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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及其向教育领域不断渗透和应用，各级地方政府和高校面临教育

如何以新业态模式及新技术手段培养更多创新型人才的挑战与机遇。本文从广西民族地区乡村

振兴的创新创业教育探索出发，剖析广西民族地区创新创业教育发展现状，探讨政府与高校协同

创新创业教育发展的可能路径与运行机制，研究发现：由于广西民族地区高校受限于当地经济发

展水平而无力投入足够多的人工智能教育软硬件设施，使得其在人工智能实际应用层面遇到诸多

问题，如教师使用技术的能力不足、学生对于新技术接受程度参差不齐、高校教学平台仍待健全

等。与此同时，在协同创新阶段，政府和高校对政策执行力度不够、在价值共识上还不够统一等

问题仍需解决。结合以上发现，本文尝试提出政府引跑、高校落实、技术赋智为基础构建协同的

思路，即以政府引领、高校实施以及技术赋能为核心的协同机制，再以此为基础，将其中所蕴含

的技术引进到教育教学中，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进而促进广西民族地区创新创业教育的发

展，并为今后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实现创新创业教育赋能提供理论和实践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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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universities. The study finds that due to the 

limitations of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universities in Guangxi’s ethnic regions are unable to invest sufficiently 

in AI education software and hardware facilities. This results in numerous issues in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AI, 

such as teachers’ insufficient proficiency in using the technology, uneven student acceptance of new technologies, 

and the need for further improvement of university teaching platforms. Meanwhile, during the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phase, there are still issues that need to be addressed, such as insufficient policy implementation and 

lack of consensus on values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universities. In light of these finding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propose a collaborative approach based on government leadership, university implementation, and technology 

empowerment. Specifically, it suggests a core collaborative mechanism centered on government guidance, university 

execution, and technology-enabled intelligence. Building on this mechanism, the study advocates integrating the 

relevant technologies into teaching and education to achieve resource sharing and complementary advantages, 

thereby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n Guangxi’s ethnic regions and 

providing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references for future AI-empowered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Keywords: Key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Government-University Collaboration; 

Policy Support; Collaborative Talent Cultivation

1  引言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为广西民族地区带来了新

的发展机遇，创新创业教育作为培养创新型人才的

重要途径，对推动乡村产业发展、促进乡村经济繁

荣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创新创业教育，可以培养适

应乡村经济发展需求的高素质人才，推动乡村特色

产业的创新发展，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高校

开展创新创业教育是培育新时代创新型人才的重要

载体[1]，高校需要肩负起这一时代赋予的重大历史

责任[2]。
人工智能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应用引发了学术

界的广泛讨论和关注。依托于人工智能技术对于创

新创业教育的支持，各高校需要结合高校实际，依

据高校人才培养目标的需要积极运用先进的智能化

信息技术来不断提升自身的创新创业教育水平，并

关注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向，及时调整创新创业教

育的方向和重心。学者崔俊（2024）研究指出，人

工智能技术不仅能提升教学效率，还能促进学生

的个性化学习和实践能力提升[2]。高校的创新创

业教育也需要紧密结合新技术开展变革，以适应

快速变化的社会需求和经济发展要求。政府作为

新技术的主要推动力量，在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应

用在教育领域中发挥着关键作用，政府可以通过

制定公共政策和法规、提供资金和人才支持等策

略来推动新技术的应用。2017年国务院出台《新

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提出建设教育体系，

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业意识[3]。中央及地方

人民政府通过一系列政策扶持、资源整合及搭建

平台等举措来支持高校开展创新创业教育，2021
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支持大学生

创新创业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21〕35号)，
其中提出具体政策举措[4]。虽然各级政府已高度

关注并陆续出台相关政策，但在创新创业教育内

容、政校协同、高校产业联动、服务社会方面，

仍存在一定的不足，这也是制约高校创新创业教育

质量提高以及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的核心问题[3]。这

些问题制约了创新创业教育质量的提升，也影响

了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因此探讨在人工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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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能赋能下，政府与高校协同创新教育教育的机

制和路径，可以为高校实施创新创业教育策略及

政府制定政策、配套资金提供参考。

2  人工智能赋能创新创业教育的现状
    与挑战
2.1  人工智能在创新创业教育中的应用现状

人工智能（AI）技术将不断驱动世界经济发

展速度和推动全球行业快速发展，并引领新一轮

的科技革命，这也为大学生的创新创业教育带来

了新机遇、新挑战[3]。当技术逐渐成熟后，人工

智能不但改变了原有的课堂教学模式，也为大学

生创新创业教育教学开辟了更多的途径和方法。

借助大数据与虚拟化技术，人工智能能够为不同

专业的学生提供个性化地创新创业学习路径，通

过智能算法对学生提出更贴合自身发展的课程和

项目推荐。基于人工智能技术，为学生营造一个

更为真实性的创业实践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弥补

了传统教学环节出现的无法再现真实情境、缺乏

实践经验等问题 [2]。政、校、企三方借助于人

工智能技术可以构建智能导师系统，面向学生全

天候推送具有个性化特点的学习路径和资源推

送，让学生更加了解创新创业知识、经验和技

能[5]。虽然新技术成熟发展给创新创业教育带来

了新的机遇，但也给创新创业教育的发展带来新

的挑战。首先，目前教师对于人工智能技术的认

识水平参差不齐，一方面教师需要拥有原来从事

工作的技能，另一方面也需要不断跟进时代的发

展步伐[3]。其次，学生的接受程度也不尽相同，

有的学生对人工智能技术较易上手，而有些学生

则一时难以跟上新技术的步伐，由此造成了学

生间的分层。最后，还应在人工智能技术建设

方面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但是现阶段

大部分高校还尚未建成成熟的智能教学平台以

及实践环境[2]。

2.2  广西民族地区政府与高校协同创新创业
       教育的现状

在推动创新创业教育过程中，政府是推动创新

创业教育数字化、智能化融合的关键力量，在当前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进程中，政府通过税收优惠、资

金扶持、信息传递和引导创业发展方向等策略，可

以营造良好的创新生态环境，带动各方创新创业的

积极性，对创新创业产生了重要影响[1]。
近年来，为促进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蓬勃

发展，各级政府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相关支持政

策。2021年中国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

支持大学生创新创业的指导意见》强调当前创新创

业教育的重要性，文中提出了具体的政策措施。各

级地方政府也积极响应，如2022年广西壮族自治区

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支持大学生创新创业

的实施意见》通过设立专项基金、建设创新创业园

区等方式，为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提供支持[6]。通

过政府、产业、高校及科研机构等多元主体的紧密

协作，协同创新机制可以推动大数据、云计算、人

工智能等数智化技术的创新应用，有效整合各方资

源，形成强大合力，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与风

险共担[1]。现有研究显示协同观点强调“高校－政

府－企业”三螺旋在创业教育中互相联动，不仅对

创新资源要素进行整合，也在政策的引导下助力大

学生创业成长[7]。当前广西民族地区政府与高校

协同创新教育过程中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存在不

足。一是，在协同创新教育过程中，各项政策的执

行力度和效果在不同民族地区和高校之间存在明显

差异，因理解差异，部分地区的高校存在落实不到位

的情况，导致政策难以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8]。
二是，政府与高校协同创新过程中，在价值共识的

认同方面也在理解偏差，从价值共识视角来看，政

府与高校在创新创业教育过程中是整个价值共创主

体，需要通过网络协同工作，共同制定个性化、精

准化人才培养与教育方案，需在这个过程中共同生

成价值[9]。但政府和高校在价值共识的生成过程

中，因角色不同，对价值共识存在理解偏差，导致

各自为政难以形成协同合力。广西民族地区具有丰

富的民族文化资源和农业资源，这些特点为创新创

业教育提供了独特的背景和需求，需要通过创新创

业教育培养具有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人才，推动

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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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人工智能赋能下政府与高校协同创新创
       业教育面临的新挑战

现今人工智能发展如火如荼的情况下，随着新

技术的渗透政府与高校双创教育协同发展的固有模

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是人工智能领域的人才极

度缺乏，而且由于人工智能等新型科学技术日新月

异、飞速发展，要求每一个工作人员都必须不断地

提高自己的数字素养与技术使用能力。然而，目前

许多政府工作人员和高校教师在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方面的能力仍显不足，难以满足创新创业教育的实

际需求[2]，这一情况在经济欠发达的广西民族地区

更为突出。二是人工智能全面普及后，新的协同机

制和路径仍未建立起来。在新的技术赋权下政府与

高校协同运转的新模式需不断优化，以保证政策有

效落地并促使资源合理分配。三是双创教育也要从

原先只追求经济价值目标的维度拓展到同时兼具社

会价值与人文价值的新维度，这对政府与高校协同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9]，这也会进一步加码要求政府

高校形成合力共同促进工作的落实。

3  人工智能赋能下政府与高校协同创
    新创业教育的机制

与此同时，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广泛应

用，也给高校开展创新创业教育提供了新工具、新

手段，给政府和高校协作推动创新创业教育提供了

新思路和途径[2]。

3.1  政校创新创业教育协同机制的构建

1.政府担负引领职能，政府部门在协同中发挥

领导作用，出台政策、调配资源、给予扶持和资金

保障，借助于人工智能驱动双创教育。从资源配置

方面来看，借助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算法可以准确地

把握学生的创新、创业需求以及高校供给情况存在

的问题，从而指导政府制定符合实际需要的政策以

及安排相应的资源来配置；另一方面，建设发展人

工智能技术需要大量的人力与物力，高校无法承担

起如此庞大的花费，尤其是对于经济欠发达广西民

族地区的高校而言更是如此。

2.高校的实施作用，高校是创新创业教育的主

体，新技术变革下也面临新的要求[10]。在人工智

能技术赋能下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可以通过新技术与

政府共同构建智能教育平台，但高校仍是创新创业

实施作用的主体。在人工智能技术加支持下，通过

与政府的协同作用，可以按照在地化、特色化、个

人性化的模式强化学生实践经验和个性化教学，以

满足学生或创业者因人而已的个性化的学习需求。

3.人工智能技术的赋能作用，以人工智能技术

作为协同机制的核心驱动力，能够有效弥补高校

在创新创业教育中的经验不足和在地化资源的匮

乏[11]。通过构建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创新创业教

育生态，政府、高校和企业可以实现资源共享和优

势互补，共同推动创新创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3.2  政校创新创业教育协同机制的运行

1.基于新技术的高效沟通机制。与传统沟通机

制相比较，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可以构建一个沟通

代理机制，使得政府、高校、学生、企业均能通过

人工智能服务实现不限时间的高效沟通。新机制下

通过信息共享平台和反馈机制，政府可以及时了解

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进展和需求，高校也可以及时

反馈政策执行中的问题和建议。政府与高校之间建

立的人工智能技术平台的高效沟通机制，可以实时

沟通、解决需求痛点确保政策的顺利实施，进而保

障资源使用的高效和合理配置。

2.构建人工智能双创生态。建立基于人工智能

的创新创业教育生态可以充分发挥出政府、高校与企

业的多方资源优势和互补优势，从而促进创新创业教

育的发展[1]。政府可给予扶持政策及资金保障[12]，
高校可提供人才及科研资源，企业可奉献市场经验

与实践平台，利用人工智能可以将三方力量联合在

一起，三者能够实现高效协同、为培育创新创业人

才提供良性循环，并衍生出生态圈。

3.动态优化协同机制。依托人工智能不断优化

与完善协同机制，满足创新创业教育发展需要，政

府和高校依据人工智能评估，借助于数据分析、反

馈等方式适时地对协同机制进行动态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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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人工智能赋能下政府与高校协同创
    新创业教育的路径
4.1  优化政策支持体系  

政策支持是政府、高校合力推进创新创业教育

的有效手段。加大政策支持力度，进一步健全人工

智能教育应用政策支持体系，做好对人工智能赋能

创新创业教育的政策支持与引导工作。根据2020年
《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工作指

引（修订版）》可知，地方政府可以出台相关专项

政策，鼓励高校开展与人工智能相关的创新创业教

育工作，并给予专项资金及优惠政策支持[12]；并

且也要加强对地方政策落实情况的督查评估工作，

保证地方政策得到有效贯彻落实。

4.2  构建基于人工智能智慧协同育人平台

构建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智慧协同育人平台，

是实施联合育人平台构建政府与高校协同创新创业

教育的重要路径。广西自治区政府可以通过整合企

业和政府技术资源，建立区域人工智能智慧协同育

人平台，为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提供人工智能赋能的

技术支持和实践机会。

4.3  促进区域协同与资源共享

区域协同是提升创新创业教育整体水平的重要

途径。广西作为经济欠发达民族地区，在以人工智

能技术为引领的技术变革过程中，整合资源突破财

力和人力障碍是提升区域创新创业教育重要途径。

以政府政策引导为主，促进区域高校与政府之间的

协同合作，形成创新创业教育联盟。在人工智能技

术赋能下可以通过高校之间资源共享平台，实现技

术、资金、人才等资源的优化配置，提升创新创业

教育的效率和质量。

5  结论与展望

本研究立足于乡村振兴背景下开展广西民族地

区创新创业教育的实现路径与机理分析，从政府与

高校协同推进创新创业教育的视角出发，探讨了新

技术赋能下政府与高校协同推进创新创业教育的路

径与机制。研究发现了人工智能技术给创新创业教

育带来的个性化学习路径设计、实践场景优化等发

展机遇的同时也指出在实际应用中面对教师技术应

用能力有限、学生适用性差别大、高校教学平台建

设不完善等问题。另外，虽然在政府与高校协同创

新创业教育方面取得一定的成效，但在具体实施过

程中还存在一定的政策落地难和价值共识认同分层

得问题。据此提出从政府引领、高校实施和技术赋

能三个角度打造协同机制，通过资源共享、优势互

补推进创新创业教育发展。未来可进一步深化实证

调研，关注技术发展的动态变化，细化广西民族地

区内部的区域差异，为民族地区创新创业教育高质

量发展提供更具针对性的理论支持与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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