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注

2012年5月7日 星期一 编辑：毛旭松 美编/组版：武春虎 C03今日威海

一高校大学生每年科创作品数百项 但能进入市场的不足2%

高校扶持大学生创业练内功
本报记者 刘洁

4日下午，哈尔滨工业大
学(威海)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
基地在师生们热切的目光中
揭开了“红盖头”，立志于创新
创业的大学生们有了集中的
实践训练场。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大学
生热衷于创新创业设计活动。
以山东大学威海分校为例，每
年大学生创新创业作品达到
700多项，但实际能进入市场、
转入生产环节的作品寥寥无
几。对此，各高校也是想尽办
法，从政策、实践条件等方面
加以引导，以期让更多的创新
创业作品进入市场领域。

“近年来，随着越来越
多的大学生热衷于创新创
业活动，高校里大学生创
新创业作品可以说是遍地
开花，现在全校由学生设
计的各类科创作品每年能
达到700多项。”日前，山大
威海分校负责大学生科研
立项的王松老师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称。大学生科创
作品大幅度增加的原因，
一方面是学生热衷，另一

方面是学校支持。2006年，
山大威海分校对大学生创
新创业的支持经费已投入
10万元，目前已经增加到
了50万元，并且学校还开
展了科技文化节，增加大
学生创新创业项目的指导
老师等。

每年由大学生设计的
创新创业作品如此之多，
有多少能够进入市场、转
入生产环节呢？对于这个

问题，王松稍显尴尬，只是
说“这种转化应该是很少
很少的”。当记者追问能用
百分比来说明一下吗？他
说“不足2%”。

与此同时，记者还联
系了哈工大(威海)实验中
心主任麻志滨。据他介绍，
目前学校并没有对大学生
创新创业作品进行统计，
但整体上看转化率和山大
威海分校差不多。以哈工

大(威海)的信息与工程学
院为例，全院2100多名学
生，能够参与创新创业设
计的学生达到70%，每年
的科创作品达到100多组，
但能够进入市场、转入生
产环节的只有极少数。

对于转化率这个问
题，两高校的负责人都称，
从全国范围来讲，目前各
高校的大学生科创作品转
化率都非常低。

“2010年9月份在学校
搞了一次中韩大学生发明
展，给我的触动很大。当时
参展的韩国大学生带来的
60多项科技创新专利作品
中，有20多项都已转入生
产环节。”王松老师说，“虽
然不排除参展的韩国发明
作品已经过筛选，但至少
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看
到了我们的差距。”

在王松看来，大学生
创新创业作品无法进入
市场转化为生产力，一个
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摸
着企业的“门”，不了解企
业需要什么，闭门造车，

很多时候大学生是为了
做项目而做项目。因此，
即使大学生设计出了创
新创业作品，也很难得到
企业的认可，只能束之高
阁。另一方面，不排除有
些大学生搞创新创业项
目的动机有问题。王松进
一步解释说，为了鼓励科
研创新，学校在大学生创
新创业方面有激励措施，
特别是在增加学分方面，
这里面不排除有些大学
生为了拿学分才搞创新
创业项目。

对于王松的分析，记
者从受访企业那里得到了

印证。威海华科工业控制
系统有限公司坐落于高区
创业基地，距山东大学威
海分校约有10分钟的车
程，距哈工大(威海)不足
20分钟车程。该公司专业
从事工业控制执行系统
的开发、配套等技术服
务，以及专向研发制造高
端设备。在问及企业对大
学生创新创业作品持有
何种态度时，华科老总刘
新强称，公司成立十多年
来，从没有大学生前来推
荐过相关项目、设计，也从
来没有大学生打电话咨询
过这类问题。

“对于创新创业项
目，不管是大学生还是其
他人，企业都会一视同
仁。只要你的项目、设计
有市场需要，可操作性比
较强，又具有足够的成长
性，企业就愿意并且渴望
与你合作，把这种项目、
设计转化为生产力，共
同实现经济效益。”刘新
强说。大学生的创新创
业项目、设计要想转化
为生产力必须下功夫，
要努力研究市场，研究
项目、设计的市场价值、
实用性以及可操作性，不
能闭门造车。

对于大学生科创作
品转化率低的问题，已经
引起了高校的注意，并已
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去
年，山大威海分校已经成
立了大学生创业孵化园。
今年5月4日，哈尔滨工业
大学 (威海 )大学生创新
创业实践基地在师生们
热切的目光中揭开了“红
盖头”。对此，两所高校的
目的很明确，那就是大学
生创新创业项目一定先
要在学校里练好“内功”，

培养大学生的创新意识
和创新能力，拿得出过硬
的项目和设计。

练好“内功”的同时，
山大威海分校和哈工大
(威海 )都计划对大学生
创新创业进行导向方面
的调整。山大威海分校王
松 对 此 的 比 喻 很 形
象———“把大学生往校外
赶”，让大学生去接触社
会、了解市场，主动去发
现企业需要什么，这样，
有了针对性，再去搞科研

创新。哈工大(威海)麻志
滨说得也很直接，要勇于
让学生去“碰一鼻子灰”，
根据项目到社会上找企
业，找市场。

对于解决大学生科
创 作 品 转 化 率 低 的 问
题，除了练好“内功”找
市场外，高校还推出了
一系列辅助措施。王松
称，为了防止部分大学
生只为加分开展创新创
业活动，校方将对学生
的激励措施有所调整。

其推出的创新创业项目
设计市场价值大、实用
性强、能够转化为生产力
的，所加分值要高，反之
所加分值要低。“走出去”
的同时还要“请进来”，广
泛联系企业，更大频次地
举办创新创业作品校企
推介会，让更多的单位了
解威海大学生的创新作
品，让更多的大学生创新
创业作品、设计走进企
业，进入市场，转化为生
产力。

现状：大学生科创作品进入市场的不足2%

原因：很多科创作品是“闭门造车”的结果

对策：练好“内功”找市场

“近几年，学校对科研立
项很重视，投入了相当大的人
力、物力和财力，大学生参与
科研立项的热情比较高，涌现
出了一大批比较有价值的科
研创新作品。”山大威海分校
王松老师介绍说。近几年他曾
对全校各院系推荐免试的研
究生做过调查，其中有相当大
比例的推免研究生参加过创
新创业活动，有些院系的比例
甚至高达90%以上。这说明，学
校搞的科研创新活动在提高
大学生素质和能力方面起着
相当大的作用。

采访过程中，两所高校的
相关负责人都称，大学生开展
创新创业活动，一方面是希望
这些项目设计能够进入市场，
转入生产环节；另外一方面还
有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培养大
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创业
能力。而高校要做的并且要起

到重要导向作用的，就是在努
力确保培养创新精神和创新
创业能力的前提下，追求更多
的创新创业项目和设计进入
市场，转化为生产力。对于这
两个目的要做到“两手抓，两
手都要硬”。

对此，哈工大(威海)麻志
滨老师称，大学生创新创业作
品能够进入市场，转化为生产
力的毕竟还是少数。而作为普
通的参与者，大多数的大学生
还是要通过创新创业活动来
培养创新精神和创新创业能
力。在5月4日哈工大(威海)大
学生创新创业实践基地揭牌
仪式上，副校长赵国亮就指
出，学校创新工作的主要任务
就是：面向全体学生的创新意
识唤醒；面向部分学生的创新
团队建设；面向创新团队的能
力训练和活动开展；面向优秀
团队的重点项目培育和支持。

“大学生在开展创新创业
活动时，想法很多，并且很多都
是高质量的。而要想把一些高
质量的创新创业项目、设计投
入市场，转化为生产力，关键是
要在前期把工作做细、做到位，
然后在确保市场方向正确的情
况下，更要‘敢于去做’。如果不
付诸实践，再好的创新项目、设
计，终究也是‘纸上谈兵’。”6

日，山大威海分校商学院08级
学生张志恒这样说。

说起张志恒，在山大威海
分校很有名气。去年山大威海
分校成立创业孵化园，他合伙
成立的公司第一个入驻。公司
推出的“惠品生活——— 威海消
费导航项目”主要在商场、超
市、大学等设立优惠券自助打
印机。去年，他在威海市区推
出了5台自助打印机。今年5月
底，自助打印机将在全市扩展
到50台，并且除了能够打印优
惠券，今后还将能查询天气、
旅游景点地图，以及便民支付
等。张志恒并不认为自己已经

成功，对于目前取得的这些，
他认为除了自己敢想敢干外，
还有一个方面是找到志同道
合的“战友”，好好利用学校提
供的锻炼平台。

山大分校数学与统计学
院09级学生伊焱垚认为创新
创业作品要进入市场，转化为
生产力，还要做到“找准市场，
适销对路”。伊焱垚设计出了
一种“梭子蟹离水活体保鲜技
术”，运用该技术，能将梭子蟹
原本离水最多存活10小时，延
长到最低48小时。目前该技术
已在浙江宁波数家企业投入
使用，梭子蟹由普通包装250

元/千克增加到了400多元/千
克，该技术已使企业新增产业
上千万元，新增利润超400万
元。

对于自己取得的这些成
绩，伊焱垚除了感谢机遇和成
长学习环境外，更认为要根据
市场的需要，来进行创新创
业，这样才能做到有的放矢，
适销对路。

格相关链接

高校解读大学生创新创业活动：

培养大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创业能力
本报记者 刘洁

大学生谈创新创业作品转化：

既要“敢想”，更要“敢做”
本报记者 刘洁

大学生交流创新作品心得。(资料片)

哈工
大 (威海 )创
新创业实践
基地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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