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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教育服务大众创新创业的路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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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迅猛发展，给社区教育的发展提出了新的使命和挑战。在教育部等九部门联

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推进社区教育发展的意见》中指出了社区教育要为创新创业服务。本文在创新创业提

出的背景及理论的基础上，结合社区教育的本质，分析社区教育服务创新创业的必然与应然，总结出社区教育

服务创新创业的路径，并提出社区教育服务创新创业需要建立社区与学校、企业的合作机制，整合创新创业资

源，构建创新创业教育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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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public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the de-
velopment of community education is faced with new mission and challenge． The Opinions on Fur-
ther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 Education jointly issu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other nine departments points out that the community education should serve the public innova-
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Based on this background and the theory on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
ship，combining with the nature of community education，this paper analyzes the necessity and trend
of community education serving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and concludes the way to serve the
public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Finally some suggestions are give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mmunity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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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我国应对全球经济复

苏缓慢，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激发全社会创

新创业活动，形成全民创业、万众创新局面的一大有

利措施。2015 年 3 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发展众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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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推进大众创新创业的指导意见》，同年 7 月，

又出台了《国务院关于加快构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支撑平台的指导意见》，这是落实“大众创新、万众

创业”以及“互联网 +”的政策性文件，是全面铺开

创新创业新局面、激发全社会创业创新热情的重大

举措。乘着国家改革创新的东风，960 万平方公里

的土地上正逐步形成“大众创业”、“草根创业”的新

浪潮，形成“万众创新”、“人人创新”的新态势。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迅猛发展，给社区教育的

发展提出了新的使命和挑战。在教育部等九部门联

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推进社区教育发展的意见》
中明确指出了社区教育要“主动适应居民实际需

求，有针对性地开展法治社会、科学生活、安全健康、
就业再就业、创新创业、职业技能提升等教育培训活

动”。在此新形势下，社区教育如何服务好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社区教育如何承担起时代的使命，这

成为每一位社区教育工作者需要面对和思考的问

题。
一、创新创业提出的背景及理论基础

2015 年两会期间，“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被写

入政府工作报告。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

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要成为中国经济提质增效升

级的“双引擎”。［1］政府将创新创业相提并论，并且

将创新创业推向大众，推向全社会的各个领域，显示

了创新创业在助力经济增长，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

中的强大作用，也是激励全民参与改革、推动改革，

全面深化改革的有力抓手，更是国家实施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的关键实现途径。
联合国经合组织( OECD) 给“创新”下的权威定

义是:“发明创造没有创新的涵义深刻，因为创新要

面向市场经济，需要考虑实现创新成果的经济价值。
只有创新成果向市场产品进行转化，真正实现其价

值，它才能称为创新。”2004 年美国国家竞争力委员

会向政府提交的《创新美国》计划中提出: “创新是

为了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和推动经济的增长，把创

新成果进行市场化运作，其创新结果可以是新产品、
新技术、也可以是新方法、新理论。”［2］

早期学者对“创业”理论的研究是从创业者特

质开始的，从不同的侧面给创业和创业者以不同的

含义，形成很多不同的见解。最早将创新与创业联

系在一起，从创新的角度定义创业的学者是熊彼特，

他认为创业就是把创新成果进行市场化运作，创业

者通过新的组合来实现创业目标。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把创业、创新与人、企业联

系在一起，“不仅突出精英创业，而且突出草根创

业、实用性创新，体现了创业、创新、人和企业‘四位

一体’的创新发展总要求，揭示了创新创业理论的

科学内涵和本质要求”［3］。从创新创业提出的背景

和理论中可以看出，创业必将创新，创业是创新业，

是人将知识、技术转化为市场经济的过程，其中不管

是知识与技术的掌握还是将知识与技术转化的市场

经济的过程，关键点是人的聪明才智。新常态下的

创新创业是面向人人的“广谱式”创业，其最终目的

是经济的增长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是在创新创

业中获得新的成就感和实现人的价值。
二、社区教育服务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必然与

应然分析

社区教育内涵的表述众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

解释社区教育的内涵。华东师大成人教育专家叶忠

海教授指出:“社区教育是指以社区为范围，以社会

全成员为对象，旨在发展社区和提高其成员素质和

生活质量为目的的教育综合体。”［4］教育部《关于在

部分地区开展社区教育实验工作的通知》( 教职成

司［2000］14 号) 文件对社区教育的描述是: 社区教

育是在一定区域内利用各类教育资源，开展的旨在

提高社区全体成员整体素质和生活质量、服务区域

经济建设和社区发展的教育活动。这些概念或是从

教育的视角来界定，或是从社会的视角来界定。但

不难看出，都强调社区教育的本质是一种教育，目的

是为社区全体成员提高素质、生活质量，促进社区建

设和发展。在新常态下的社区教育需要适应创新驱

动经济发展的需要，为社区成员的创新创业服务，这

是由社区教育作为一种大教育的本质所决定的。
1． 从社区教育功能看

社区教育的两大功能: 一是促进社区成员发展

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5］; 另一个是开发人

力资 源，提 高 全 民 素 质 作 为 社 区 教 育 的 现 实 要

求［6］。这两种功能一个是促进人的素质提升，另一

种为提高生活水平而发展实用技能，实现人素质的

提升是社区教育的本质属性，然而“社区教育应当

在培养人们获得生存发展的能力，形成社区成员对

社区归属感、依恋感中起到重要的作用”［7］。以创

新为推动的创业，直接的获利给人带来经济上的创

收，使人获得运用知识与智慧创造成果的成功体验，

提升人对自我价值的肯定，体现了社区教育功利与

非功利的功能。因此，社区教育服务创新创业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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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其功能的体现。
2． 从社区教育的对象看

社区教育的受教育主体是社区的每一个居民，

是一种面向人人的教育，为不同的人提供其需要、合
适的提升素质、技能的教育。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

“草根性”与社区教育的“草根”教育［8］具有高度的

一致。
3． 从社区教育的内容看

社区教育的内容应是以促进人和社区发展为宗

旨的。有学者将社区教育的内容分为职业谋生型、
文化消费型、主体发展型三大类。［9］以创新驱动的

创业就是要激发全民的创造潜能，将每个人的创造

力释放出来，把创新价值及附加价值通过市场转变

为物质财富。创新创业不仅是一种职业谋生的手

段，也是体现个人价值、促进主体发展的途径。社区

教育就是要挖掘每个人创造性的天赋、特质和潜力，

为创新、创造转化物质财富提供智力、信息等方面的

服务与支撑。
4． 从社区教育与外部关系看

社区教育是大教育范畴内的一种促进社区和个

人发展的教育，受外部关系的制约。任何一种教育

形式的发展都与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发展密切

相关，社区教育也不例外。在创新驱动发展的形态

下，在创新发展的理念中，社区教育要创新教育形

式，革新教育内容，为居民提供个性化、人性化的教

育，促进社区的发展。这是社区教育服务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的应有之义。

三、社区教育服务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路径分

析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要真正成为经济发展的新

引擎，需要政府简政放权，以及良好的市场环境，且

具有财政税收、金融、科技创新等外部政策环境的支

持。社区教育可发挥其自身优势，服务、推进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的发展。笔者认为，社区教育可根据自

身的特点从以下路径服务与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

1． 搭建社区众创空间

“众创”源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本质上是

知识社会条件下创新民主化的展现，是在中国“大

众创业”、“草根创业”的特殊背景下形成的，是创客

空间的本土化的产物。［10］创客空间是一种全新的开

放式平台，为创客提供创新创意分享的空间，配备生

产制造物件所需的设备和资源，支持创客将创意灵

感转化为社会产品。“创客空间倡导的是一种创客

‘众创’模式———创意和产品开发不再是传统从公

司到市场的线性模式，而是以用户不消费和创新主

体，依托创客空间和社区不断进行产品迭代的多向

性模式。”［11］社区是社会的基本组成单位，是社会产

品消费的重要基地，也是产生社会产品需求的地方。
在社区搭建众创空间，不仅可使社区成员的产品创

造、创意转变为现实产品，促进社区与个人的发展。
社区可发挥众创空间的教育功用，对社区居民

提供创作、创造与创新能力发展相关的培训与教育，

通过提供创业工具、信息资源与训练等方式，激发居

民的创新力、创造力。社区可利用社区图书馆的设

备，搭建创客空间。像美国的许多社区创客空间一

般都设置在社区的公共图书馆，“因为公共图书馆

是社区居民习惯利用且允许免费接入、公平使用的

公供空间，人们已经习惯利用图书馆资源实现自我

教育”［12］。社区创客空间免费向居民开放，可通过

设置空间开放日、举办创客作品或产品展示会等方

式吸引社区居民体验创客行动。可依托成功的创客

项目或开放创客课程为居民开展创客教育。广州市

海珠区 2016 年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委托极地国

际创新中心成立广州市首个公益性创客空间———海

珠创客坊，该创客空间“以创业教育为核心，从创业

场所、培训辅导、人才输送等方面为创业者创造条

件，免费提供公共实验设施和就业创业政策咨询等

公益性服务”［13］。海珠创客坊链接了政府、高校、孵
化器以及创业就业市场资源，帮助创业者寻找协作

投资，技术设备共享，有效实现人才、资本、技术的协

同创新。越秀区少年宫利用社区图书馆定期举办

Ardunio 创客教育，举办小创客集市、创客小实验活

动，青少年创客作品大赛等，为青少年提拱创客教

育。
2． 加强社区创新创业培训

在《关于进一步推进社区教育发展的意见》中

明确指出了社区教育要针对性地加强创新创业培训

活动。社区可与高校、企业、培训机构联盟，针对不

同群体、不同项目的特点，开发具有个性化的创业创

新课程。目前具有创业意愿、勇于投身创业实践的

对象包括失业人员和转岗职工、返乡农民、进城务工

者、妇女、在校学生等，社区教育的创新创业培训应

根据培训对象的特点、需求、创业项目等开展培训。
在培训内容上，注重职业素养和职业技能并重，将如

何创业，创业的政策、方法、步骤等讲清楚，注意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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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的可操作性。培训的方式可以是集中授课、实
地考察、模拟训练。要将职业道德、创新能力、创办

企业和经营管理能力训练作为培训的重要内容，将

创新能力、创业素养融入到培训过程中。广州市在

2012 年出台《关于做好 2012 年创业指导进校园进

社区工作的意见》( 穗人社函［2012］448 号) ，要求

全市各区在辖区范围内开展创业指导进社区。广州

永和街道联合广州市创业指导委员会，邀请创业指

导专家和创业者举办了关于创业政策及如何开创淘

宝、微店等系列讲座。广州海珠区琶洲街将有意自

主创业的失业人员组织起来，进行一对一的创业引

导，邀请海珠区创业协会的创业指导专家为居民讲

解如何创业，介绍国家相关的创业政策，激发失业者

的创业热情。“2013 年天河区劳动就业部门在辖区

内 21 条街道中的 14 条街道内开展了该项工作，覆

盖面达到 67%，主要形式是邀请创业专家、成功创

业人士传授创业理念、技巧和经验，宣传政府小额贷

款等优惠政策。”［14］

开展创新创业培训，课程是核心。目前国内外

具有影响力的创业课程是国际劳工组织的 SIYB 创

业培训课程，该课程分为四个模块，包括 GYB( 产生

你的企业想法) 、SYB( 创办你的企业) 、IYB( 改善你

的企业) 和 EYB( 扩大你的企业) 。在国内开展得最

多的是 SYB 课程模块，许多社区也引入 SYB 创业课

程，帮助创业人员提升创业能力。广州许多社区，如

黄埔区的永和街、增城区的石滩镇，已为有意创业的

人群开设了 SYB 创业课程。经过 SYB 创业课程培

训，有的学员已成功创业了自己的公司。社区也可

与培训机构、大学联合，针对不同群体、不同项目的

特点，开发具有个性化的创新创业培训课程。创业

的课程要具有可操作性、灵活性、个性化，能够有效

因材施教、因时施教、因需施教。
3． 组建一支兼职的社区创新创业培训队伍

高质量的创新创业培训，师资队伍是关键因素。
创新创业培训队伍，既要求具备深厚的创新创业理

论知识背景，还要拥有一定的创业经验。目前，社区

教育专职人员显然很难满足创新创业培训的师资要

求。因此，组建创新创业培训队伍应是专职管理、兼
职主体、鼓励志愿，形成多渠道师资来源的培训队

伍。社区可依托现有的大学、企业、培训机构，组建

各类型的兼职培训师资库，建设一支以培训教师、专
家导师( 大专院校、科研院所专家) 、企业家导师相

结合的创新创业培训的师资队伍。发挥大专院校、

科研院所专家创新创业理论知识的优势，以企业家、
成功创业者、技术创新专家的实践经验进行现身说

法，使创新创业理论知识与实践更好地结合起来，培

训机构的创业培训教师可为创业者解读创业形势、
创业政策、创业程序等。通过组建一支专兼结合、多
类型的创新创业培训师资队伍，满足各类人群的各

种创业需求。
4． 营造社区创新创业文化氛围

文化是社区发展的灵魂。社区通过深入开展形

式多样、生动活泼的宣传，大力宣扬艰苦奋斗、敢闯

敢担、尊重规则、诚实守信的创业精神。可通过创业

成功者的典型示范，将他们的做法和经验向社区宣

传报道。关注基层普通老百姓的“草根”创业，激发

居民的创新创业热情，增强创业的信心，形成人人想

创业、人人敢创业、人人争创业的良好氛围。社区可

开展创新创业讲座，开展创新创业沙龙、创业论坛

等，在社区形成创新创业的氛围，让更多的社区居民

了解创业、将个人的创意付诸实践，最终形成经济效

益。在广州天河区，“全区 21 个街道 205 个居委会

张帖宣传单，每年发放的创业优惠政策传册就多达

2 万多份，大力营造出想创业、敢创业、会创业、创大

业的浓厚氛围”［15］。
5． 搭建社区创新创业信息服务平台

创新创业信息服务平台可为创客者提供全面的

信息服务，为创新创业者提供各种创业资讯、政策、
创业项目、招聘等信息，为创客空间、创业者提供生

动的宣传和线上项目展示，其不仅是一个资讯平台，

更是一个创业者分享经验、线上社交及创新创意碰

撞的线上空间活动平台。通过微信平台、QQ 群、社
区网站等方式为社区居民提供创新创业交流的平

台，展示创意，发布信息，跟踪创业者，及时为创业者

提供帮助。
四、社区教育服务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建议

1． 建立社区与学校、企业的合作机制

创新创业过程会受到多个组织因素的影响，仅

仅依赖某个单一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社区教育在

服务大众创新创业中，需要建立起社区与学校、企业

等组织共同协同的合作机制。目前在创新创业的政

府支持政策下，社区要联动人力资源部门、学校、企
业、民间协会等组织，建立社区创业服务中心，与社

会建立起广泛的外部联系网络，包括各种孵化器、科
技园、创新创业培训机构、小企业开发中心、创业者

协会等等，形成一个社区、学校、企业良性互动式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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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创业合作生态系统，形成政府主导、社区参与、
学校主体、企业支撑、全社会配合与家庭支持的多元

主体合作机制。
2． 通过社区整合创新创业资源

创新创业需要各种资源，如政策、信息、科技、资
金、人才等，这些资源的整合和利用，将影响到创业

者的创业成功与否。有人认为创业本身是一种资源

的重新整合。创业不仅仅要广泛地获取创业资源，

更要懂得如何使用这些资源。社区教育在服务创新

创业中应该注重将各种资源整合，联合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门，建立一站式的创业服务中心，组织实

施创业培训，提供政策咨询、创业指导、项目、创业跟

踪服务等。整合社区可利用的资源，如社区图书馆、
科技园区、企业、民间组织等机构，搭建创客空间，开

发创业课程，组建创业指导师、培训师，为居民提供

创业的支持与服务。
3． 构建创新创业教育体系

社区教育是学校教育的有益补充，是推动社区

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在我国学校教育中创

新创业教育体系尚不完善的情况下，社区教育建立

起创新创业教育体系，可满足大众对创新创业的需

求，发挥社区教育在创新创业中应有的作用。社区

教育应建立起政府主导、学校与社区为主体、社会机

构参与的多元主体，覆盖青少年、失业人员、家庭主

妇、外来务工人员等对象，以创业基础课、与具体专

业相结合的创业课和创业实践课为主，建立创新创

业教育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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