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交通大学创业学院 

创业、创投导师服务管理办法 

（2019 年修订）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充分汇聚校内外和国内外在创业实践、产业运营、金融投资和科技研

发等领域的开拓者与成功人士，建设一支学术与实践相结合、创新与创业相结合、

本土与国际相结合，有志于为创新创业后进奉献经验和智慧的导师队伍，为学校

师生和校友创业实践和孵化提供有力支撑，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创业学院导师分为“创业导师”和“创投导师”两类。创业导师主要从

创业体会、初创型企业运作经验等方面给予分享指导；创投导师主要评估创业项

目的市场前景、发展战略、商业模式以及融资策略等。部分导师可同时承担“创

业导师”和“创投导师”的职责。 

 

第二章  聘任条件、程序 

第三条  导师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来源： 

1、创业学院战略专家咨询委员会、理事会、教学指导委员会成员推荐； 

2、创业学院战略合作方推荐； 

3、学校校友会、各院系专业教师推荐； 

4、导师自荐。 

第四条  导师应具备下列基本条件： 

1、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上海交通大学相关管理规定，勤勉尽责，诚

实守信，团结协作，廉洁从业； 

2、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维护学生创业过程中的合法权益； 

3、在企业管理、战略规划、市场营销、资本运作、科研开发或人力资源管

理等领域有较高专业水平，具有良好的履行辅导职责能力； 

4、能付出时间、精力履行辅导职责。 

第五条  聘任的基本程序： 

1、提名推荐。创业学院对外交流办初审拟定人选； 



2、人选确定。候选导师由创业学院对外交流办报院长办公会通过聘任决定。

新聘导师名单在创业学院网站及新媒体平台公示； 

3、正式聘任。 

第六条  导师实行任期制，任期 2年，可连聘连任。 

 

第三章  职责、权利 

第七条  导师履行以下职责： 

1、基于自身行业经验、资源，为创业学院发展提供战略咨询； 

2、积极参与创业学院创业课程建设； 

3、受创业学院邀请参与讲座交流、赛事评审和项目辅导； 

4、在参与讲座交流前，与创业学院沟通讲座内容并认真准备。讲座结束后

接受学生现场提问； 

5、在参与赛事评审时，详细了解参赛项目，给予公正评判，并针对项目特

点，提出建设性改进意见。赛后接受参赛学生有关项目改进及发展方面的

咨询； 

6、在参与项目辅导时，主动了解、对接团队，并定期进行见面辅导，同时

接受所辅导团队不定期通讯咨询； 

7、根据工作情况，填写《上海交通大学创业学院导师工作纪要》。 

第八条  导师享有如下权利： 

1、对参与辅导的项目有优先投资权； 

2、创业学院将积极促成导师与国家大学科技园、先进产业技术研究院等学

校其他组织机构合作； 

3、按照有关规定领取讲座、辅导酬金。 

 

第四章  联系、激励 

第九条  创业学院对外交流办负责与导师日常联络，并定期向导师推送创业学

院工作简报，听取导师关于学院发展建议。 

第十条  创业学院将依据导师活动参与活跃度，确定“核心导师群”，优先推荐

项目信息并提供对接服务。 



第十一条  创业学院将依据《上海交通大学创业学院导师工作纪要》及辅导项目

团队的民主评价，每年度评选“突出贡献导师”。获评导师由创业学院予以适当

奖励。 

第十二条  每季度分领域、分行业举办“导师联席会”，邀请相关导师参加，探

讨行业发展动态。 

第十三条  每年年末举办“导师年会”，邀请所有导师参加，审议《创业学院年

度工作报告》，研讨发展战略，并表彰年度“突出贡献导师”。 

 

第五章  附则 

第十四条  本办法经创业学院院长办公会审议通过后生效，由创业学院对外交

流办公室负责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