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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如何构建创业支持系统

———哥伦比亚大学的探索

杨婷　尹向毅

（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杭州 ３１００２８）

　　摘　要：大学如何支持师生创业是一个系统性的大工程，既需要大学内部不同组织相互配合与协
作，也需要大学与外部资源优势互补、联合发力。哥伦比亚大学在协同合作理念下践行全方位创业支

持策略，以创业人力资本开发与创业孵化综合保障为着力点，积极融入纽约市创业生态系统。以主体

全覆盖的创业人力资本开发聚焦全校师生创业意识与能力培养；以资源全共享的创业孵化保障侧重全

校师生及校友创业服务的各要素支持，共同构成大学创业支持系统。

　　关键词：哥伦比亚大学；创业支持系统；创业人力资本开发；创业孵化保障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２０１５年教育学重大项目“经济转型升级中的创新创业教育研究”（ＶＩＡ１５０００２）。

　　随着传统的财富要素诸如土地、劳动和资本被科技和知识所替代，以生产知识为特征的大学成为
经济增长的新引擎。２０世纪后半叶以来，美国大学以前所未有的势头不断加强与产业界的联系，兴起
了师生多种多样的学术创业活动，包括专利、许可、新公司创建等。１９８０到１９９９年美国大学衍生公司
产生直接经济效益３３５亿美元，共创造了２８万个工作岗位（Ｓｈａｎｅ，２００４，ｐｐ．１－２１）。２０１５年，美国大
学获得超过６６００项专利，６３００项许可授权，计２５亿美元许可收入，促成１０００多家新创企业的建立
（ＤｅＶｏｌ，Ｌｅｅ＆Ｒａｔｎａｔｕｎｇａ，２０１７，ｐ．１３），并生产出超过７００种新型商业产品（Ｗｏｏｄｅｌｌ＆Ｓｍｉｔｈ，２０１７）。
美国大学师生的创业活动对创造就业机会、产品创新和区域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中国的大学知识产出体量庞大，近年来包括课题、论文、发明专利等各种形式的知识产出增长迅

速。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科研课题从２０００年１０．６万项发展到２０１５年５１．７万项；自然出版集团发布
２０１６指数（ＮａｔｕｒｅＩｎｄｅｘ２０１６）显示，中国是全球高质量科研论文的第二大贡献国，仅次于美国（人民
网，２０１６）；从２００３年到２０１６年我国高校发明专利申请量从１４８６５件增长到１３．８万件，增长了９．３倍，
授权量从４８７２件增长到１５．０万件，增长了３１倍。然而我国高校科技成果多以文字形式呈现。科技成
果转化率仅约为１０％，专利转化率只有５％，平均专利年龄仅３．５年，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不少差距
（刘斌等，２０１５）。另外，夏清华（２０１３，第３０４页）研究指出中国研究型大学践行创业是被动地适应而不
是主动地创造，还没有显示出独立的创业能力，与产业的合作也很有限，大学在地区的领导力还没有形

成。福州大学（２００８年）、南京工业大学（２０１０）、浙江农林大学（２０１０年）曾在２１世纪初期提出过创立
创业型大学的目标，然而在实践的过程中与目标的实现上并不理想，“远未达到缓解办学经费压力的目

的，对于扭转原有观念滞后与制度建设滞后的问题仍未得到根本改善，远未达到激励教师转型、推进学

术创业、培育创业文化的目标”（付八军，２０１６）。总体看来，中国情境下的大学创业实践任重道远。哥
伦比亚大学（以下简称“哥大”）通过构建全方位的创业支持系统，积极融入纽约市创业生态系统，在短

期内取得了良好的成效。根据梅肯研究院２０１７年发布的《商业的概念：最佳技术转移大学》（Ｃｏｎｃｅｐ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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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ｏ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Ｂｅｓｔ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ｆｏｒ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Ｔｒａｎｓｆｅｒ），哥大商业化指数得分第二。探讨哥
大的创业支持系统对我国高校进一步开展创业活动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一、哥伦比亚大学构建创业支持系统的内外动因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世界城市人口的占比预计将从２０１４年的５４％发展到２０５０年的６６％（Ｕ
ｎｉｔｅｄＮａｔｉｏｎｓ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Ａｆｆａｉｒｓ，２０１４）。大量城市人口的增加给城市带来巨大治
理压力的同时也带动了城市经济的发展。城市正日益成为技术创新中心，城市创业不断兴起。创业在

世界不同城市蓬勃发展，包括纽约、洛杉矶、伦敦、柏林、北京、马德里，莫斯科、伊斯坦布尔、特拉维夫、

开普敦、孟买、布宜诺斯艾利斯和里约热内卢等。其中，纽约市“硅巷”发展模式正引领全球不同城市进

行科技创业和产业转型。然而在创业兴市的发展前期，纽约市虽然拥有哥大、纽约大学和纽约市立大

学等多所一流大学以及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等得天独厚的创新创业条件，但并未形成如硅谷、波士顿

１２８公路区、北卡三角研究园等一般的知名高新产业集聚区。这背后既有特大都市地理空间有限、办公
场地租金高、生活成本高等原因，也有纽约市的大学并未积极主动支持科研成果转化，对大学教师和学

生的创业支持不充分等方面的问题。哥大构建全方位的创业支持系统既是对纽约市创业型经济社会

发展的积极呼应也是提升自身创业能力的内在要求。

（一）服务创业型经济社会发展的外在要求

２００８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纽约市经济受到重创。时任纽约市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Ｍｉｃｈａｅｌ
Ｂｌｏｏｍｂｅｒｇ）发起一系列鼓励创业的实践措施，围绕纽约市传统优势行业如金融、媒体、生命科学等领域
发起科技创新创业行动计划，具体见表１。

表１　纽约市创业行动

挑战 原因 措施

为创业者提供的

物理空间有限

办公空间昂贵；没有专门资金支

持初创公司办公的需要
构建联合办公空间网络；发展孵化器

缺乏科技人才

缺乏强大的工程技术类学校的支

持；大部分科技人才不是本地出

口

与大学合作实施应用科学计划：

纽约大学理工学院并入纽约大学，成为纽约大学坦登工

学院；

新建康奈尔理工分校；

建立纽约大学“城市科学与进步研究中心”；

建立哥伦比亚大学“数据科学与工程研究所”

种子基金不足

虽然纽约是许多风投行业的所在

地，但这些公司认为当地的初创

企业不够成熟

设立纽约市创业基金与纽约市种子基金

创业共同体有限

并且不够集中

科技社区正在成长，但分散不协

调；没有健全的社区基础设施或

机构；创业并不是当地所推崇的

职业

硬性支持：

基础设施（住宅高速宽带、公共场所免费ＷＩＦＩ）；
信息交流共享平台Ｄｉｇｉｔａｌ．ＮＹＣ，可获取当地初创企业的
相关信息、投资、办公场地、培训课程服务等；

吸引外地企业入驻，提供税收减免政策

软性支持：

建立创业导师网络；

任命首席数字官与技术界互动，为社区的需求提供敏捷

的支持；

竞赛（如应用软件大赛ＢｉｇＡｐｐｓ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社区活动与市场营销支持

　　来源：根据报告《ＮｅｗＹｏｒｋＣｉｔｙ：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ｉｎｇａＣｉｔｙｉｎｔｏａＴｅｃｈ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Ｌｅａｄｅｒ》整理

　　这些计划主要是为了应对纽约市存在的创业挑战，改善创业环境。例如，为了克服物理空间有限、
办公空间昂贵的困境，纽约市为创业者提供价格低廉的联合办公空间网络（ｃｏｗｏｒｋｉｎｇｓｐａｃｅ）；为了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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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技术转移不畅的问题，采取了与大学共建创业加速器和孵化器等措施。这一系列的创业行动取得

了明显的效果，城市创业生态系统逐步形成。２０１５年纽约市获得风险投资总额近 ６０亿美元，产生
１４５００多家初创企业，为５万多人创造了工作岗位。截至２０１６年底，纽约市已发展超过３０个孵化器项
目，纽约市创业者可以在近２４０个共享办公地点获得廉价的办公空间，同时，４０多个联合办公空间成为
创业者的社交网络与灵活租约的工作空间（Ｍｕｌａｓ＆Ｇｒａｓｔｅｌｕ，２０１６，ｐｐ．６－２２）。美国研究机构创业基
因（ＳｔａｒｔｕｐＧｅｎｏｍｅ）发布了《２０１７全球创业生态排名》报告，纽约市已经成为除硅谷外全球最好的高科
技创业生态系统。

纽约市之所以成为全球城市创业生态系统的典型代表，与政府的推动、社会各界的支持密切相关。

卡瓦柳等学者（Ｃａｒｖａｌｈｏ，Ｃｏｓｔａ＆Ｄｏｍｉｎｇｕｉｎｈｏｓ，２０１０，ｐｐ．１－１８）指出，大学在促进创业方面有着重要
的作用，他们与政府部门、企业界共同构成创业生态系统。大学作为培养创业型人才的主要阵地，无时

无刻不受到社会的特别关注。迈克尔·布隆伯格曾公开表示过对哥大的失望（Ｗｉｎｆｒｅｙ，２０１６）。在外
在诉求下，哥大发挥自身独特资本优势，充分利用外界强大创业支撑来捍卫或提升自己在创业关系网

络中的位置。如哥大初创企业实验室（ＣｏｌｕｍｂｉａＳｔａｒｔｕｐＬａｂ）的办公空间就是与纽约市最大的联合办公
空间供给者ＷｅＷｏｒｋｓ所共享。当前，哥大已经成为纽约市创业与加速器网络的重要组成力量，有诸如
哥大生物医学加速器、纽约市媒体实验室（ＮＹＣＭｅｄｉａＬａｂ）、纽约清洁能源网络（ＰｏｗｅｒＢｒｉｄｇｅＮＹ）等一
批创新资源（Ｃｏｌｕｍｂｉａ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ｓｉｇｎ，２０１７）。

（二）提升大学师生创业能力的内在需求

２００８年之前，哥大科学研究部门与外界的合作网络关系并未广泛建立，如，与商学院交叉合作比较
有限；科学家、工程师、企业家、风险投资家、技术转移办公人员的交流网络并未建立；创业文化氛围不

够浓郁（Ｏ’Ｇｒａｄｙ＆Ｂｏｗｌｅｓ，２００９，ｐ．４）。这些成为哥大发展创业的阻碍因素，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知识研发的高投入并没有显著促进研究成果的商业化，二是促进知识商业化的举措不尽理想。以

行业创业为例，生命科学是纽约市具有重要竞争力的研究领域，除波士顿以外，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对

纽约市投入的经费最多，每年投入经费高达十多亿美元，然而生物科技公司数量却不如波士顿、圣地亚

哥等城市。２００８年上半年只有１１家生物科技公司获得风投，硅谷是４７家，波士顿是３８家（Ｏ’Ｇｒａｄｙ＆
Ｂｏｗｌｅｓ，２００９，ｐｐ．２－４）。再如，纽约市投资基金报告指出，纽约市在能源与环境方面处于领先地位，
该领域专业人员比美国任何城市都多，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市立大学城市学院、纽约大学理工学院都有

专注于环境技术的研究中心，然而清洁科技类企业却屈指可数，也并未获得风投公司青睐（Ｇｏｔｓｃｈ，
２００７，ｐｐ．６３－７０）。另外，哥大虽然在校内预留了专门的常态化的概念证明资金，获得了一定的成效，
但与麻省理工学院德什潘德技术创新中心、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冯·李比希创业中心相比相差甚

远。其中重要的原因，区域经济发展专家大卫·霍克曼（ＤａｖｉｄＨｏｃｈｍａｎ）认为麻省与圣地亚哥的项目
超出大学围墙，与外部创业者建立联系，而哥大只是在利用内部资源进行概念证明，没有与纽约市的资

源建立联系（Ｏ’Ｇｒａｄｙ＆Ｂｏｗｌｅｓ，２００９，ｐ．２４）。
可见长期以来，哥大虽然产生了大量一流的科研成果，但是并未充分支持教师和学生的创业活动，

创业企业屈指可数。２０１３年，哥大在学校校长与董事会的支持下构建了全校型创新创业支持网络“哥
大创新、创业与设计”（Ｃｏｌｕｍｂｉａ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ｓｉｇｎ），旨在整合全校资源，包括本
科生学院（哥伦比亚学院等）、研究生学院（新闻学院、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法学院、商学院等）、附属

学院（巴纳德学院、师范学院等）等各个学院，鼓励哥大全校师生的创新创业活动，在教师、学生、校友、

纽约社区、纽约政府机构之间形成伙伴关系，培育创新创意创业文化（Ｃｏｌｕｍｂｉａ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Ｉｎｎｏ
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ｓｉｇｎ，２０１７）。

二、哥伦比亚大学构建创业支持系统的实践策略

基因论主张创业者具有典型的人格特征，会在任何情况下进行创业。创业可教论提倡在更大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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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背景下审视创业者创业行为的生成。大学的创业主体主要包括教师与学生，在某些情况下校友也会

成为大学创业的重要推动力。有学者认为创业是依赖社会环境，创造未来的产品与服务（Ｋａｎｇ＆
Ｕｈｌｅｎｂｒｕｃｋ，２００６）。创业的主体性、实践性、情境性等这些特征要求社会给予大量的支持和保障。大
学在实施创业支持策略的过程中，需要加强与外界环境的互动，尤其是与区域的相关组织如政府、产业

部门、兄弟院校、社会团体等的互动。大学创业支持系统可以分为创业人力资本的开发与创业孵化综

合保障两大部分，具体见图１。哥大充分利用纽约市创业资源，逐步建构起服务全校师生创业的支持系
统。哥大一方面以人为中心，开发包括教师、学生、校友等各类群体的创业意识，增加创业人力资本；另

一方面提供创业服务的各要素支持与共享，以提高创业成功率。创业人力资本开发与孵化保障对创业

者的创业成功都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共同处于同一个循环圈内。值得注意的是，创业学习过程是一

个无止境的过程。创业主体既在创业人力资本开发过程中学习，也在创业孵化过程中不断学习，甚至

从多次失败的尝试中提高其创业能力。

图１　大学构建创业支持系统的实践策略

　　（一）创业人力资本开发
《美国创业２０１７》（Ｋａｕｆｍａｎ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７，ｐ．３）报告指出，无论种族，相对于没有接受过正式教

育的成年人，那些接受过教育的同龄人将更有可能创业。为激发潜在创业主体的创业意识，帮助他们

获得创业所需要的知识并提高创业能力，哥大通过创业课程、活动交流、项目实践、创业竞赛等多种形

式实施创业教育。

１．多元性的创业课程
校级层面，在不同学院协作支持下，哥大开设了上百门创业理论与实践课程。侧重理论的创业课

程主要供全校学生进行选择，其课程师资由校内专家教授与校外相关领域的专家共同组成，来源广泛；

侧重实践的创业课程则主要面向全校师生，也对校友开放。

哥大的创业理论课程内容广泛，涉及创业基础知识与技能、创业领导与管理、专业领域创业等多个

方面。创业基础知识与技能类课程包括创新力培养（包括心理学、市场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领域）、金

融与融资、法律与知识产权、公司创建基础、市场与销售等。创业领导与管理类课程包括领导力与团队

组建（如女性与领导力、个体执行力与领导力、组织与团队），企业战略规划（如决策者信息素养、科技创

新创业管理）等。专业领域创业的课程包括商业领域的创业课程（如科技创业），生物医学领域的创业

课程（如生物医学工程设计、生物制药经济学），清洁能源领域的创业课程（如绿色经济融资、可持续城

市发展）以及社会创业、国际创业、家族企业管理等。（Ｃｏｌｕｍｂｉａ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
ｓｉｇｎ，２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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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大的创业实践课程以精益创业课程（ＬｅａｎＬａｕｎｃｈＰａｄ）为代表，积极关注消费者的需求。国家科
学基金会２０１１年７月启动创新联盟计划（Ｉ－Ｃｏｒｐｓ），旨在帮助科研人员与学生将他们的科研成果市场
化，其长期目标是培养下一代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创业思维。该计划由三部分组成：创新联盟团队（Ｉ－
ＣｏｒｐｓＴｅａｍｓ），创新联盟网点（Ｉ－ＣｏｒｐｓＮｏｄｅｓ），创新联盟场所（Ｉ－ＣｏｒｐｓＳｉｔｅｓ），三者相互交织，共同组
成国家创新网络。作为该计划的积极参与者，哥大与纽约市立大学、纽约大学共同组成全国八个网点

之一的纽约市创新联盟网点。所有创新联盟团队成员都需参加斯坦福大学史蒂夫·布兰克（Ｓｔｅｖｅ
Ｂｌａｎｋ）组织的精益创业课程。课程的关键原则包括三点（Ｒｏｂｉｎｓｏｎ，２０１２）：首先，团队成员不是撰写复
杂的商业计划，而是利用商业模式画布（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ｍｏｄｅｌｃａｎｖａｓ）总结一系列未经检验的假设；其次，使用
“走出大楼”的方法，团队成员向潜在的用户、购买者和合作伙伴征求对商业模型的反馈，包括产品特

性、定价、分销渠道和客户获取策略等；最后，利用收集的客户信息修改假设，重新设计产品。

２．多方合作的体验式实践活动
创业是个人和团队在一种高度不确定性和模糊性的情境下创造现实的过程，相应地，学生和教师

只有通过创业体验学习才能更有效地提高自身创业素质，实现创业成功（Ｍｏｒｒｉｓ，Ｋｕｒａｔｋｏ＆Ｃｏｒｎｗａｌｌ，
２０１３）。哥大通过多方合作为学生、教师和校友提供极其丰富的创业体验学习活动，包括学生创业社团
活动、创业项目和创业赛事等。

哥大的学生创业社团活动由校内最大的学生组织“哥伦比亚大学学生创业社团”（ＣＯＲＥ，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ｉｓｉｎｇ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负责，是校内最活跃，参与人数最多的学生组织。该组织邀请校内
外创业人士分享创业事迹、组织演讲与论坛、举办创业竞赛和黑客马拉松比赛（ｈａｃｋａｔｈｏｎｓ）、开展创业
实习活动等。以创业实习活动为例，创业社团与校职业教育中心合作，为全校学生提供为期１２周、每
周１０－２０小时的创业实习活动，在实习的过程中为学生提供一对一的职业咨询，将创业实习和学生的
职业发展相结合（Ｃｏｌｕｍｂｉ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Ｃａｒｅ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８）。

哥大的创业项目是各部门合作提供的较为长期的项目，包括设计工作室项目、教育技术挑战项目

等。设计工作室项目由“哥大创新、创业与设计”和驻校设计师等合作提供，面向全校师生和校友，核心

的理念是提倡以人类为中心的设计，帮助全校师生和校友创业者通过设计方法解决早期的产品开发和

客户挖掘问题。如为期７个月的教育技术挑战项目由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国际和公共事务学院、
发展经济与政策中心、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纳斯达克教育基金会等联合提供，来自不同学科与不同国家

的学生组成６个人的团队，通过设计创新性技术为基础的产品或成立相关企业，解决 Ｋ－１２教育问题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ｓｉｇｎ，２０１７）。

哥大的创业竞赛包含两大类：面向全校学生和校友的哥伦比亚创业挑战赛（ＳｔａｒｔｕｐＣｏｌｕｍｂｉａＣｈａｌ
ｌｅｎｇｅ）、技术创业挑战赛（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公共政策创业挑战赛（ＰｕｂｌｉｃＰｏｌｉｃｙ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和面向
全校本科生的本科生创业挑战赛（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全校哥伦比亚创业挑战赛突出创业团队
的客户发展、产品与市场的契合度。技术创业挑战赛由哥大工程学院主办，突出创业团队的技术创新。

公共政策创业挑战赛由哥大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主办，突出创业团队利用技术和数据分析等解决社会

问题。本科生创业挑战赛突出商业模式创新（ＳｔａｒｔｕｐＣｏｌｕｍｂｉａ，２０１８）。总体来看，哥大创业竞赛的特
点是校友与在校学生充分融合、优势互补；并针对不同的对象开办不同的赛事，赛事的要求各有侧重，

兼顾商业创业和社会创业。

此外，哥大还有为期两天的年度创业庆典活动。在活动中，来自学生创业社团、哥伦比亚学院、商

学院、工程学院等不同组织中的创业者、教师、学生与外部创业人士汇聚一堂，庆祝哥大师生、校友的创

业成就，并共同讨论创业相关的重要议题。

（二）创业孵化综合保障

哥大在实施创业支持的行动过程中，与当地政府、企业、兄弟院校等外界组织合作的同时，充分释

放校内不同部门不同群体的创业能量，为创业者的创业活动提供多重孵化保障，具体包括组织保障、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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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咨询辅导、孵化资金支持、以对接地区产业链为核心的加速器项目服务等。

１．多重组织的协同保障
哥大主要通过校级、院级两个层面构建师生创业的组织保障体系。其一，在校级层面，哥大设立正

式的技术转移办公室，负责全校技术转移活动、辅助教师创业、促成与外部企业的合作等。该办公室成

立以来平均每年管理超过３５０项发明，１００项专利许可协议，辅助创立２０家初创企业（Ｔｅｃｈｖｅｎｔｕｒｅｓ，
２０１７）。其二，在院级层面，哥大在各个院校以设立创业中心、实施创业项目等不同形式的举措支持师
生创业，如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尤金朗创业中心、商学院塔纳社会创业中心、巴纳德学院领导力学习雅

典娜中心（支持女性创业）、哥伦比亚学院的创业行动计划等。其三，哥大不同学院之间相互联合，组建

创业共同体。２０１４年，哥大商学院、工程学院、法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等学院面向
各个学院的学生和校友建立“初创企业实验室”。“初创企业实验室”中创业团队人员的组成注重学科

背景的差异性，也关注性别与文化的多样性。截至２０１７年底，实验室已经创建１４３家企业，获得２４６０
万美元的融资，这些企业的存活率约为８４％，大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Ｃｏｌｕｍｂｉａ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Ｉｎｎｏ
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ｓｉｇｎ，２０１７）。哥大所有这些创业支持组织彼此之间充分合作，共同成为全校创新创业网
络“哥大创新、创业与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实践意义上来说，这有利于实现“人才、资本、信息、技

术”等创业资源的聚集与循环流动，从而成为创业者巨大的资源池。

２．多领域合作的创业咨询与辅导
在创业咨询与辅导方面，哥大从两方面开展工作：一方面以工作室项目为依托，为学校的初创企业

提供咨询辅导。哥大初创企业法律服务工作室项目由美国博钦法律事务所（ＰｅｒｋｉｎｓＣｏｉｅ）与哥大法学
院合作提供，法学院学生协助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为全校师生和校友的创业团队提供免费的法律咨询服

务。另一方面，哥大与外部不同领域的专家以驻校企业家项目的形式确定合作关系。２０１１年哥大设立
了驻校企业家项目，涉及商业、法律、政策等多个领域。哥大驻校企业家项目从最初的１位专家发展至
目前７位专家，旨在帮助有潜力的技术向市场转化，实现加速发展。这些专家在“入职”的时候需要接
受培训，培训内容包括哥大技术转移办公室的使命、目标、学校专利许可的方法等。所有驻校企业家每

个月碰面一次，指导富有潜力的初创企业团队，并分享最新创业信息。即使驻校企业家任期结束，哥大

技术转移办公室也与他们保持紧密联系（Ｓｉｌｖａｇｇｉ，Ｈｅｒｓｋｏｗｉｔｚ＆Ｒｅｅｖｅｓ，２０１５）。值得一提的是，哥大鼓
励这些专家广泛融入纽约市创业生态系统（Ｓｉｌｖａｇｇｉ，Ｈｅｒｓｋｏｗｉｔｚ＆Ｒｅｅｖｅｓ，２０１５），这不仅有利于哥大与
纽约市的导师资源共享，而且这些专家在服务纽约市创业企业的过程中也能获取信息、人脉等资源，进

而为更好服务哥大提供可能。

３．多渠道来源的孵化资金
在孵化资金保障方面，哥大主要通过大赛、基金、加速器等途径对学校师生的创业活动进行资金支

持。如表２所示，在服务对象上，不仅有针对全校师生的创业资金支持，也有对教师与学生的分类支
持。在服务领域上，不仅包括全校型的创业大赛奖金，而且有专门领域的创业孵化资金支持，如媒体领

域、医学领域、社会创业领域等。这些不同渠道来源的创业孵化资金成为哥大师生重要的创业启动资

金，为他们创业活动提供基本的资金保障。

４．通力合作的加速器项目
哥大依托自身研究资源和教育资源，与当地政府、企业、兄弟院校等不同组织建立战略联盟，通过

加速器、概念证明中心等项目积极对接地方产业链。当前，哥大已经成为纽约市重要的联合办公空间

与加速器的组成力量，涉及数字媒体、清洁能源、生物医学等多个与地方产业相接轨的领域。在加速器

项目的服务对象上，哥大一方面有专门服务学生创业的加速器项目，如学生组织“哥伦比亚大学学生创

业社团”发起并负责运营的学生创业加速器（ＡｌｍａＷｏｒｋｓ），该加速器不收取费用，纯粹帮助并促进学生
初创企业早期阶段的健康持续发展。整个过程持续８周，主要以提供咨询、资源为主。另一方面，哥大
也提供以教师为主体的创业加速器项目。以数字媒体行业为例，为了确保纽约市媒体领域的世界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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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纽约市政府２００９年发起“媒体纽约２０２０计划”。作为该计划的重要实施措施，政府与大学、企
业、媒体机构在２０１０年共同成立“纽约媒体实验室”，将纽约地区的大学、数字媒体与科技公司相连接，
以推动数字媒体领域的人力资本开发、创新创业和就业增长。该实验室涉及的机构包括纽约市经济发

展局、纽约视觉艺术学院、纽约大学、哥大、普瑞特艺术学院等，同时包括１８个相关领域的企业会员及４
家新闻媒体机构（ＮＹＣＭｅｄｉａＬａｂ，２０１７）。其中，桥接（Ｃｏｍｂｉｎｅ）是新兴媒体与科技初创企业的加速
器，由哥大技术转移办公室与纽约大学支持运作，资金支持来自纽约市长媒体娱乐办公室、纽约市经济

发展局及“纽约媒体实验室”企业会员（Ｂｙｒｄｅｔａｌ．，２０１７）。该项目将参与到该实验室的大学教师与学
生、企业家、媒体高管和技术专家联系起来，以服务于大学媒体技术的商业化和创业活动。

表２　哥伦比亚大学创业孵化资金支持

类型 目标 服务对象 资金额度

哥伦比亚大学创业大赛 为公司初创期提供投资 哥大所有学生与近年校友 ２５万美元

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尤金朗创业基金 为公司初创期提供投资 商学院学生 ２０万美元

哥伦比亚大学工程创业基金 为商业创业、社会创业提供资金支持 哥大校内学生 ５万美元

哥伦比亚大学本科生创新创业基金
为将学生创新想法转化为实际应用提

供资金支持并辅以咨询辅导
哥大本科生 １１万美元

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塔纳基金 为社会创业提供资金支持 哥大所有师生 １７．５万美元

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布朗媒体创新

研究所“魔法拨款项目”
支持媒体领域创业 哥大所有师生 ５０万美元

清洁能源加速器
确定初始客户目标市场、开发原型、进

行现场测验
教师为主体 １０万美元

哥伦比亚大学医学中心转化治疗加速

器

提供行业专家资源，加速新治疗法的

商业化进程
教师为主体 ３０万美元

纽约市媒体实验室
促进纽约市各个大学之间、大学与行

业组织间的联系
教师为主体 １２．５万美元

哥伦比亚大学生物医学加速器 从概念证明到商业投资的嫁接桥梁 教师为主体 ６８万美元

　　来源：根据报告《Ｃｏｌｕｍｂｉａ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ｓｉｇｎ．ＡｎｎｕａｌＲｅｐｏｒｔ（２０１７）》整理

三、启示

我国大学在创业方面通常面临着产学研合作有限、服务地方建设不足等合作之困；师生创业意识

薄弱、知识转化率低等意识与能力之困；创业教育侧重学生、学术创业侧重教师的主体之困；科研数量

与研究质量、社会贡献孰轻孰重的理念之困；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的试错之困等。高校如何支持

全校师生创业，激发全校师生的创业活力，促进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成为我国不少高校面临的现实问

题。哥大在协同合作理念下践行全方位创业支持策略，以创业主体全覆盖的创业教育与创业保障资源

全共享的创业服务为着力点，为促进师生和校友的创业活动助力。哥大创业支持系统的有效构建可以

给我们带来以下几点启示。

其一，践行协同合作理念，深度融入区域产业体系。整个大学创业支持系统的形成由不同主体所

形成的客观协同关系所构成，各具相对优势的占据者依据自身所拥有的资本进行相互交换并适时进行

能动性的更新。自１９９７年教育部颁发《关于开展产学研合作教育“九五”试点工作的通知》以来，经过
２０余年的发展与探索，我国产学研合作模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这成为大学发展创业支持系统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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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部分。然而从全国范围内看来，区域内产学研合作尚未形成当地政府、产业界、高校三者紧密结

合、互联互通的运行机制，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大学创业能力的发展。首先，大学需要在原有产学研

合作的基础上，争取当地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的更多支持，包括制度保障、资源支撑与文化倡导。在

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的冲击下，纽约市政府与社会各界联合行动创建了良好的创业生态环境。良好的创业
环境为哥大实施创业支持策略提供了可能。其次，大学自身需要注重内外协同。内部协同是指整合全

校创业支持资源，成立全校型创业支持组织，同时联合各院系各个部门。外部协同是指学校联合当地

政府、企业、兄弟院校、社会组织等校外资源。再者，在校内外不同的创业支持要素间搭建合作桥梁也

至关重要。哥伦比亚大学全球校友参与的创业竞赛与创业项目、技术转移办公室、与纽约共享的加速

器和孵化器等都是重要的合作平台与载体。

其二，执行整体设计思路，开发创业人力资本。“学术创业和创业教育是大学实现第三使命的重要

方式，也是大学联系创业的两种途径”（翟庆华等，２０１６）。创业教育聚焦创业意识激发与创业能力培
养；学术创业聚焦知识成果的市场应用与商业化。这两者不仅呈现出一定的线性承接发展关系，而且

是相互影响相互交融的共生共赢关系。最早开设与创新创业有关课程的大学，如哈佛大学、康奈尔大

学，正是早期创业型大学的典范；而创业活动最突出的大学，如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其创新创业

教育也在全球名列前茅（夏清华，２００７，第４１９－４２７页）。对于我国而言，一方面国内创业教育的主体
是学生，对教师的创业意识与能力培养缺乏一定的关注，另一方面学术创业更多的指向是教师，对学生

在学术创业方面的作用认识不足。哥大将其创业支持系统融汇于创业教育与学术创业两个部分，一方

面在纵向上将创业教育与学术创业看作一个整体，另一方面在横向上也注重参与人员的整体性。在纵

向上，哥大不仅注重前段的创业人力资本开发，也包含创业全过程的孵化保障。这种策略符合创业行

为生成的发展规律，保证了教师与学生创业学习与创业孵化的连续性与统一性。在横向上，哥大几乎

所有的创业活动都是教师、学生和校友共同参与。这有利于不同主体之间相互合作、优势互补与资源

共享，形成创业活动互相激发效应和集群效应，大大提高初创企业的成功率与存活率。

其三，追求社会公共利益，维护大学核心价值。从追求闲逸之趣真理知识，到注重实际应用知识直

至学术创业，高等教育系统内外部辩论声音不绝于耳。当“大学对于某一个教授当选为科学院院长所

感受的惊喜还不如某个教授从医药公司得到了一百万美元所产生的惊喜”时（转引自温正胞，２００８，第
１５页）；当学术研究成为秘密和为私人生产物品，而不是生产公共物品，并且不是公开的知识时（Ｙｌｉｊｏ
ｋｉ，Ｌｙｙｔｉｎｅｎ＆Ｍａｒｔｔｉｌａ，２０１１）；当更具创业优势的理工科与难以产生实际商业价值的人文学科相互鄙
夷时情况；当这些不断涌现时，大学创业的各种矛盾就不断凸显。这些一方面反映出大学在自由的崇

高性与现实的强大性之间艰难徘徊，同时又反映出大学创业发展的广度与深度在不断加深。如在我国

科研评价体系与社会外界压力的共同作用下，大学教师往往过于注重论文发表量与科研经费金额，重

量而不重质，强调研究应用的经济性而忽视其社会效益。如是，在大学创业与大学致知的融合过程中，

在大学内外部创业支持体系构建中，在与政府、企业等不同组织群体共同的行动中，大学必须呈现出其

自身的逻辑与智慧。即大学创业是一种理念的整体化运作而非不同方向力量的简单重复叠加。要强

调的是，虽然创业最常见的表现形式是创办企业，表现为与机会识别、商业价值密切相关，也是商业领

域的重要概念，是一个动态的商业行为过程，但创业与商业不是同一个概念，二者不能等同。创业的理

念不止于商业价值创造。哥大在构建与外界相互协同的创业支持系统中，一方面始终突出育人功能，

关注教师与学生创业态度与行为的养成；另一方面不是一味追求商业价值，而始终以服务人类幸福为

宗旨，如开设社会创业、女性创业等领域的课程，致力实施解决教育问题以及其他社会问题的创业项目

和创业赛事等。这些策略措施不仅使哥大将人的内在发展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而且彰显出其维持大

学应有之义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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