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陕西省进一步支持大学生剑新剑业若干措施
为全面贯彻落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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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办发口02口 35号）精神，不断提升大学 

生创新创业能方和活力，在提能力、拓平台、化环境、强保障等 

四个方面创新举措，劫力"崇创原"创新驱动平台建设，大力实 

施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提升工程，制定如下工作揣施。
-、实施创新创业能力提升行动I全面提升培养质畳 

推进创新创业教育改革，加强创新创业导师队伍建设，发挥 

"互联网^|’创新创业大赛效能，持续提升大学生创新创业能方。
（一）全生命周期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构建创新创业课 

程、创新训练、创业实践有机衔接的创巧创业教育体系，扩大创 

新创业教育普及率和覆盖面，将创新创业教育貴穿人才培养全过 

程。围绕"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构建极 

校、校企、枝地、校所协同育人机制，推动商校创新创业人才培 

养模式改革。加大"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高枝"建设力 

度，推动省缴示范枝覆盖面达到50%臥上。建设培育一批高水 

平创新创业学院（实验班）、双创实践教育中记，鼓励高枝设立 

创新创业微专业。健全创新创业谦程体系，建设一批"专创融
合""思创諫合"的省级特色示范课程。完善弹性学制，允许学



生保留学籍休学创新创业。各高梳应将学生创新创业成果作为学 

生综合素质评价的重要指标。
（二）高质量赫准打造创新创业师资队伍。深化教育评併改 

革，在职称评聘、绩效考核等方面充分体现教师创新创业教育成 

果。完善高校教师到行业企业挂职锻炼激励政策，推动教师将国 

际前沿学术巧究、行业精尖技术和实践经验反嘴教学，探索产教 

融合教学模式。实脯枝外双创导师专项人才计划，探索驻校企业 

家制度，枝外双创导师数量与在校学生人数化例不低于1 : 2000, 
驻枝企业泉毎校不少于3名。开展高枚教师创新创业教育专题培 

训，落实省级"创新创业教育研究与培训基地"工作任务，各基 

地毎年面向全省高校举办的各类培训活动不少于2次，毎次培训 

参加学校不少于5所，实现新进教师创新创业教育相关培训全覆 

盖。发挥省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创新创业教育工作妾员会" 

智库作用，加强创新创业教育重要理论和现实问题巧究。强化高 

校创新创业教育专职人员队伍建设，配齐配强专职人员。
（王）强激励举捶激发"互联网 大赛效能。加大办赛经 

费支持力度，对"互联网小”大赛国家觀金奖和银奖项目分别给 

予一定奖励。建立健全大赛与各載各类创新创业化赛联动机制， 
增强创新创业教育围际交流合作。深入实施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 

计划，构趣"踩程引领、项目实践、大赛遵选、成果膊化"的一 

体化链条。将大赛获奖情况作为本科高枝"双万"计划、职业院 

枝"双高""双优"计划考横评他重要指标，将"青年红包筑梦



之旅"活动纳入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考核评价体系，鼓励支持大学 

生创新创业团队就地或遮乡创业。国赛金奖、银奖项目指导教师 

可依托相关成果申报省级教学成果奖，或直接立项为省级教育教 

学改革重点项目及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精品项目，申报指标单列。
二、实施创新创业平台拓展行动，全面提升支撑能力
推进校内外创新创业平台建设，整合创新创业网络平台资 

源，促进创新创业项目与平台有机衔接，全面提升创新创业平台 

服务能方。
（四） 提升高校创新创业平台水平。完善高校"创新^膊化 

器^人才培养"的创新创业教育模式，推进高枚大学科技圆、大 

学生创业园、大学生创客空间等校内创新创业实践平台建设，开 

展专业化膊化服务。整合国宗和省部级实验室、专业实验室、枝 

企合作实验室等实验实训平台资源，面向在校大学生免费开棘。 
鼓励高校主动对接陕西经济发展需求，建设一批特包鲜明的根内 

创新创业训练基地、校企联合研发中咕。结合学校学科专业特仓 

优势，联合有关行业企业建设一化校外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教学 

基地。"十四五"期间评定50个省鞭持龟创新创业训练基地、 
300个省銀大学生枝外创新创业实践基地。

（五） 发挥社会创新创业平台作巧。充分发挥雍创原创新驱
动平台、丝綱之路国际产学研用合作会议平台、国家级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示范基地等平台作用，加速"巧链"深度融合，建立大 

学生创新创业项目与平台有祝衔接机制，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加



快构建兴地方政府为主导的环大学创新经济圈，规划和布局高枚 

周边产业，积极承接大学生创新成果和人才等要素，打造"城校 

共生"的创新创业生态。推动企业、科研院所和相关公共服务机 

构利用自身技术、人才、场化、资本等优势，建设一批集研发、 
膊化、投资尊于一体的大学生创新创业培育中记、互联网双创平 

台、膊化器和科技产业园区。建设一批省级双创示范基地，建立 

开放共享制度，推动优势资源向大学生创新创业主体开放。
（六）整合创新创业网络平急资源。依托陕西高尊教育综合 

管理系统，搭建省銀"大学生创新创业信息服务功能模块"，稼 

极对搔全国商校毕业生就业管理系统、大学生创业服务网、产业 

和膊化网络平台料及国泉智慧教育平台，加强信息资源整合。积 

极筹建披地联动的"智能科技资源共享服务扳扶。汇集创新 

创业帮扶政策、产业激励玻策和创新创业教育优质资源，做好国 

家和地方的政策发布、解读尊工作。及时收集国兼、区域、行业 

需求，发布科技创新信息与行业企业技术与管理创新需求清单， 
为大学生精准推送行业和市扬动向等信息，提高信息服务时效性 

和有效性。加强对创新创业大学生和项目的跟踪、服务，顿通供 

需对接梁道。支持各地举办大学生创新创业巧目需求与投誕资对
接会。
兰、实施创新创业环境优化行动，全面提升服务水平
做好大学生创新创业服务，落实减税减费政策，实施普惠金 

離政策，吸纳社会资本支持，不断优化创新创业环境。



（七） 服务高校学生便利化开展创新创业。降低大学生创新 

创业口槛，为大学生创业提供高效便捷的登记服务。政府投资开 

发的解化器等创业载体应安排一定比例场地，在脖化期巧免费提 

供给高校毕业生。鼓励各类解化器面向大学生创新创业团队开放 

一定皮例的免费膊化空间，并将相关指标纳入省级科技企业轉化 

器考梳评份。放宽大学生创新创业团队入驻条件，加大对双创平 

台、载体扶持力度，提升初创企业生存率。鼓脯各级政府设立创 

新创业服务中记（站），协助高校加强与相关部口的协作巧流， 
做好大学生创新项目的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帮助创业大学生用足 

用好企业登记、税费减免尊支持政策。
（八） 落实大学生创新创业减税降费政策。加大高校教育教学 

改革支持为度，将创新创业教育和大学生创新创业情况作为因素 

纳入高棍财政拨款制度改革体系。高校毕业生在毕业年度巧从事 

个体猩营，符合规定条件的，在3年内按一定限额依次扣减其当 

年实际佐缴纳的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稅、教育费附加、地方教 

育附加和个人所得税。对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小微企业和个体 

工商户按规定减免增值说、所得税。对创业投资企业、天使投资 

人投资于未上市的中小商新技术企业臥及种子期、初创期科技型 

企业的投资额，按规定抵打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对国寨级、省 

缴科技企业婷化器和大学科技园及国泉备案众创空间按规定免 

征增值税、房产税、城镇止地使用税。各级政府设立的创新创业 

服务中把（站）要做好纳税服务，建立对搂机制，强化精准支持。



（九）实施大学生创新创业普惠金蘭政策。鼓励和引导金融 

机构加快产晶和服务创新，为符合条件的大学生创业项目提供金 

敲服务。落实创业担保贷款政策，对符合规定条件的高校毕业生 

个人及小傲企业申请贷款，给予优先重点支持，降低贷款利率， 
衙化贷款申报审核流起，提高贷款便利性。落实创业捏保贷款贴 

悬及奖补政策，高校毕业生个人最高贷款额度为20万元，对10 

万元臥下贷款、获得设区市敏臥上荣誉的高校毕业生创业者免除 

反担保要求。高校毕业生设立的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最高贷款 

额度为1000万元，财政部口承捏300万元姑巧的贷款贴息。
（千）引导社会资本支持大学生创新创业。充分发挥杜会资 

本作用，从市场化机制促进社会资源与大学生创新创业需求更好 

对接，助方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健康成长。加快发展天使投资， 
培育一批天使投资人和创业投资机构。成立"陕西省高校科技成 

果"投资联盟，吸引全国知名创投化构来陕投资。摧动私募创投 

机构与高披膊化器、科技园尊合作，为大学生创业亦企、创新成 

果转化落地提供融资融智支持。支持各商校出台成立拔内天彼投 

资平台、创业投资平台的相关政策，鼓励投早、投小、投科技、 

投创新。鼓励资产公司、校友企业适底陕西产业发展需求，发起 

设立校属创投基金，助推大学生创新创业。
四、实施御新创业保障强化行动，全面提升落实效果 

政大学生创新创业需求为导向，优化体制机制，细化督导落 

实，深化氛圓营造，不断强化创新创业保障。



（十一）健全体制机制，推进多方联动。建立由省发展改革、 
教育、科技、射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市场监管、国有资产监 

管等部口共同参与的支持大学生创新创业工作联席会议制度，把 

支持大学生创新创业列入议事日程，加强统筹协调、宣传引导， 
开展专题巧究、定期督查，确保各项玻策落地落实。健全大学生 

创业困难帮挟和创业失败保障机制，搬索设立"校政企"兰方共 

建的大学生创业风险救助基金，开通"大学生创业援助直通丰"， 
提供创业风险补贴金、商业保检费补贴金尊救助服务。

（千二）落实责任分工，强化督导检查。各地、各部口、各 

高枚要细化任务分工，落实工作职责，及时了解学生创业过程中 

面临的难点、痛点、堵点及迫斬需求，研究制定配套政策，统筹 

推进工作落实，强化日常考核监督，定期通报工作进展，切实帮 

助大学生解决实际问题。
（十王）发挥示范作用，营造良好氛西。加大对大学生创新 

创业支持玻策的宣传解读力度，培育创客文化，菅造敢为人先、 
宽密失贩的良好环境。各地、各部口、各高校要及时总结、推广 

大学生创新创业成功经验和典型案例，按照评比表彰有关规定， 
表彰奖脯一化大学生创新创业典型人物和优秀单位。

抄送：省委各部口，省人大常委会办公斤，省政橄办公厅，省军区。
省监妾，省法晚，备枪察院，各人民团体，各新隔单位。
国务院各部口驻陕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