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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互联网+工作室模式下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与

实践 
张  曌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安徽  蚌埠  233000 ） 

摘要：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在“以人为本，践行法治中国”的理念指引下，成立何以法务工作室通过开发律政先锋 APP 等资源
指导大学生创新创业，通过项目落地的形式以互联网+工作室为依托全面提升学生创新创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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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法务工作室，目前在学院领导的大力支持下于 2015 年 10

月成立。工作室主要由 CEO 工作室、技术部、工程研发部、财务部、
市场部等部门组成，专业老师和企业工程师作为工作室的指导老
师。创业项目主要是“律政先锋 APP 的研发和推广”。国家大力倡
导大学生自主创业，在“以人为本，践行法治中国”的理念指引下，
让学院工作室转化知识产权服务于社会。解决部分地区极度匮乏法
律援助的现象，为用户提供最为全面，最为便捷的法律服务。 

我们拥有学校的互联网基础实训室、互联网创新实训室，有着
丰富的技术资源和学校以及企业的资深指导老师，使得我们拥有低
成本和高水准的产品优势。我们采取多种技术手段，将律政先锋 APP
打造成一款具有全方位法律服务、快速且具有私人订制功能的高水
准的客户端应用程序。我们有着明确的营销战略和发展规划，在中
国这个广泛的法律市场中，作为创业初期，不可将目标设定过大，
有针对性地锁定中小企业及个体作为目标群体。采用 B2B 与 B2C
相结合的交易模式，将中小型企业和个人消费者之间的需求进行合
理分配，并为他们制定全方位的法律服务。在此基础上，我们工作
室将不断地完善服务体系，在一定的基础上随着互联网的趋势，逐
步将普遍化的大众式法律服务转变成具有律政先锋 APP 特色的私
人定制服务，确保可以在未来的发展中，极大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提高各类法律诉讼的胜诉率。在未来的日
子里，中国的法律服务市场也会有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一、工作室组织结构及职责 
(1) 工作室组织结构 
何以法务工作室是由研发中心、财务中心、市场营销中心等多

部门构成，如图 1 所示： 

 
图 1 工作室组织结构示意图 

(2) 部门职责 
工作室由 CEO 统领，财务部、市场部、技术部、工程研发部等

部门共同组成，各司其职，互相监督、制约，促进工作室优势运行。 
二、市场背景分析 
如今，互联网+时代正以一个全新的面貌贯穿于各行各业，通

过互联网+推动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加速着互联网+多行业多领域
的全方位进步。人类正在一步步的走向网络时代。人民的维权意识
不断提升，在如今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情况下，中小企业的经营风
险加剧，便捷的维权途径，法律知识咨询迫在眉睫，市场急缺更好
地为顾客打造法律服务空间的工作室。 

为了更好地满足个体用户和企业的需要，处理好个人和中小型
企业所出现的找律师难的问题，互联网+法律的出现使这些问题迎
刃而解。互联网+法律它具备先进的计算机技术、网络通讯设备、
移动网络技术等技术特点和律政先锋 APP 所提供的全方位的服务
功能及多元化的数据共享平台，将律师和律师事务所通过网络渠道
为个体和中小型企业提供最为便捷的服务，填补中小企业发展过程
中的法律缺口。 

三、互联网+法律的SWOT分析 
通过 SWOT 分析法应把企业的优势和劣势集中在一起，用外部

的力量来对这些因素进行评估。 

 
图 2 SWOT 分析示意图 

四、创业项目的具体结构 
律政先锋 APP 是立足中国，类似于法律界的 UBER。律政先锋

的主要功能及作用如图 2 所示： 

 
图 3 律政先锋的主要功能及作用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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