支持体系的构成模块

基于师生双主体发展的高校创业教育支持体

系的构成模块,以政府、企业、高校为主体,通过信

息流动、资源共享、育人协同三核驱动为双主体发

展提供支持。
(1)信息流动

知识经济时代,高校创新落后于社会发展需

求,信息壁垒造成信息滞后,信息滞后影响高校课

程完善与教师结构的优化,课程知识不能迎合社会

发展需求,创业型人才培养需要与时俱进的知识更

新、素质结构与能力提升不能得到满足;政府不了

解高校创业型人才培养和创业师资队伍建设的真

实情况,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相关政策的针对性和配

套性;社会舆论与文化对创业者形象认可度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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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低,创业成为学生们“逼上梁山”的最后选择。在

信息沟通互联模块中,高校与企业共建云智能沟通

平台,使信息及时流动;高校与企业合作建立创业

培训实践支持服务平台,将前沿的市场与技术信息

提供给创业师资与创业者。通过线上+线下的形

式,企业将与高校建立有效的信息沟通渠道,促进

创业师资队伍的经验积累,培养满足时代发展需要

的创新创业型人才。政府作为宏观政策制定者与

创业教育的主导者,应该做好对政策落实的反馈收

集和研究,提高政策的配适性和针对性,建立政策

反馈收集渠道,为初创企业及创业者及时解决问

题,充分了解创业师资队伍的发展需要。最终实现

信息及时传递、信息接收迅速、信息沟通有效、信息

反馈真实。
(2)资源共享

创业教育支持体系的发展,需要各主体打破边

界,建立资源共享池,为各方发展提供支持。创业

教育师资队伍结构未达到最优化,缺少有丰富创业

经历的专任教师;大学生初创企业缺乏专业指导与

稳定的资金支持;基于区域经济发展的大学生初创

企业资源匮乏,受制于地域限制,资源再生能力差。
根据资源依赖理论,在由一个多主体构成的系统

中,每一主体自身的资源优势及为系统发展的贡献

是其赖以生存的基础。
通过跨界联合,高校、政府和企业创新发展,形

成了互相资源依赖的格局:高校的科技创新依赖对

市场需求发展的把握和企业科技创新的需要;企业

依赖于高校智库,高校为企业发展提供人力资源和

技术支撑;政府发布政策和发放资金,高校与企业

依赖于它创造的政策导向和资金扶持;政府依赖于

高校和大学的发展来产生经济生产力和创新发展

格局。资源系统内部的互补与协调、创生出了协同

共进、优势互补、资源共享的新发展格局。每个主

体提高了应对风险的能力、适应环境的能力。构建

创业教育资金资源共享机制,整合政校企三方创业

教学资源,协同打造创业师资团队,形成创业教育

战略联盟,实现资源共享互通,提升创新创业教育

质量和社会效率。最终实现资源优化整合、资源高

效共享、资源有效利用、资源再生共创。
(3)育人协同

高校、企业、政府缺乏协同育人意识。基于路

径依赖理论,高校创业教育依照传统的教学理念与

方法,以行政思维管理孵化器和众创空间,偏重于

理论教学和知识学习;“产业链-人才链-创新链”连
接不紧密,高校不注重将创业型人才培养与地方经

济和产业发展对接,缺乏主动与地方政府、企业进

行合作的意识;三方主体缺乏协同机构,链接三方

育人需求与资源。政府、高校、企业根据实际需要

以工作会议、专业讲座、创新创业活动等形式促进

协同育人理念的形成;建立健全以创业型人才培养

为目标的协同育人机构;高校依据区域经济发展建

立富有地方特色的创业教育校本课程,将当地经济

发展需求与课堂知识学习同步更新,使“产业链-人
才链-创新链”有效融合。高校开展“地方经济发展

创业活动”,联动各方促进在校大学生为区域经济

发展建言献策。最终形成协同理念认知、协同机构

健全、协同连接紧密、协同成果共享。

图1 基于师生双主体发展的高校创业

教育支持体系模式的构成模块

Fig.1 The
 

modules
 

of
 

university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support
 

system
 

model
 

based
 

on
 

the
 

dual

subject
 

development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4.3 基于师生双主体发展的高校创业教育

支持体系的构成要素

基于师生双主体发展的高校创业教育支持体

系模式的构成要素,主要包括课程、师资、政策、评
价、文化、平台、资金支持。

(1)提供系统多样、专创融合的创业课程支持

体系化的课程是创业型人才培养的基础。高

校应该形成模块化、系统化的创业教育课程体系。
同时,改革人才培养方案,将创业型人才培养纳入

人才培养体系之中。依据不同学生的发展需要,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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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多层次创业教育必修与选修课,形成以商学院为

中心,辐射全校的涵盖经济学、管理学、法学的创业

知识课程体系。为关注学生的实际体验和经验获

取,各学院开设与本专业相结合的创业教育实战课

程,学生将创业知识与本专业知识结合,以小组学

习、合作、讨论等形式,开展创业项目活动计划。
(2)形成结构合理、专业发展的创业师资支持

创业师资是创业教育发展的重要主体之一。
建设专兼职结合的创业师资队伍结构,允许企业

家、创业成功的校友担任兼职教师,为学生提供真

实的创业案例和创业经历;设立创业教育硕士学位

和博士学位,保证创业教育师资队伍的稳定和质

量,提高创业教育在高等教育中的地位;高校鼓励

在职教师出国交流访问,接受系统的创业教育培

养,攻读国外名校创业学硕士或博士学位;将创业

教育成果纳入教师职称评价体系之中,设立优秀创

业教师奖、优秀创业课程奖项,鼓励教师投身于创

业活动中;保证创业师资的福利待遇,包括退休金、
休闲项目、人寿和伤残保险等。

(3)建立系统性、配套性的创业教育政策支持

政治制度和社会环境决定了在创业教育体系

中,国家位于创业教育发展的主导地位。政府政策

和税收法律对创业教育具有导向和引领作用。新

冠疫情背景下,中小企业遭受冲击较大。建立大学

生创业的配套政策法规,为大学生创业场地、创业

启动资金、税收等方面提供资助帮扶服务;随着政

策客体的不断扩容,政策主体日趋多元化,政策跨

界协作成为推动创业教育政策创新发展的主要方

式。教育部等国家创业教育相关部门发挥宏观指

导作用,地方政府因地制宜落实政策。简化初创企

业申请流程,降低创办企业门槛和费用。
(4)构建标准统一、科学合理的创业评价支持

创业教育评价是衡量和评估创业教育效果的

重要方法。吸收借鉴创业教育发展成熟国家的成

功案例,推动建立《创新创业教育国家标准》,并将

其纳入本科高校评估指标。当下提倡的“破五唯”
也体现了教育评价改革趋势与路径。同时,设立创

业教育过程、结果、价值的评价体系,保证创业教育

效果报告的真实有效;注意采用多元评价,由结果

评价向重过程、增值相结合的综合评价转变。创业

教育评价应该采用灵活多样的考察方法,分组考

察、全面考察相结合,切实增强学生、教师的获得感。
(5)形成接受失败、宽容开放的创业文化氛围

创业文化的差异对一个社会创业的氛围和创

业成功率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在美国,大学生创

业的传奇故事屡见不鲜。而中国大学生创业成功

者却寥寥无几。文化价值观的差异导致中美大学

生创业成就的差异。个人主义和实用主义根植于

美国人的价值理念。美国人民崇尚个人成功,而我

国古代儒家的“学而优则仕”思想已经在中国传承

千年且烙印深刻,等级观念深入人心。大学生毕业

更倾向于选择一份稳定、体面的工作,而不是通过

创业来创造工作岗位。高校作为创业型人才培养

的主体,需要通过激励机制来刺激大学生的创业热

情,为每一位有创业意愿的学生提供专业的支持。
美国家庭教育对学生创业意识的形成有重要影响,
中国家长也要重视学生的个性发展,培养创新精

神。改变应试教育,推进素质教育发展,高校可设

立风险投资基金,营造鼓励创业的校园文化,掀起

校园创业热潮。收集本校优秀的创业成功校友案

例,形成“创业遗传代码”。
(6)建立基于学生需求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创业

平台

协同创新是指将不同的创新要素组合建构,形
成一个动态的生存系统,创新要素之间可以资源共

享,实现利益最大化,最终产生协同创新效应[15]。
高校、政府、企业应该协同共建创业中心,促进各种

创业资源的整合、共享和流动。在协同共构中,促
进协同创新。地方高校也应该结合区域经济优势,
与地方企业合作建设创业实践平台,培养优势学

科,从而为专业教育和创业教育有机融合提供平

台,又能反哺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同时孵化器、众创

空间应该基于学生需求提供一站式咨询与管理支

持、融资、风险保障支持,发挥高校技术、信息、知识

等资源优势,满足大学生创业需要,为地区经济发

展服务。
(7)形成联合各方、来源广泛的创业资金支持

雄厚的资金支持是初创企业成活的关键。社

会各界企业和成功企业家应该推动建立全国创业

教育基金会,举办全国创业大赛并为胜出的创业者

提供创业奖金;高校建立风险投资基金,通过向社

会各界进行募捐,用来为在校大学生创业提供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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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同时,营造鼓励创业的文化氛围;高校广泛联

络各界创业成功校友,建立校友基金会,为创业大

学生链接人脉资源和资金;政府应该在保证创业项

目质量的基础上,降低大学生申请创业资金的要

求,缩短申请门槛,设立大学生创业资金小额无息

贷款。对创业失败的学生提供相应的补贴,以此鼓

励大学生创业。

4 结语

创业教育支持体系的完善是创业型人才培养

与创业师资队伍建设的关键点,通过提出以生态系

统理论为基础的基于师生双主体发展的创业教育

支持体系,以信息流动、资源共享、育人协同三大模

块为驱动,并通过各个构成要素提供多方面的支

持,同时也为微观系统下的师生互动发展提供支

持。本文研究不足之处一是缺乏实证研究,仅靠理

论分析和案例分析,严谨性有待提高。二是本文主

要从要素角度分析了双主体发展的创业教育支持

体系环境,查阅的文献资料有限。三是本文对创业

教育支持体系对师生关系下的互动发展支持研究

有待进一步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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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e
 

context
 

of
 

the
 

new
 

era,education
 

for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is
 

an
 

important
 

intel-
lectual

 

support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The
 

high-quality
 

de-
velopment

 

of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needs
 

important
 

support
 

from
 

the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support
 

system,while
 

the
 

establishment
 

of
 

a
 

support
 

system
 

for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s
 

also
 

an
 

im-

portant
 

driving
 

force
 

for
 

the
 

training
 

of
 

talen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entrepreneurship
 

teachers.However,

the
 

entrepreneurship
 

support
 

system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has
 

not
 

yet
 

been
 

perfected
 

and
 

is
 

still
 

in
 

the
 

phase
 

of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exploration.Therefore,this
 

article
 

analyses,based
 

on
 

ecosystem
 

theory
 

and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theory,the
 

existence
 

of
 

conceptual
 

cognitive
 

delay,low
 

synergy
 

efficiency
 

and
 

insufficient
 

support
 

in
 

support
 

systems
 

for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We
 

try
 

to
 

put
 

forward
 

a
 

suppor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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