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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理工大学是四川省人民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成都市政府共建省属重点高校，是国家

“双一流”(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全国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高校，历来十分重视创新创业人才培

养工作。近年来，学校结合自身实际，以提升就业创业质量为导向，专注地方本科院校创新创业人才培育体系

建设的研究和实践，取得了一些具有较高推广应用价值的成果和经验。

～是构建地方本科院校创新创业培育体系。学校基于本科生比重大，选择就业学生比例高，创新创业教育

发展基础相对部属院校弱等客观现实，动员校内师生广泛讨论、论证，明确了学校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发

展定位。积极调整创新创业教育理念，结合80％以上本科毕业生有就业需求，自主创业学生比例不足5％的客

观现实，决定将创新创业教育工作重心从培育独立创新创业者转向培养具有创新能力和企业家精神，能够实现

高质量就、m的岗位创新创业者。形成了以岗位创新创业教育为基础，以独立创新创业教育为突破的教育理念。

创建了以“意识培育”为基础， “苗子选育”为路径， “协同共育”为特色的创新创业人才三级培育体系。

二是实施创新创业教育改革“五个三工程”。在“意识培育”阶段开设通识类创新创业课程群， “苗子选

育”阶段开设专项能力开发示范课程群， “协同共育”阶段开设定制化项目孵化促进课程群；构建校院两级创

新创业实验实训平台，拓展校校、校地、校企协同共育项目孵化平台：培养“学院派”创新创业专职教师，引

入外部“实战派”行业导师，打造“综合型”创业导师队伍；组建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领导小组、创新创业

中心专职服务队伍、创新创业促进会(学生组织)三支管理队伍；对应课程教学、项目训练、培育孵化三级培

育阶段，建立知识考察、项目答辩、企业诊断三元评价体系。

三是推行“1+3+N”创新创业实践培育模式。 “]”是指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以下简称“大

创”)，学校每年重点资助和培育1 50项国家级和省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 “3”是指“互联网+” “挑战

杯” “创青春”3项权威赛事。学校将参加3大赛事作为“大刨”项目结题的必要条件，以赛促训；

“N”泛指国内外其他创新创业专项赛。学校通过完善参赛资助政策和奖励办法，鼓励师生积极参与专业

相关赛事，以赛促教。

四是打造“一心双环”创新创业生态文化圈。学校创新创业工作突破在校生与毕业生界限，以母校为

中心，由学校大学生创新创业中心牵头，积极营造浓厚的校园创新创业氛围。突破学校与政府界限，联合地

方政府共同推进“环成都理工大学知识经济圈”建设，打造政产学研合作生态系统。突破区域界限，先后

加入“中国高校创新创业教育联盟”、 “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联盟”等组织，积极参与全社会创新创业
生态圈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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