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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校企深度合作的视角，分析了 IT 类开放式园区发展之中存在的缺少创新增值服务、创业成

功率提升幅度不高、社会化机制不完善、反哺教学回馈效果不佳等典型问题，并以浙江省高职 IT 类园区

个案经验为基础，提出了以区域经济主导产业定位园区特色、转变社会化机制、挖掘 IT 业务驱动内含价

值、放大集群效应等有效提升高职学生 IT 创业成功率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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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以动手能力见长是高职 IT 类专业人才培养

追求的目标之一，其专业实训实习基地始终占据

重要的地位。近年来，高职院校吸收了软件开发

企业或 IT 认证行业的模式经验，采用订单式培

养、企业赞助、“2+1”互补（即二年在学校、

一年在企业）等校企耦合形式来构建 IT 类专业

实训实习基地，尤以 IT 类开放式园区为典型形

式，其中浙江省的赛博（杭州）创业工场、IT
服务外包创业园、电子商务创业园、数字科技园

等均为相应的案例。依客观而言，受 IT 类专业

本身固有特性的影响，IT 专业实训的过程易于

被设计为园区的工学结合情境，也易于与 IT 创

业过程相对接，可能使 IT 类专业大学生创业成

功率更高，故采用开放式园区的形式完成 IT 类

专业实训更具天然的有利条件，但受高职院校本

身定位属性及生源水平的影响，其开放式园区模

式同国内外知名园区相比仍然存在显著差异，园

区实践中尚存诸多影响创业成功的问题亟待解

决，研究相应对策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二、IT 类园区创业的问题与现状 

自浙江省始于 2004 年最早建设高职科技园

区以来，国内先后出现了一批由高职院校主导的

园区，且得益于 IT 专业良好的延展特性及创业

元素的承载负荷能力，多以 IT 类园区为存在的

形态。IT 类园区对高职 IT 专业学生直接获取创

业经验和实际训练 IT 专业技能占有十分显著的

地位，且可基于校内面向社会开放而形成较大的

创业带动量，此为多选取 IT 类园区的主要动因。

仅以 IT 类为主体的赛博（杭州）创业工场为例，

至 2010 年底大学生创业企业已达到 1002 家，占

1120 家入园企业的 89.46%，大学生创业人数达

到了 2458 人，带动大学生创业逾 3000 余人，形

成了广泛的影响。[1] 
考察近年来 IT 类园区的现状，从中可以发

现，受园区社会化环境不完善的制约，现有 IT
类园区之间不同程度上存在定位类似、入园企业

对象趋同、优惠政策相互攀比的现象，市场接受

度未达预期，一些 IT 类园区定位笼统，结合本

区域比较优势和产业基础的细化分析与论证不

够，导致 IT 类园区的产业导向缺乏特色。主要

表现在： 

（一）对 IT 类园区的定位认识水平有待

提升 

目前，对高职 IT 类园区可行性的认识存在

不同，在园区建设中影响了决策者的认识观念和

决策水平，加之 IT 类园区作为一个创业平台的

表象，让很多决策者看不到其背后所隐藏的 IT
业务驱动，从而满足于“有了就行、建了就好”

的原则，致使 IT 类园区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先热



 
 
 

第 4 期 马  强等：高职 IT 类开放式园区创业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73 

 

后冷的问题，园区的深度发展面临一定的现实

困难。 
（二）IT 类园区的社会化机制尚未如期充

分实现 

IT 类园区不同于以往实训基地的典型特征

是园区需要通过社会化运营与管理，但许多以高

职院校为主导的 IT 类园区依赖于校企双方友好

的人事关系或购买 IT 企业设备而达成的合作关

系，既缺乏严谨的法律契约关系，也缺乏政府的

高度介入，致使校企合作关系处于一种非稳固的

结构，该结构影响了 IT 企业的入园性态，限制

了研发、孵化、毕业、企业培育、企业成长以及

成本分担与回报机制等园区要素的融合，制约了

IT 类园区面向社会开展科技服务的纵深程度。 
（三）IT 专业学生基于园区的创业成功率

未达预期 

部分 IT 类园区肤浅地以学生的 IT 营销或纯

粹贸易为看点，创业教育满足或止步于说教式的

辅导讲座，IT 类专业学生的创业项目与所学专

业的核心技能相脱节，缺乏成熟的商业模式，即

使辅以创业基金仍难于跨过一定的 IT 技术壁

垒，甚至创业企业难于渡过孵化期，相悖与寄托

IT 类园区提升创业成功率的初衷。 
（四）IT 类园区反哺教学的回馈效果不佳 

原本 IT 专业的教学情境在与 IT 行业局部工

作过程的对应方面表现得最为突出和普遍，特别

适宜于以任务驱动为特征的项目化教学，但部分

IT 类园区因教学单位未结合园区功能采用项目

化进行实施，看不到实训体系、教学过程、创业

项目等诸要素之间的有机联系，致使 IT 类园区

游离于教学之外，未能有效形成对教学的反哺。 
（五）部分 IT 类开放式园区仅仅停留在物

业服务阶段 

缺少创新增值服务，园区、企业、院校之间

的内在关联度不高，导致入园企业成为一个个孤

岛，缺乏互动创新机制，产业的集群效应不能得

到有效发挥，企业的根植性也大为削弱，没有建

立起一个有效的资本纽带关系，IT 专业学生的

创业仅凭行政干预的方式予以牵引，而 IT 专业

教师群体较多地置身于 IT 园区之外，没有科研

培育与成果转化的动力，无形之中造成了园区独

立于教学与科研之外的现象。 

三、改进 IT 类园区现存问题的对策 

（一）教育决策者有关 IT 类园区的定位认

识水平需进一步提升 

高职院校 IT 类园区的发展水平取决于教育

决策者，彼此不同且争议不断的定位认识不仅无

助于 IT 类园区的良序发展，而且会在无形之中

衍生为对应的行政阻碍力量。 
目前，国内以高职院校为主导的 IT 类园区

雏形源于传统的大学科技园，它一般依托于产学

研能力相对突出的知名院校，如国外的斯坦福大

学科技园区、剑桥大学科技园、筑波大学科技园

以及国内的中关村科技园、东北大学科技园等，

其校企合作的主体对象均为“名校+名企”。仅

以 1951 年世界首创的斯坦福大学科技园为例，

60 年来园区培育了思科、惠普、英特尔、苹果、

甲骨文等一批知名企业，并以校企合作的方式实

现了 IT 产学研的有效对接，创造了最高的人均

生产力与平均投资报酬率，形成了具有创新能力

的 IT 产业链，带动了美国本土大学的发展和人

才就业，也吸引了世界各国 IT 人才，成为国内

大学科技园区的参考模板。考察国内外大学科技

园区的对比性态，可发现二者受不同国情影响的

显著差异，仅以中美对比为例，截止 2010 年年

底，美国与中国高职院校对应层次的社区学院的

总体数量为 1195 所，[2][3]但受社会保障体系与人

口较少的国情影响，本国劳动力就业市场得以相

对缓解，使得社区学院多数为传统大学的预备学

校，其本身尚无纳入园区主体对象的需求动机，

而中国高职高专院校为 1 246 所（其中高职 1 100
所、高专 146 所），占国内全部高校 2 035 所的

61.2%，[4]人口基数来考察人均比率相比于美国

并不高，但劳动力就业市场却日趋紧张，即使是

与区域经济主导产业紧密对应的 IT 行业也不例

外。以参考国外园区形式的校企合作寻求 IT 领

域的学生创业渠道是可选路径之一，只是高职院

校受本身整体科研实力所限，在 IT 类园区的建

设路径和定位方面不同于国外园区，可能在保持

创业创新基本属性的同时，更多地在园区内附加

了技能实训等功能，相比于此前以仿真或纯消耗

为主的实训体系，IT 类园区更好地发挥了 IT 专

业本身的独特属性，较易通过创业创新的形式盘

活 IT 专业的教学功能以及达成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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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职 IT 类园区机制必须向社会化转变 

国内外典型的 IT 类园区一般均具有“管理

单位资质、园区硬件建设、与依托高校的关系、

园区软环境建设、企业孵化、提供就业机会”六

个属性特征，其中孵化产学研成果及培育 IT 企

业是 IT 类园区的主要任务，而创业仅是 IT 类园

区的附属功能，这些内在关系的建立与平衡是通

过园区的运营管理而实现的，以目前的国情而

言，这显然需要政府的高度介入，如此才能实现

开放性的社会化机制，确保具备 IT 园区生存的

环境特征。考察国际知名 IT 类园区长达几十年

的发展进程，可以发现社会化环境特征在园区内

部的表现通常为专业分工与定位、旺盛的创业精

神、风险投资业的资金注入、IT 产业之群聚、

资讯与 IT 人力资源流动、校企间的产学互动与

策略联盟、开放的企业文化与 IT 弹性组织、产

业创新速度、创新竞争策略等，它给予了创新与

创业活动以有力的资源协助，并促使了创新成果

与成员之间的共同分享，克服了 IT 创业项目运

作中的技术堡垒，其重要性优先于商业模式的选

择，倘若忽视 IT 类园区赖以生存的环境特征，

仅是以院校为主导而无偿提供经营场地或创业

基金等，则难抑园区向单纯 IT 营销贸易的退化，

导致无法融通于实训体系而游离于教学之外。 
目前，国内一些高职院校现有的 IT 类园区

并未完成由最初的院校主导到社会化运营管理

的转变，园区的设计仍未摆脱校内原有的实训体

系，以园区管委会或校企合作办等非法人资质的

校内管理，既缺乏政府的高度参与，也很能避免

来自院校本身的行政干预，难以通过校企之间的

深度合作而吸引更多的入园企业，致使园区覆盖

的只是 IT 类专业大学生初创的企业，缺失了社

会化环境特征。必须看到，IT 类园区的社会化

运营不仅在于追求一种现代管理形式，而且它可

以在 IT 创新与 IT 企业培育的融合中实现成本分

担，在校企深度合作中形成自主式循环。如以

IT 外包为例，涉及到信息技术外包、业务流程

外包、软件开发、网络科技、数据处理、动漫、

各类 IT 产品设计等相关产业，倘若以软件服务

外包的岗位来细分，至少包括了 Web 应用程序

开发、工具软件开发、网站开发与网页设计、游

戏开发及外挂、移动数据库开发、网络防火墙与

反病毒、数据备份及恢复、IT 系统整合等诸多

类别，通过 IT 类专业学生于园区内的创业及社

会化运营，最大程度地实现了 IT 工作岗位的流

转，将项目孵化、风险投资以及商业模式等各创

业要素完全纳入到自主式循环之中，而 IT 营销

或纯粹的贸易仅是包含于园区内部的业务之一。

如此操作不仅关联了 IT 类专业学生所学专业和

立志兴趣，而且还提升了创业的成功率，兼顾了

IT 创业企业的成功培育，远远超过了 IT 创业的

本身范畴。反之，如果 IT 类园区的定位仅限于

试图以一个 IT 专业的实训基地的形式来覆盖创

新的功能，则 IT 类园区的功能属性及要素难以

在传统的应试教育体系中孕育而生，校企深度合

作的阻滞以及园区的相对退化也就在所难免了。 
（三）挖掘园区内含的 IT 业务驱动以带动

IT 创业 

多年来的园区经验表明，采用 IT 类园区形

式可以通过园区规模化培育 IT 大学生的创业机

制，可以有效地提升 IT 大学生的创业成功率。

仅以 IT 创业为主体的赛博（杭州）创业工场为

例，大学生创业率平均超过 5%，创业成功率平

均超过 60%，评价指标均位于国内前列。[5]以往

认为造成学生创业成功率偏低的主要原因是限

于资金不足及经验不够，但园区的实践证明并非

如此简单，许多 IT 类专业学生创业的方向较多

地集中在软件和商务网站领域，试图借助于网络

平台实现成功创业的梦想，院校教师也津津乐道

于将 IT 营销施教于创业教育，但往往看到的只

是 IT 公司表面上的东西，看到了什么产品赚钱，

却忽略了其它的创业要素，如创新精神、资源环

境、商业模式、IT 技术壁垒等。诚然，IT 营销

或纯粹贸易的创业形式是学生低成本创业的主

要选择，但园区卖场式的退化易湮没对创新的追

求及对 IT 企业的培育，使创新难于根植于学生

的创业企业，这显然不是 IT 类园区的控制方向。 
笔者认为，IT 类园区应该融合校企合作与

服务地方经济等诸多关系，突出体现在： 
一是符合区域经济的主导产业方向，无论是

否 IT 类专业的校企合作都需要政府的高度介

入，方能使园区受到政策的支撑，也才能使高职

院校在实现“面向社会服务地方经济”的目标上

行之有效。仅根据中国大学校友会 2010 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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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大学生创业财富百强榜”的跟踪调查结果，在

浙江 18 位上榜学子中，其创业项目有 60%与 IT
行业相关，[6]且以网络动漫游戏和电子商务为

主，而这些创业项目恰为浙江区域的主导产业，

充分受益于政府的创业基金、风险投资、税收减

免等诸多政策；二是开放式 IT 类园区作为集成

创业要素的荷载，依赖于园区所独特拥有的功能

属性，它与院校常规实训体系的最大不同就在于

可以培育创新精神，而创新精神禁锢于传统的应

试教育，难以获得解放及衍化，致使缺乏创新精

神而难以有效地提升创业成功率；三是 IT 创业

的成功模式并非可以完全复制，因为任何创业模

式都是孕育于变革的复杂社会环境之中而生，动

态的市场竞争是表征对象之一，而 IT 业竞争的

优势就是 IT 技术门槛，这是 IT 类园区的主要标

志，因而以一定的 IT 技术水平来提升竞争能力，

才能提升创业成功率；四是院校的创业教育应注

重学生创业项目与 IT 专业核心技能相关联的导

引，不仅要求 IT 企业在初创时期即拥有成熟的

商业模式，而且还要求在深度发展时期必须突破

IT 技术壁垒，以便在 IT 园区内安全渡过企业的

孵化期；五是强调 IT 类专业学生创业与 IT 专业

技能相关联，并非否定 IT 营销或纯粹贸易的存

在形式，现代社会分工与企业创新原本就是多样

性的，只是不应走入追求单调创业形式的误区。 
（四）“名校+名企”的 IT 类园区模式并不

适合于高职院校 

一般而言，多数 IT 企业的规模偏小且软硬

件产品单一，本身即有成果孵化和企业成长的需

求，而大型 IT 企业往往是通过推销 IT 产品或认

证考试来达成与院校的合作关系，二者的创业动

机与成本分担并不相同，高职院校本身如对此缺

位于兼收并蓄，则易陷于“为了 IT 实训而实训”

或“为了 IT 认证而认证”的被动局面。 
从 IT 类园区反哺教学的回馈来看，IT 类园

区虽然重在创业的培育，但并非游离于院校实训

体系和教学过程之外，它特别适于以任务驱动为

特征的项目化教学。如软件类课程项目化教学是

师生双方通过共同实施一个与工作过程局部相

关、内容相对完整的软件项目工作而进行的教学

主体活动，教学实施中要求有相对明确的首尾时

间，主要特征是教学设计为案例式，以学生完成

与工作过程局部相关、内容相对完整的软件项目

作品为教学实施的阶段性终点。但在一个相对完

整的项目操作体系中，项目化教学是一个涉及多

方教学资源的、灵活配置的复杂系统，诸多要素

并未因软件类课程而发生本质上的变化，传统的

院校应试教育体系难以适应，即使是在教学的末

端进行了多样性考核，但全过程仍为虚拟而非真

实的项目化，而基于 IT 园区设计项目化学习情

境却能真实对接于园区内的 IT 工作过程和开发

内容，软件项目化的特点以“零距离”真实地体

现出来，教师人力资源也可以在 IT 类园区内得

以补充。 
此外，传统的院校综合实训或课程设计受到

教学因素的限制，创业教育较多地止步于辅导讲

座，教师本身尚缺乏创业经验，指导的内容难以

吻合于 IT 业务的实际需求，过于强调孵化的形

式。实际上，评判创业初步成功的标准，不同的

IT 业务要求也不同，它可能在时间的轴线上跨

越了大学生初创企业的园区孵化期，因而园区孵

化仅是创业过程的有效扶持，从园区毕业与否是

政府考核的指标之一，但并不是成功评判的唯一

标准，以反哺教学而论，它已经孕育了 IT 常规

教学过程中的 IT 业务驱动。以软件工程或项目

管理为例，体现在商业模式中较多的组成元素是

描述 IT 技术、市场前景、顾客、竞争者等，这

在常规教学课堂上往往表现为虚拟或案例回顾

式的商业计划，教学过程常受阻于高职学生的学

习兴趣，但真实运用于 IT 类园区创业过程的前

端，却可收到不言而喻的实训效果。 
（五）以企业集群形成创新网络与机制 

集群的价值不仅在于园区的基础设施与公

共服务的共享以及与产业链的配套，更在于集群

衍生的创新网络与机制。[7]通过社会化资本推

动，原有企业不断裂变或孵化为新企业，使大学

生初创的小企业逐渐成长为中大型企业。从立体

角度考虑园区的集群效应，一方面，在保持社会

化运行与开放机制的同时，园区与企业之间应实

现互为需求与优势互补，那种完全以 IT 营销或

纯粹贸易构成的园区形态，难以产生创新增值服

务以及互动创新机制；另一方面，高职院校应基

于 IT 类园区的规模化来聚焦大学生的创业创新

功能，并不断调整 IT 专业的建设方向，使校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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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合作所衍生的 IT 类实训体系根植于园区，

匹配所在区域的 IT 产业发展，以高度贴近社会

实际。从 IT 产业人才需求来看，高职院校 IT 专

业的适宜定位是居于产业链的末端，其本身缺乏

吸引企业参与校企深度合作的影响力，合作的末

端通常表现为院校购买 IT 企业设备、参与 IT 认

证或合建 IT 类实训室等，该合作形式因缺乏社

会机制而易受人事安排的变动影响，往往因较短

的设备生命周期而导致校企合作关系的存废，或

是单纯满足了企业的一方需求而削弱了 IT 人才

培养的责任，表现为高职 IT 专业学生就业出口

多为 IT 技术支持或客服等技术含量不高的工作

岗位，而人才培养方案的内容却远高于此，致使

IT 专业学生创业企业只能自身挖掘 IT 业务驱动

及寻求配套的产业链，而教师却置之度外。 
反观 IT 类园区的公共服务和社会化的资本

推动，园区的规模化所带产生的集群效应及产业

规模不等的配置衍生了 IT 企业所内含的不同的

IT 业务驱动和创新网络，仅此对院校创业教育

的反哺作用是定向引导了 IT 专业教师的科研与

成果孵化，使 IT 类园区既成为 IT“双师”素质

教师的培养基地，也成为教师评价体系中的试金

石，促使院校跨越师生单纯考证的肤浅层次，更

为主要的是高职院校与园区、园区与企业均互为

需求的实质对象，使得高职院校于园区中处于多

边的校企组合结构而居于有利地位。 
四、结束语 

以 IT 类园区来盘活高职学生的 IT 创业过程

不是就业的末端辅助，也不是创业教育的唯一选

择，研究 IT 园区的差异及失效的原因也并非仅

限于 IT 专业本身，而是透视 IT 园区基于创业的

路径，期冀形成自主创新的链条，并以反哺的形

式向创业教育回流，防止 IT 园区游离于 IT 教学

体系之外，这对避免与本科院校趋同及提炼高职

IT 人才培养特色无异富有一定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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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s and Solutions for Higher Vocational Students’ Businesses Startup  

in the Open IT Park 

MA Qiang1，FU Yan-ru2 

（1. Dept. of Information, Zhejiang Officers Vocational College, Hangzhou 310018, China; 

 2. Dept. of Basic Science, Zhejiang Officers Vocational College,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The research, based on a view of university-industry cooperation in depth, analyzes such existing problems in the 
development of Open IT Park as lack of innovative value-added service, low entrepreneurial success rate, imperfect 
socialized mechanism, and poor feedback to teaching. With a case study of IT-based Open Park in Zhejiang Province’s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t puts forward such relevant strategies as positioning the leading industry of regional economy as a 
park’s features, transforming socialized mechanism, exploring contained value driven by IT business, and enlarging cluster 
effect, to raise entrepreneurial success rate of higher vocational students effectively,.  
Key words：IT entrepreneurial; open park; socialization mechanism; in-depth university-industry cooperation; leading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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