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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载 有 温 度 地 帮 扶 创 业 者

沪上这支志愿者队伍如何擦亮创业服务金字招牌？（中）

近日，由上海市就业促进中
心、上海市学生事务中心共同发
起的2019-2020年度上海市院校
创业指导站服务成效集中评审
会顺利举行。今年评估采取分
类评审的方式，分为“本科组”和

“职教组”，共有61家院校参加集
中评审。

评审会邀请了全国创业教
育专家、上海市创业指导专家志
愿团专家、全国创新创业投资联
盟专家以及市人社局、市就业促

进中心、市学生事务中心相关部
门负责人组成专家组，会同各参
评院校代表，共同集中对上海市
院校创业指导站进行评审。

评审过程中，各院校创业指
导站负责人围绕创业教育、创业
指导、创业氛围营造、服务指导
成果、创新工作举措等多个维
度，就学校创业教育工作相关政
策和保障机制、创业教育理论研
究、创业团队培育数量、学生创
业类学生社团情况等向专家组
进行了详细介绍。

专家组对各院校创业指导
站的年度创业工作给予了肯定，
并 提 出 院 校 创 业 指 导 已 步 入

“2.0”时代，站在新的历史阶段，
各院校指导站要全面升级创业
指导服务能力，成为校内外创新
资源整合的载体、创业政策落地
的窗口、指导帮扶创业的平台、
创业文化交流的阵地。

下一步，市就促中心将会同
学生事务中心，综合现场得分及
各院校指导站工作实际开展情
况，确定评估结果。

（接上期）
一支强强联手的人才队伍
翻开专家团的成员名录，他

们从事的行业领域各异，擅于服
务的人群也各有侧重。既有精
通企业事务的法律专家，又有多
年咨询经验的企业管理者，还有
拥有丰富产业园区资源的孵化载
体负责人、聚焦早期项目的天使
投资人；既有帮助残疾人创业经
验丰富的专家，又有扎根高校创
业指导的教师，还有多年从事农
业种植、农村旅游开发的资深人
士。据统计，专家团成员中，企业
家、职业经理人超过70%，大专及
以上学历超过85%。

创业 6 年的叶鹰，在上海拥
有3家咖啡门店，经营至今，小有
盈余，他开始寻思如何进一步发
展。于是，他再次向专家团求助，
希望了解经营加盟店铺的专家上
门指导。8月的一个下午，叶鹰等
来了两位专家，一位是精通企业
经营相关法律的律师、市专家团
副理事长贺国良，另一位则是市
专家团理事长翁联辉。

听了叶鹰的打算，翁联辉指
出，开设特许经营加盟店有一定
门槛，且需要对相关的经营、食品
饮料制作等各项环节，有一个系
统而标准化的设定。他建议叶
鹰，可以选择与人合作经营一家
店铺，让他人投资，将自己的运营
经验复制过去。在经营这家合作
小店铺的过程中，摸索出自己的
标准化流程和项目，为未来特许

加盟做好准备。得到理事长的亲
自指点，叶鹰感觉前路明确清晰
起来。

当创业者遇到问题，为了对
症下药，不仅能得到“团长”亲自
上门指导，还可以获得多位专家
组合式的帮扶。听障画家胡士群
在上海经营着一家艺术工作室，
带着一群听障人士做墙绘业务。
他之所以选择来到上海，也是因
为认识了专家团的赵晴，让他认
定来上海创业将会有所成就。经
过赵晴的引荐，胡士群又认识了
专家金培华和廖洸晖。

几位专家持续为他提供了
项目诊断咨询和资源对接。去
年，在专家的联系帮助下，胡士
群团队承接了虹口区多伦路文
化节改造中的彩绘墙饰业务，也
由此打开了更多合作渠道。今
年，胡士群团队也开始进入社
区，为老年人传授绘画技巧。

在各区专家团开展指导的过
程中，上海市人社部门也通过高校
创业指导站、创业孵化基地、社区
等多个渠道，将专家团的资源进一
步引入创业者集中的区域，扩大并
发挥出专家的辐射效应，在专家和
创业者之间、专家和各资源渠道之
间、专家之间，跨越所在团体的

区域限制，形成更多火花碰撞。
李肖鸣拥有教师和企业家的

双重经历，2009 年她加入专家
团。由于较早涉足并深度钻研高
校创业教育，她推出的《大学生创
业基础》课程已经覆盖了全国近
800所高校。有意思的是，在李肖
鸣辅导上海高职高专教师如何指
导学生创业的过程中，还带出了
两位高校教师成为专家，这两位
教师已经成为所在高校创业教育
部门的负责人。 （未完待续）

（《中国孵化器》东杉）

【信息速递】

本市院校创业指导站年度服务成效集中评审会举行

【一校一品】

探营上海高校里的创业指导站（四）
上海财经大学：推进“服务

+”创新创业人才培养
上海财经大学着力于构建

“全覆盖、有重点、分层次”的创
业教育体系，形成了“服务+”创
新创业教育特色。上海财经大
学创业指导站致力于为大学生
和青年创业者提供专业指导服
务，全面提升青年的创业实践能
力，建设具有鲜明财经特色和影
响力的创新创业人才培养基地。

学校创业指导站下设三级
管理机构：创业指导站管理委员
会与相关政府部门等共同制定、
完善指导站规章制度，优化规划
建设，监督指导站运行；创业指
导站办公室在管理委员会指导
下，设立培训中心、孵化中心、实
践中心等，将创新创业教育研
究、创业指导、创业服务等进一
步细化并落实。

学校充分发挥创业指导站
示范效应，推广“服务+人才”培
养模式。一是充分发挥引领示
范作用，提升创新创业教育理论
研究水平；二是积极服务于社会
经济建设，加强与长三角乃至全
国的创新创业教育协同发展；三
是培养孵化一批金融、环保、文
化艺术等领域的“服务+”创新创
业型项目。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构建国
际化商科“四位一体”创新创业
人才培养体系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创业指
导站旨在培养具有创新创业意
识和国际视野、跨文化沟通能力
强、熟悉国际经贸规则、具有国
际竞争力的高层次、应用型、国
际化经贸人才，构建国际化商科

“四位一体”创新创业人才培养
体系。

“四位一体”创新创业人才
培养体系包括：“协同式”创新创
业教育教学、“开放式”创新创业
实践实战、“六阶式”创新创业项
目孵化、“一站式”创新创业服务
保障。

学校在创新创业体系建设、
模式探索等方面，形成了三个特
色：一是实现了创新创业教育和
专业教育在“人才培养方案、课
程体系和教学内容”等三方面高
度有机融合。二是逐步构建“国
际化+创新创业教学”“国际化+
创新创业研究”“国际化+ 创新创
业实践”等人才培养模式。三是
建立国际化商科创新创业人才
分层分类生态系统，既有提升全
体学生创新创业素养的通识基
础教育，也有提升创业学生实践
能力的精英提升教育；既有面向
在校学生的创业实践与实战，又
有面向校内外创客的创业资助
与孵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