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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创业难：问题与对策 

——来自浙江省 7所高校的访谈 

汪莹，严建雯 

（宁波大学学生发展与服务处，浙江宁波，315211） 

[摘要] 从政府、高校和个人三个层面出发，对大学生创业过程中所涉及到的政策支持、创业教育以及创业实施 

进行实证研究，梳理存在的困难，提出优化政策、发挥教育平台作用、提升学生创业能力的促进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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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把促进高校 

毕业生创业放在突出位置，引导毕业生自主创业， 

发展自身优势。2011 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也表示出了对大学生创业的极大关注。当 

前，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大学生的就业形势要求 

必须培养大学生的创业能力。它是缓解大学生就业 

压力的需要，也是促进高等教育不断发展的需要， 

更是推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 [1] 。 

为了更好地促进大学生创业，国家和地方陆续 

出台了一系列相应的政策。可以说，在政府的大力 

支持和高校的积极推进中，大学生的创业教育取得 

了长足发展，但效果却不尽人意，大学生创业数量 

和水平普遍不高 [2] 。统计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大学 

生创业的平均比例是 0.3%，与创业发源地美国、德 

国、韩国、日本等国家 20%的创业率相比存在着较 

大差距。即使在成功的大学生创业案例中，也往往 

存在企业成长性差、长效发展难等问题 [3] 。因此， 

对当前大学生的创业现状以及如何促进大学生创 

业的研究势在必行。 

鉴于此，本文以浙江省为例，采用自编的“大 

学生创业困难和对策访谈提纲”对  35 名创业大学 

生进行访谈。访谈对象选自杭州、宁波和温州三个 

典型地区的  7 所高等院校（每所高校  5 名），覆盖 

了本科院校、独立学院和职业技术学院三种不同的 

类型。以此来了解大学生创业的基本现状，分析当 

前大学生创业存在的困难，进而提出有效促进大学 

生创业的对策。 

一、大学生创业中存在的问题 

政府在推动大学生创业方面出台了一系列优惠 

政策，然而，大学生创业仍然举步维艰。通过访谈研 

究，发现大学生创业难主要是以下问题的存在。 

1. 政府层面存在的问题 

通过调查，很多大学生认为政府出台的创业政 

策比较笼统，针对性不够，可操作性不强。57.1% 
的大学生表示现有政策主要是从解决就业问题出 

发来看待创业问题，很难对创业起到有效的指导作 

用。另外，由于国家政策更多是宏观方面的规范， 

落实到每个地方时需要地方制定因地适宜的具体 

政策，但地方往往照抄照搬，加之地方政策执行力 

不强，导致创业政策的指导功能也相应错位。 

调查中有 51.4%的创业大学生表示没有感受到 

政府的优惠政策或者感觉很遥远。虽然政府出台了 

不少创业优惠政策，但贯彻不力，流于形式，不少 

的大学生创业支持政策成为“政绩工程” ，并没有 

使大学生在创业中得到有效的帮助。进一步分析发 

现， 目前已出台的创业政策大多未明确政府、 社会、 

高校在大学生创业过程中的定位，对地方及其各相 

关部门执行大学生创业政策的监督也缺乏法律依 

据。 

创业大学生对政府鼓励创业的政策了解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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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低，有 37.1%的创业学生表示不太了解相关的政 

策，了解较为被动，更不知道通过何种渠道和方式 

可以详细地了解，其余大学生对此更是知之甚少。 

可见，政府出台促进大学生创业政策的宣传还远远 

不够，宣传手段有待改进，宣传力度有待加强。 

表 1 政府在大学生创业方面存在的问题 

创业存在的困难 人数（N） 百分比（%） 

针对在校生的政策缺乏  20  57.1 

政策执行力度不够  18  51.4 

政策宣传不足  13  37.1 

2. 高校层面存在的问题 

调查表明，85.7%的创业大学生认为高校的平 

台作用发挥不足，71.4%的创业大学生认为学校的 

创业教育有待加强。目前创业教育未正式纳入高校 

的课程设置体系，仅作为选修课，普及率不高，影 

响程度不深。而且课程教学重理论、轻实际，学生 

仅作为被动者接受理论，其主动性和创造力无法得 

到充分发挥，最终耗尽了原本的创业激情。同时， 

创业教育缺少专门的师资队伍。高校中担任创业教 

学任务的教师往往缺乏实战经验，在教学中多倾向 

理论说教，对学生缺乏吸引力。即便如此，目前专 

门从事创业教育的师资队伍仍然稀缺。此外，由于 

精力有限，创业和学业存在的矛盾也是困扰大学生 

的一个问题。 

表 2 高校在大学生创业方面存在的问题 

创业存在的困难 人数（N） 百分比（%） 

平台作用发挥不足  30  85.7 

创业教育缺乏  25  71.4 

创业与学业有冲突  21  60.0 

3. 大学生自身存在的问题 

创业需要启动资金作前期支撑。然而，大学生 

一开始创业的资金总是捉襟见肘。 调查发现， 65.7% 
的大学生创业者认为资金短缺、融资渠道不畅是创 

业的最大困难。目前我国个人商业贷款对大学生来 

说操作性较低，阻碍了大学生创业，致使一些优秀 

的创业计划难以付诸行动。这样的现状不利于大学 

生创业积极性的提高。 

另外，42.9%的创业大学生认为创业过程中较 

大的困难是团队的组建，例如团队中人才缺乏，团 

队成员之间沟通难以及团队人员流失严重等。同 

时，创业者所从事的行业不同所面临的困难也存在 

差别。访谈中，所有从事研发制造行业的创业者均 

表示产品研发是创业过程中必须面临的困难。此 

外，少数创业者认为家庭及其他情感因素也会对自 

身创业造成较大影响。 

表 3 创业大学生个体层面存在的问题 

创业存在的困难 人数（N） 百分比（%） 

创业资金  23  65.7 

创业团队  15  42.9 

产品研发  3  8.6 

其他（场地、家庭情感等）  4  11.4 

二、大学生创业的促进对策 

（一）政府的措施 
1. 完善大学生创业政策性融资体系 

完备的创业信贷体系是美国、德国等西方创业 

发源地国家的大学生创业扶持体系的重要支柱，我 

国地方政府及职能部门可以考虑从大学生创业融 

资体系的构建入手来推动大学生创业。 

首先， 完善小额信贷机制， 拓宽创业融资渠道。 

解决大学生创业的配套资金来源问题是一项最为 

紧迫又复杂的系统工程。鉴于目前银行的实际放贷 

意愿和风险防范需要还不适合推进大学生大额创 

业信贷，因此，可从小额信贷入手，建立小额贷款 

担保基金，出台相关政策，加大对大学生初次创业 

贷款的扶持力度，简化手续，降低贷款门槛。 

其次，建立大学生创业的专项基金。政府设立 

的创业基金，应不以追求高额回报为目标，通过政 

策性支持，提供资金帮助大学生创业，为大学生创 

业创造良好条件。（1）政府资金支持。建立和完善 

政策性资金支持体系，通过比以前更大幅度减免各 

种各样的税收，来减少大学生初创企业的资金压 

力；（2）给予专项资金支持。设立政府出资为主， 

各方集资为辅的大学生创业种子基金，如天使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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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3）社会资金支持。主要来自风险投资和银行 

贷款，如由政府牵头、社会多方出资、面向大学生 

创业者的风险投资基金；（4）高校资金支持。利用 

高校资源和相关企业、个人赞助，给大学生创业提 

供原始资金支持；（5）设立创业奖励基金。政府出 

资奖励扶持大学生创业 [4] 。 
2. 贯彻和落实大学生创业政策 

当前，政府出台了许多鼓励大学生创业的政策 

和措施。但这些政策和措施是否能最终得到落实， 

则需要地市及县(区)镇地方政府及地方职能部门的 

积极参与和贯彻 [5] 。 

一方面，很多基层行政单位知道国家对于大学 

生创业的相关优惠政策，但并不懂得如何操作。在 

某些地区，已出现了国家针对大学生的创业优惠政 

策无法落到实处的问题。政府既是政策的制定者， 

更应该是政策执行的督查者。国家在出台创业优惠 

政策的同时，可以考虑附上相应的配套措施和实施 

细则，注意吸收先进地区的好经验、好做法，并听 

取大学生的意见，让各地基层政府或部门在落实 

时， 明确如何具体地贯彻执行这些政策。 另一方面， 

完善大学生创业相关法规制度。建立健全相关法律 

法规是大学生创业政策有效贯彻和实施的重要保 

障。 

（二）高校的措施 
1. 畅通信息渠道，搭建创业平台 

大学生创业离不开周边环境尤其是学校的支 

持。政府及各高校均出台了各类鼓励大学生创业的 

政策，但是很多大学生对这些政策并不了解，更不 

清楚可以通过何种渠道了解，导致很多政策利用率 

低。 鉴于此， 高校可以运用传播学的理论进行调研， 

了解大学生最容易接受的信息传播渠道。在此基础 

上，除了运用传统的学校宣传窗、校报、网站等学 

生熟悉的媒介来普及创业政策和优惠措施以外，通 

过大学生感兴趣的信息渠道及时发布各种创业政 

策信息，例如手机短信群发、电子邮件、QQ 群等 

方式进行温馨提醒，也可以通过 QQ 校友、微博、 

人人网等媒介发布信息。 

高校针对大学生创业搭建的平台起着重要作 

用，主要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加强校企联合， 

推进学生创业。高校应充分利用企业家资源，尤其 

是校友企业家资源，开展企业家进校园系列活动。 

例如，吸引杰出企业家到学校讲学，聘请兼职创业 

导师，鼓励学生到杰出企业家创办的企业参观学 

习；发挥各地校友会作用，为大学生创业者提供信 

息、人脉等支持。另一方面，创建用于学生创业的 

实践基地，为大学生提供创业实践的场所。学校应 

为学生提供创业实践的便利，如进行创业见习，创 

建实习基地、创业孵化基地和创业园等。学校要充 

分调动师生参与实践基地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 

营造良好的创业实践氛围。 
2. 加强创业教育，建设师资队伍 

大学生创业教育是一个复杂的人才培养过程， 

必须坚持“以人为本” ，重视大学生主体价值的体 

现。 

首先，加强创业教育的师资队伍建设。为了实 

现这一目标，高校可以从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入 

手。在高校内部，可以通过鼓励教师创业实践，从 

而形成具有实际经验的专职教师。例如送骨干教师 

参加教育部举办的创业培训；鼓励教师在保证教学 

科研的情况下到创业一线去兼职；有计划地每  1~2 
年选派有潜力的青年教师到企业挂职锻炼，培养他 

们的市场意识和市场运作经验。在高校外部，可以 

聘请一些经验丰富的成功企业家、创业者、技术专 

家做创业兼职教师，形成不同类别、不同层次的创 

业教育师资队伍， 以弥补高校实践型教师的不足 [6] 。 

其次，将创业教育规范化、制度化。将创业教 

育与专业教育结合起来，使创业理念融入各个学科 

的教学中，塑造具有民族创业精神的新一代大学生 

创业者。例如将创业教育纳入高校教程，为学生奠 

定坚实的创业理论知识。鼓励学生自己创业，在独 

立实践中得到创业锻炼。高校可以实施相对开放的 

弹性教学，创造条件让学生边学习、边实践，鼓励 

和允许学生在不影响学习的情况下走出去创业。 

（三）大学生自身的努力 
1. 提升创业能力 

我们发现，创业大学生认为具有以下能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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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适合创业：人际交往、领导能力、团队精神、执 

行力、坚强的信念、管理能力等。而这些能力可以 

是通过后天的实践不断塑造和完善的。 

其一，参加创业竞赛。经过组队、选项目、培 

训、市场调查、完成创业计划书以及答辩等阶段的 

磨练，大学生可以获得宝贵的模拟创业经历，积累 

更多的创业知识，同时练就创业能力、沟通交流和 

组织管理能力、分析和研究能力等。因此，大学生 

应该积极利用好创业竞赛这个有效载体，激发自己 

的创业精神和创业激情，培养创业意识，提高创业 

技能，将一些创业活动的优秀成果直接推向市场， 

在创业实践活动中接受创业教育，为今后的发展打 

下坚实的基础 [7] 。 

其二，组建创业团队。创业往往不是一个人单 

枪匹马所能实现或完成的，它需要组建起互补的团 

队。一个精诚团结、各方面起互补作用的团队，才 

能实现“1 + 1 > 2”的效果，才能保证创业的成功。 

大学生通过对市场、社会的深入了解，挖掘具有发 

展前景的创业项目，吸引一批有能力、有胆魄的大 

学生组建成团队一起创业，通过有效的管理，使创 

业团队形成最大的合力。 
2. 增强创业素质 

研究表明，具有以下素质的人更适合创业：为 

人外向、乐观开朗、宽容豁达、吃苦耐劳、理性专 

注、敢于冒险、责任心等。大学生可以通过社会实 

践来培养自己的创业素质。例如，积极主动参加学 

校丰富多彩的社团，能提高语言表达能力及协调能 

力、应变能力及抗压能力，增强对本专业知识的专 

业度及对其他学科不同知识的认知度，增强使命 

感，这些对大学生创业能起到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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