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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高校创业教育效果的调查与分析 

王运敏，高清波 

（河北师范大学党委宣传部，河北石家庄，050024） 

[摘要] 以河北省首批创业教育示范学校近三届高校毕业生为研究对象，进行随机抽样调研和实地考察。调研内 

容包括毕业生创业意识状态分析、创业准备意识分析、创业能力状态分析、对高校创业教育的认识与评价分析。 

调查发现，我国高校创业教育已经走过扫盲期，进入发展期。高校创业教育理念仍亟待提高，创业教育应纳入专 

业培养体系，与专业培养目标相结合，是高校创业教育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对大学生创业实践活动的认识，应 

上升到国家“创新驱动战略”层面，需要全社会共同推动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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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调查的对象与方法 

以河北省首批创业教育示范学校为调研基础， 

结合河北省大学生的实际情况和河北省高校开展 

创业教育的现状，首先开展文献研究，然后采用个 

案访谈和问卷调查两种研究方法，对近三届河北省 

高校毕业生进行随机抽样调研和实地考察。共发放 

问卷 828 份， 回收有效问卷 679 份， 有效率为 82%。 

样本中男生占 48.66%，女生占 50.71%(数据缺失值 

占 0.63%)，符合随机抽样的原则；样本中有在校期 

间创业经历的占  23.71%；没有创业经历的占 
76.83%，基本符合目前实际状况。运用  SPSS15.0 
对数据进行了频数分析、方差分析和相关分析，问 

卷 Cronbachα系数 0.750，皮尔逊相关系数(Pearson 
Correlation)为  0.759，问卷设计具有较高的信度和 

效度。采用归纳和演绎相结合、理论分析与实证分 

析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研究，力求真实客观地反馈调 

查结果。 

二、调研信息分析 

（一）高校毕业生创业意识状态分析 

（1）样本中创业意愿强烈者占 28.87%；想过 

进行创业者占 69.14%；根本不想创业的占 1.99%。 

在高校毕业生心目中，创业已不再是难以企及的事 

情，但是受传统观念以及客观条件的束缚，大部分 

毕业生仍停留在创业想法的层面上，并没有较为强 

烈的创业愿望。 

（2）有创业意愿的毕业生对最佳创业时机的 

选择有所不同。77.2%的学生倾向于毕业后一段时 

间创业。在校期间创业与毕业后马上创业的比例分 

别为 12%和 10.8%，比较接近。 

一般认为，创业应该在主客观条件具备的前提 

下进行，在校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学习，完成学业是 

基本要求。调查中我们发现在校期间就开始创业的 

学生有成功有失败，他们共同的特点是敢于尝试， 

多数把自主创业当做人生追求的梦想，有一种时不 

我待的感觉，但无论成功者还是失败者中间都有一 

些学生毕业时选择先就业。毕业后马上就开始创业 

的学生，多是在校期间参加过创业实践活动，有一 

些积累，创业愿望非常强烈的毕业生，且多数由在 

校期间的创业实践项目转为正式创业。正如数据所 

反映，绝大多数有创业愿望的毕业生认为自己刚刚 

步入社会，在现有工作平台中积累经验与人脉，对 

将来成功创业至关重要。 

（3）毕业生选择创业的首要目的，排在第一 

位的是实现自我价值，选择频次占到 41.13%；其次 

是积累社会经验，占到 33.89%；以积累财富为创业 

首要目的的选择频次占 23.88%。可见，大学生创业 

尚处于理想化状态。毋庸置疑，创业目标应该是以 

积累财富为主导，因为任何一次创业的成功都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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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为先导的。通过创业实现自我价值的意愿占比 

例较大，说明大学生创业目标含糊并且缺乏务实精 

神，毕业生创业更多的体现为一种生存方式的选 

择。从管理学角度讲，人只有先满足自己的生理需 

求后才能提及到发展的需求以及价值的实现，所以 

这种观念占主流只能说明大学毕业生并没有认清 

创业的实质意义。这个结果也正好对为什么“想过 

创业的毕业生占高比例，而具有强烈创业愿望的毕 

业生占少数”作出解释，因为没有明确的目标就不 

会有强烈的创业要求。 

（4）创业想法来源对于成功创业有较大影响。 

高校毕业生创业的想法有 71.07%大部分来源于个人 

意愿，而且这一指标占有绝对优势。家庭影响、学 

校教育、政府引导所占比例较低，并呈现出依次下 

降的趋势。创业的想法多来自于个人意愿，必然带 

来强烈的主观性。这说明，毕业生对创业的认识尚 

不透彻，引导大学生创业的客观环境不佳，学校和 

家庭的创业教育缺失，政府引导政策尚缺少科学性。 

（5）大学生在选择创业领域方面具有多样性， 

多数率性而为。创业学生选择自己感兴趣的领域的 

人数占 46.90%；选择启动资金少、容易开业且风险 

相对较低的行业和选择与所学专业相关领域的比 

例相当，分别占  24.20%和  20.57%；选择当前热门 

领域(如软件、网络等高科技)占  8.42%。当代大学 

生更加注重个性，常会将兴趣摆在第一位，所以创 

业时会选择自己感兴趣的领域。按照霍兰德职业生 

涯发展理论，大学生选择自己喜欢的领域创业会充 

满快乐和激情，有利于不断创新，也有利于个人价 

值的实现。但是，对于高校毕业生来讲从象牙塔迈 

向社会，一缺经营经验，二缺资金和市场人脉，选 

择启动资金少、容易开业且风险相对较低的行业起 

步也不失为一种好的选择；同时，发挥专业所长学 

以致用，乃大学生创业区别于其他群体创业的最大 

特点。这两项的选择比例相当，占据了一定份额， 

说明高校毕业生在创业领域选择上并非单纯率性 

而为。对现今热门创业领域的选择比例较低，从另 

一个角度反映出高校毕业生创业越来越走向实际。 

（二）高校毕业生创业准备意识分析 

（1）在对创业准备意识的考察方面，我们首 

先“对于扶持毕业生创业的政策、法规了解情况” 

进行了调查。对于相关政策“经常关注，很清楚” 

的占 7.39%， “偶尔关注，比较清楚”的占 21.55%， 

“知道一点”的占 49.65%， “一点也不清楚”的有 
21.41%。这个结果至少反映出两个问题：一是政策 

宣传落实不到位；二是政策对大学生创业扶助缺乏 

针对性，还不能较好解决学生创业的实际问题。其 

次，我们设计了“毕业生最希望政府提供的创业扶 

持措施”选项。有创业意愿的毕业生在所列  6 个具 

体选项中的选择并无显著差别， “其他支持措施”选 

择比例极低，且并未提出具体意见(见图 1)，一定程 

度上反映出大学生在毕业时面对创业选择的茫然。 

图 1 毕业生最希望政府提供的创业扶持措施 

（2）近年来为扶持毕业生创业，各级政府、 

高校举办了不同规格的培训活动，我们认为参加创 

业培训是创业准备的重要环节。但有创业意愿的毕 

业生对政府提供的创业培训或讲座了解情况不容 

乐观。统计结果显示，53.56%的毕业学生没有参加 

过政府提供的创业培训或讲座；28.79%的学生听说 

过，但没有参加过；仅有 17.65%的毕业学生参加过 

培训。这表明，政府提供的创业培训或讲座尚未对 

大学生产生足够吸引力。这里面固然有宣传不到 

位、形式单一、培训机制有待改进等因素，但更重 

要的还是培训的实用性、针对性，以及大学生对创 

业准备的认识上有待提高等问题。 

（3）大学生参加创业培训的目的在各选项上 

分布比较均衡(见图 2)， 但更多的倾向于掌握创业知 

识和技能、为将来创业做准备，分别占到了 62.76% 
和 58.93%， 这就说明大学生参加创业培训侧重于自 

身创业能力的提升。 

图 2 大学生参加创业培训的目的 

但在创业培训对于自身的帮助选项上，50.3% 
的被调查者认为培训对自身的帮助作用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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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的人认为作用不大；3.2%的人认为基本没有 

什么作用；只有 33.4%的人认为创业培训对自身的 

作用很大。这说明当前的创业培训不完善、存在问 

题， 需要从内容、 师资和培训方法等方面加以改进。 

（三）高校毕业生创业能力状态分析 

对高校毕业生创业能力状态的调研，主要从对 

创业环境认识、创业遇挫后态度、创业中最大难题 

解决、创业资金短缺处理等几个方面进行考察。 

（1）对创业环境的评价一定程度上反应创业者 

善用资源、借力发展以及自我调整能力的强弱，是衡 

量大学生创业能力的一项重要指标。调查统计发现， 

创业毕业生中有 50.30%认为所在城市创业气氛较好， 

对自己创业有益；有  29.82%认为所在城市社会气氛 

不利于创业；认为所在城市政府扶持政策完善到位的 

有  23.82%，认为所在城市政府政策支持不到位的有 
30.89%。调研中发现，多数大学生创业者对创业环境 

积极乐观，但仍有部分毕业生处在抱怨情绪中。 

与创业环境评价相关的问题是在创业中遇到 

重大困难和挫折时的态度，统计数据表明 87.6%的 

人在遇到重大困难和挫折时会选择放弃创业，这说 

明大学生创业者对创业预期不够乐观，抗挫折能力 

有待加强，同时需要政府继续加大创业扶持力度， 

高校创业教育还需要进一步加强。 

（2）经验不足是高校毕业生在创业过程中面 

临的最大难题，56.19%的被调查者选此选项，之后 

依次是资金不足(43.35%)、没有适合自己的创业项 

目(12.84%)、缺乏场地(6.2%)和其它(2.34%)。高校 

在创业教育中增加创业实践教学和培训的同时，还 

需要加大创业发展规划教育。 

（3）创业过程中发现资金不足时(见图  3)， 
35.48%的高校毕业生创业者首选申请小额贷款，这 

反映了创业者对小额贷款政策的期待。但调查中也 

发现，创业者申请小额贷款的政策在操作层面落实 

得还不够好，存在权责不分推诿扯皮现象。资金是 

创业的保证，毕业生创业者在融资方面渠道不宽， 

办法不多。一些创业者尚未建立起规范的公司财务 

管理制度，财务运营还靠经验和原始方法，这也成 

为制约新创办企业发展的一大瓶颈。 

图 3 创业过程中发现资金不足的做法 

（四）毕业生对高校创业教育的认识与评价分析 

（1）毕业生最期待的高校创业教育举措，依 

次为“创建创业园区，提供场地、实验设备等支持” 
(占 54.37%)、提供创业指导(占 47.53%)、开设创业 

培训课程(占 37.84%)、提供资金支持(占 34.44%)。 

应该说大学生对创业教育还是有很多的期待，渴望 

在大学期间接受初步的创业教育，特别是得到创业 

实践培训的期望相当强烈。 

（2）毕业生认为在校期间最佳创业教育方式 

为“组织课外创业活动和创业竞赛” ，选择比例占 

到 58.32%，遥遥领先于其它选项。其次是专题讲座 
(22.30%)、开设选修课(16.56%)，也有 10.04%的毕 

业生认为将创业教育列为必修课非常有必要。半数 

以上学生认为应组织课外创业活动和创业竞赛，这 

体现出学生并不满足于纸上谈兵，希望能亲身体 

验，增加自己的创业经验和实战技能。 

（3）毕业生认为走出校门前应该为创业所做 

的准备主要包括：接受针对性的创业培训 (占 
37.55%)、参加与创业有关的社会实践活动 (占 
33.34%)、 了解有关创业扶持政策(占 26.59%)、 阅读 

创业方面书籍(占  18.37%)、访谈创业型企业家(占 
17.33%)及其他想法(占 1.36%)。接受创业培训、参 

与创业实践已成为大学生的主流选择。 

（4）高校毕业生开始创业时首选的咨询对象 

包括政府有关部门、学校就业主管部门、专业咨询 

服务公司、创业成功人士等等。其中首选咨询对象 

是创业成功人士者最多，占 42.92%；其次是专业咨 

询服务公司，占 27.29%；政府有关部门和学校就业 

主管部门的首选比例分别为  15.92%和  13.76%。创 

业有风险，面对风险初涉创业者最需要的依然是创 

业成功者的经验和专业化的指导。 

三、小结 

调查与分析表明，我国高校创业教育已经走过 

扫盲期，进入发展期，在高校开设普修课程的条件 

已基本具备。 但是， 高校创业教育理念仍亟待提高， 

创业教育纳入专业培养体系，与专业培养目标相结 

合，是高校创业教育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同时， 

对大学生创业实践活动的认识，应上升到国家“创 

新驱动战略”层面，需要全社会共同推动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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