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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科院党发〔2025〕9号

衡阳科技职业学院创新创业工作实施方案

（2025-2027 年）

为深入贯彻落实省委十二届七次全会关于支持大学生创业

“七个一”行动部署，根据《国务院办公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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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省委、省政府

工作要求，结合学院实际，制定本方案，全面推进双创人才培养

模式改革，构建高质量创新创业教育生态。

一、指导思想与工作目标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

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

提升学生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新创业能力。以服务湖南“三



高四新美好蓝图”战略为导向，以聚力衡阳“制造立市 文旅兴城”

为着力点，以深化产教融合为路径，构建“课程教学—实践孵化

—资源赋能—文化引领”四位一体的创新创业教育体系，培养具

有创新精神、创业能力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二）工作目标（2025-2027 年）

1. 教育覆盖：创新创业课程覆盖全体学生，学生参与双创实

践比例达 50%以上。

2. 载体建设：建成 1 个省级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2 个校企

共建产业学院、5 个专业群双创实践中心。

3. 成果转化：孵化学生创业项目 30 个以上，实现年营收超

100 万元项目 2 个，带动就业 300 人。

4. 机制优化：形成“校政企社”协同育人长效机制，打造省

内民办高职院校双创教育示范标杆。

二、重点任务与实施路径

（一）落实“七个一”行动，夯实双创基础

1. 一套政策体系

出台《学生创新创业激励办法》，提供场地免租、学分置换、

成果奖励等支持。

设立“双创学分银行”，允许学生以专利、竞赛获奖等成果置

换学分。

2. 一只专项基金

联合地方政府、企业设立“衡科双创基金”，首期规模 200



万元，重点支持智能制造、数字技术、现代农业、大健康等领

域项目。

3. 一批孵化载体

打造校内“创客空间”为省级孵化基地，增设路演厅、共享实

验室；

与衡阳高新区共建“产教融合双创园”，提供低成本创业工位

200 个。

4. 一支导师团队

组建“双创导师库”，聘请 30 名企业高管、创业校友、技术专

家，实行“1 项目+1 导师”全程指导。

5. 一系列课程体系

开发模块化课程：基础模块（创业通识）、专业模块（如“智

能制造创新设计”）、实践模块（项目实训）；

推行“双创微专业”，开设《AI 技术商业化》《乡村振兴创业实

务》等特色课程。

6. 一批典型项目

每年评选“十大创业之星”，重点培育 3-5 个标杆项目（如新

能源汽车检测技术应用、跨境电商服务），通过案例库、宣讲会推

广经验。

7. 一档品牌活动

联合衡阳电视台打造《创客衡阳》栏目，举办“衡科杯”双

创大赛，吸引全市/全省高校项目参赛，提升影响力。



（二）推进“五创联动”，深化协同育人

1. 创业培训联动

实施“双创能力提升计划”：大一开展“创新思维训练营”，

大二开设“创业沙盘模拟”，大三推进“实战项目孵化”。

2. 创业服务联动

成立“双创服务中心”，提供政策咨询、知识产权申报、融资

对接等一站式服务；

建立“创业法律援助站”，防范合同风险。

3. 创业孵化联动

与京东、广东产教融合集团等企业共建“技术转化中心”，推

动学生项目与企业需求对接；

推行“校内预孵化—园区加速—市场推广”三级孵化模式。

4. 创业活动联动

全年开展“双创文化节”，包含创客马拉松、企业开放日、投

融资对接会等 10 项主题活动。

5. 创业保障联动

落实“弹性学制”，允许学生休学创业最长 3 年；

为创业学生购买“创业责任险”，设立 30 万元风险补偿金。

（三）强化资源整合，构建支撑体系

1. 校企协同

与行业龙头企业共建“产业学院”，开发“订单式”双创项

目，如与比亚迪合作新能源汽车技术研发班。



2. 校地协同

对接衡阳市“人才新政 20 条”，争取创业补贴、税收减免等

政策；

参与“校友回湘”计划，设立校友创业基金，促成项目落地。

3. 数字赋能

建设“衡科双创云平台”，集成项目申报、导师匹配、资源对

接功能，引入 AI 智能评估系统优化项目筛选。

三、保障措施

1. 组织保障

成立由党委书记、院长任双组长的领导小组，成立专班，创新

创业学院负责统筹实施，纳入部门年度考核。

组长：彭志忠 肖启梁

副组长：马嫦英

成员：卢桂珍 彭勇 周霞丽 唐俭 职能部门主要负责人

各二级学院书记、院长，各总支、支部书记

设立办公室，设在创新创业学院，办公室主任：曾立平 副主

任：陈志辉

2. 资金保障

每年投入不低于 100 万元，用于课程开发、赛事举办、项目孵

化；争取政府专项资金、企业赞助反哺。

3. 评估机制

建立“三维评价体系”：学生参与度（30%）、项目转化率（40%）、



社会影响力（30%），每学期发布双创质量报告。

四、阶段推进计划

阶段 时间节点 重点任务 预期成果

启动期 2025.4-8 月 政策出台、导师库

建设、云平台上 线
孵化基地投入使用，签约企业 10 家

攻坚期 2025.9-12月 开展双创大赛、微

专业招生、校友 基

金设立

孵化项目 20 个，获省级奖项 3 项

深化期 2026-2027年 推广标杆项目、建成

省级示范基地

年营收百万级项目达 2 个，留湘就

业率提升 15%

中共衡阳科技职业学院委员会

2025 年 3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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