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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地区大学生创业实践机构运营的调查与思考 

邓迪，杨婷灌，谢巧芳，刘晓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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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对广州市 71 所本专科高等院校师生调查，大学生创业实践机构有极高的受众认可度，轻资产运营 

与低人力成本，专业领域宽泛，学习能力强是机构的几大突出优势。团队的稳定性差，营销意识淡薄，缺乏清晰 

的商业模式，实践能力不高，资金链匮乏是机构的几个主要劣势。以SCP 理论研究分析，大学生创业实践机构应 

明确目标，完善机制；加大宣传，扩大影响；利用高校科研转化成果，提供创业实践最优素材；加强校际交流， 

取长补短，实现机构良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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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年清华大学将大学生创业计划大赛引入 

我国以及国务院一系列鼓励扶持大学生创业的政 

策颁布以来，我国大学生创业人数与企业数均呈指 

数增长，创业带动就业无疑成为当下大学生教育的 

着力点 [1] 。为促进大学生创业，笔者对广州地区大 

学生创业实践机构的运营情况进行了调查，并在此 

基础上提出我们的思考。 

一、研究对象与方法 

大学生创业实践机构（以下称机构）是由在校 

大学生参与、校方扶持、已处于实际经营状态下的 

盈利性机构，调查发现符合该要求的机构数在广州 

超过 500 家。项目采用问卷调查与对话采访相结合 

的方式进行数据收集， 共收回有效问卷 1 244 份 （纸 

质版  475 份，电子版  769 份），调查群体涉及本专 

科、研究生各年级，专业涵盖经济、管理、医药、 

理工、艺术、教育、人文等多方面。采用 SPSS 整 

理数据，并进行 SCP 分析。 

二、结果与分析 

（一）机构的优势 

极高的受众认可度，轻资产运营与低人力成 

本，专业领域宽泛，学习能力强是机构的几大突出 

优势。调查显示，有 99.12%的被调查者认为机构的 

存在是必要的，同时，这这部分人群中，有 89.45% 
愿意参与到机构中来，实现自己的创业梦想，显示 

出极高的受众认可度。 有 95.45%的创业者了解并且 

正在享受政府、校方的相关扶持政策，降低运营成 

本；96.01%的创业者选择将经营场所选在自己学校 

附近，利用大学生热衷课余兼职以降低人力成本。 
94.21%的机构拥有 3个专业以上的学生或老师成员 

组成，涉及专业面广，知识多元化。 

（二）机构的劣势 

团队的稳定性差，营销意识淡薄，缺乏清晰的 

商业模式，实践能力不高，资金链匮乏是机构的几 

个主要劣势。调查显示，仅 12.88%的同学曾经在机 

构消费，有 31.74%的同学认为机构是 NGO 组织。 

通过对  21 家机构的负责人访谈显示，开展培训课 

程的有 20 家，定期培训的仅有 10家，仅有 4 家机 

构的负责人能完整表述出其机构的客户群体、市场 

容量、短期规划、营销策略等。同时有  16 家认为 

学生员工执行力差是阻碍其发展的两个因素之一， 

排在两个因素之首的是资金链匮乏。对于毕业后机 

构的发展规划，仅有 2位负责人表示愿意作为法人 

代表将其公司化推向大众市场，侧面反映机构的经 

营状况并不理想。 

（三）SCP 产业组织理论分析 

根据 SCP 产业组织理论， 机构是以一定的结构 

（Structure）形式存在的，构成的合理性和稳定性 

对产业的有效推行至关重要。在此基础上，团队成 

员通过有效的行为（Conduct）来开展活动，实现绩 

效（Performance）。机构成员的行为在成员结构和 

绩效之间起中介作用。另外，绩效会以某种形式反 

映行为是否适当，是否需要重新进行调整；绩效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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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完善后的行为会在一定程度上反过来对结构 

产生影响。这一过程在机构的运营中是多向互动且 

不可或缺的 [2,3] 。 

综上，有几点启示：一是机构在注重提高企业 

业绩的同时，也要强调其创业活动的社会效益；二 

是机构应该注重增强凝聚力和发展性，同时强调成 

员之间的信息共享；三是成员的必要专业素养、知 

识技能是机构开展创业活动的基础；四是适当的绩 

效有助于形成机构内良好凝聚力和发展性。 

三、结论与建议 

（一）明确目标，完善机制 

笔者认为，高校的创业实践机构区别于城市的 

创业园、高新技术园、产业园，后者着眼于做一家 

企业，而前者，应当是通过做一家企业的过程来培 

养学生的创业理念、创业素养，帮助学生完成必要 

的商业的知识积累，使其毕业后拥有独立创业的才 

干，诸如目标市场的选择、营销推广的实干、管理 

模式的参与等等。因而，机构的指导老师或是学生 

负责人就要将着眼点更多的放在“人”身上，通过 

定期、有针对性的培训来提高学生的相应能力。 

一方面，对参与到机构活动中的同学必须要建 

立完善的退出机制，或直接采用公司化的聘用制与 

任期制，通过老员工带动新员工实现机构的长久发 

展。另一方面，机构应当考虑开展诸如商业模拟大 

赛一类的短期竞争型项目，或是考虑以其他方式建 

立适当的短期考评体系，以最大程度激发员工潜 

能。对于优异员工应考虑再升学、个人评优方面有 

所倾斜，或在机构盈利的前提下考虑一定比例的分 

红，以调动员工的主观能动性。 

（二）加大宣传，扩大影响 

机构成员在完成初期管理层人才筛选之后，应 

当首先着手进行C2B或是B2B的大规模宣传招募。 

同时， 在日常运营中， 可通过创业培训课程的开设， 

吸纳知名校友中的企业家参与进来，提高参与度； 

借助国家“挑战杯” 、省“赢在广州”等创业大赛 

的举办，提高机构在校内的知名度；通过评选创业 

之星，运用网站、广播电视、校报、宣传栏、专题 

论坛、报告会、编写仓业案例等形式宣传他们的创 

业事迹， 树立创业理想和信心， 以榜样带动的作用， 

树立创业实践机构的品牌影响力 [4] 。从而让让更多 

教师、 大学生乃至社会人士了解、 关注该新生事物， 

各方形成合力，才能为机构未来的发展、成长创造 

良好氛围。 

（三）利用高校科研转化成果，提供创业实践 

最优素材 

高新技术无疑是高校的最大优势，大部分高校 

都存在一些待转化的科研成果，从政策层面来讲， 

以科技带动生产、产学研相结合的思路也是当下经 

济发展的主题 [5] 。因而，学校需再次认准创业实践 

基地在创业教育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帮助机构整 

合校内现有专利项目、科研成果，在员工的共同努 

力下形成产品、打开市场，实现产业化。这样的思 

路既解决了科研成果的转化问题，也为创业实践提 

供最优素材，实现多方共赢的良好模式。 

（四）加强校际交流，取长补短 

目前，几乎所有的高校都已开设或筹备开设大 

学生创业实践机构，但开展活动的方式，经营状况 

各异。可由高校就业处或省市就业指导中心牵头， 

建立跨校的沟通交流平台。通过案例的展示剖析， 

分享各高校在创业教育指导方面的成功经验、失败 

教训，树立创业榜样，激发各高校积极指导创业、 

培养创业人才，帮助学生实践成才，使机构的发展 

模式更加完善，更趋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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