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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章结合“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背景，以高等农林院校—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为例，运用 293 份有效调

研问卷，了解学生创新创业现状，探究学生创新创业影响因素，挖掘学生进行创新创业活动的诉求，并有针对性

地提出激励学生开展创新创业活动的对策建议。研究表明：超过 60%的学生从未有过创新创业经历，大部分学生

认为开展创新创业活动利大于弊；经济发展水平、城市人口规模和消费水平、政府扶持政策以及创新创业氛围是

影响学生进行创新创业活动的主要因素；创新创业活动中，学生诉求主要集中在资金支持、专家指导、政府政策

扶持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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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研究背景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立足全面深化改革，着

眼发展方式变革，把创新驱动纳入国家战略，采取

一系列政策举措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将

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指出高等

学校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是实施国家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的迫切需要，是高等教育强国的必然要 

求[1]，是高校立德树人的主要途径，是提高教育质

量的重要抓手[2]。在此背景下，诸多高校陆续采取

多种措施支持大学生进行创新创业活动[3]。如南京

大学提出以课程、训练、讲堂、竞赛和成果孵化等

为主要内容的“五位一体”创新创业教育体系，山

东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广东工业大学成立了创新

创业学院…… 

高等农林院校与一般综合性大学相比，缺乏依

据学校农林特色和学生诉求建构的创新创业培养

及实践体系。目前高等农林院校开展的创新创业活

动，更多关注了少数学生短期的创业实践，而忽略

了多数学生创业意识、创业精神的培养以及学生想

创业的实际需求[4]，导致学生的诉求得不到满足，

影响了学生进行创新创业活动的热情。基于以上背

景，文章以“双一流”高等农林院校—西北农林科

技大学为例，基于调研数据，了解学生创新创业活

动的基本现状，分析影响学生进行创新创业活动的

影响因素，进而挖掘学生创新创业活动的基本诉

求，并有针对性地提出激励学生开展创新创业活动

的对策建议。 

二、调研样本描述性统计分析 

本次调研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为例，采取随机

抽样的方法，在全校创新学院、动科学院、风景园

林学院、人文学院、资环学院、植保学院等 20 个

学院发放问卷 300 份，其中有效问卷 293 份，问卷

有效率为 97.67%，样本基本情况见表 1。 

从表 1 可以看出，被调研的大学生中，男性的

比例高于女性，大部分被调研学生处于 19~20 岁两

个年龄段，除了学生人数较少的外语系、创新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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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调研样本基本情况 

 分类 人数 百分比(%) 

性别 
男 192 65.53 

女 101 34.47 

年龄 

17 3 1.02 

18 21 7.17 

19 83 28.33 

20 109 37.20 

21 49 16.72 

21 岁以上 28 9.56 

学院或系 

创新学院 4 1.37 

动科学院 10 3.41 

动医学院 10 3.41 

风景园林学院 21 7.17 

机电学院 25 8.53 

经管学院 18 6.14 

理学院 10 3.41 

林学院 23 7.85 

农学院 19 6.48 

葡酒学院 17 5.80 

人文学院 15 5.12 

生命学院 19 6.48 

食品学院 16 5.46 

水建学院 11 3.75 

外语系 8 2.73 

信工学院 18 6.14 

园艺学院 10 3.41 

成教学院 10 3.41 

植保学院 10 3.41 

资环学院 19 6.48 

家庭 

所在区域 

西南 49 16.72 

东北 93 31.74 

东南 29 9.90 

西北 122 41.64 

 

外，被调查学生学院分布基本是均衡的，比例在

5%~8%左右，从学生家庭所在区域分布来看，西北

地区生源所占比例最大，为 41.64%，其次是东北地

区，再次是西南和东南地区。 

三、学生创新创业现状 

(一) 学生创新创业经历 

被调查的 293 名大学生中，有 197 名大学生没

有创新创业经历，占被调查者的 67.24%；78 名大

学生有创业的经历，占被调查者的 26.62%；18 名

大学生有创新经历，占被调查者的 6.14%，由此可

见，被调查的学生中有创新创业活动经历的人依然

占少数(见图 1)。 

 

 
 

图 1  学生创新创业经历 

 

(二) 学生对创新创业的态度及看法 

学生对创新创业的态度基本分为三类：支持、

中立及其他。被调查学生中，83%的人对大学期间

进行创新创业活动持支持态度，但是也有 17%的学

生持中立态度(见图 2)。 

 

 
 

图 2  学生对创新创业的态度 

 

进一步调查学生对大学期间进行创新创业的

看法，39%的学生认为在大学期间进行创新创业活

动利大于弊，36%的学生认为应该被鼓励，认为弊

大于利的只占 2%(见图 3)。由此可见，大部分的学

生认为大学期间进行创新创业活动对学习是有促

进作用的。 

(三) 学生对创新创业前景认知 

从图 4 可以看出，学生对当前创新创业前景的认知

还是比较乐观的，56%的被调查学生认为进行创新

创业活动的机会还是挺多的，13%的学生认为进行

创新创业活动的前景很好，只有 31%的学生认为进

行创新创业前景不乐观或者是成功率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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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学生对大学期间进行创新创业活动的看法 

 

 

图 4  学生对创新创业前景的认知 

 

四、影响学生创新创业的因素 

学生创新创业动机、创新创业区域、对国家扶

持政策的了解途径及了解程度等都会对其进行创

新创业活动产生影响。 

(一) 学生创新创业动机 

经调查发现，学生选择创新创业的动机是多方

面的。157 人次因为个人志向、个人爱好选择进行

创新创业活动，140 人次是由于要锻炼自己的实践

能力而选择创新创业，基于获得更多财富、解决就

业、他人引导等原因选择创新创业活动的学生数量

相对较少。由此可见，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学生选

择进行创新创业活动的主要原因是基于个人意愿

(见图 5)。 

 

 

图 5  学生选择创新创业的动机 

(二) 创新创业区域 

被调查的学生认为理想的创新创业地区主要

还是集中在东南沿海二三线城市以及北上广等一

线城市，合计 197 人次，这主要是由于这些地区经

济相对发达，能有更好的创新创业商机；其次是中

西部地区中心城市，最后是离家近的城市以及三四

线城市(见图 6)。 

 

 

图 6  理想的创新创业地区 

 

 (三) 对创新创业政策的了解程度及途径 

学生对各级政府、学校出台支持大学生创新创

业政策的了解程度如何？通过调查发现，大部分学

生对创新创业相关政策还是了解的，但是了解很少

和了解一部分的学生所占比例较大，为 87%，完全

了解的只占 5%，完全不了解的学生也占少数，为

8%(见图 7)。 

 

 
图 7  学生对创新创业政策的了解程度 

 

了解创新创业政策的学生，是通过哪些途径获

取创新创业的相关知识和政策呢？从图 8 可以看

出，164 人次是通过学校举办的各类讲座了解创新

创业知识和政策，123 人次是通过报纸或者是上网

查询获取创新创业的知识和政策，112 人次是通过

参与项目，在实践过程中了解创新创业的知识和政

策，100 人次是通过校内创新创业指导中心获得创

新创业的知识和政策，通过学校开设创新创业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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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通过学长学姐介绍获得创新创业相关知识和政

策的人数相对较少(见图 8)。 

 

 
 

图 8  学生了解创新创业知识和政策的途径 

 

综合上述因素，探究影响大学生创新创业的因

素，调查发现：排在前几位的分别是经济发展水平、

城市规模和消费水平、政府扶持政策以及创新创业

氛围(见图 9)。城市人文环境以及交通条件对学生进

行创新创业活动的影响并不大。 

 

 

图 9  创新创业影响因素 

 

五、学生创新创业诉求 

通过梳理学生创新创业影响因素以及学生在

创新创业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可以挖掘学生创新创

业过程中的基本诉求。 

大学生在创新创业活动中存在的问题主要集

中在以下四个方面：缺乏实践技能及经验、创新创

业方向难以确定、害怕失败以及创新创业氛围缺

乏，其中缺乏实践技能及经验的人数占了较大比重

(见图 10)。 

调查学生在创新创业过程中需要得到哪些帮

助时，36%的学生希望得到资金方面的支持，33%

的学生希望得到专家的指导，19%的学生希望得到

政策支持，12%的学生希望得到场地资源方面的支

持(见图 11)。由此可见，资金支持以及专家指导是 

 

 
 

图 10  学生创新创业活动中存在的问题 

 

 

图 11  学生创新创业诉求 

 

大学生进行创新创业活动的主要诉求点。 

六、结论与建议 

文章以高等农林院校—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为

例，运用 293 份有效调研数据，通过对学生创新创

业现状及影响因素的分析，探究学生创新创业的基

本诉求。具体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超过 60%的被调查学生从未有过创新创

业活动经历，大部分学生认为大学期间进行创新创

业活动利大于弊，应该鼓励；接近 70%的学生认为

进行创新创业活动的机会较多、前景较好。第二，

由于学生创新创业动机、创新创业理想地域选择以

及对政策了解途径及了解程度不同，影响学生开展

创新创业活动的因素主要有经济发展水平、城市规

模和消费水平、政府扶持政策以及创新创业氛围。 

第三，由于大学生缺乏实践技能及经验、创新创业

方向难以确定、害怕失败以及创新创业氛围缺乏等

现实原因，导致学生创新创业诉求主要集中在资金

支持、专家指导、政府政策扶持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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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学生创新创业影响因素及诉求，文章提出

相应的对策建议：第一，加大资金扶持及政策支持

力度[5]。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出台了鼓励大

学生创新创业的各类政策，但是由于信息不对称以

及支持资金数量有限等原因，影响了学生进行创新

创业活动的激情，因此，相关政府部门及高校在创

新创业平台建设方面应给予一定经费支持，鼓励在

校大学生创新创业成果的孵化，完善毕业大学生创

新创业保障制度，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第二，努

力营造创新创业氛围[6]。调查中发现大部分学生依

然不了解创新创业相关扶持政策。基于此，高校应

加强大学生创新创业的宣传引导和氛围的营造。邀

请知名企业家、创业导师通过创业案例、创业政策

解读等方式让学生更直观地了解创新创业；运用新

媒体的力量营造创新创业氛围，建设青年喜爱的创

业微博、微信平台；培育校园创客文化，形成创新

创业实践氛围，提高大学生创新创业的层次和成功

概率。第三，培养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技能[7]。调

查发现大部分学生缺乏真实情境的创新创业体验

与相关技能，高校可以积极尝试与校外相关机构合

作，共同发起成立大学生创新创业协会、俱乐部或

创新创业联盟，指导学生创新创业实践。第四，强

化创新创业导师队伍建设。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中

师资力量的配置大多数呈现缺口状态，现有的师资

队伍多偏重于理论教育，实战经验相对缺乏，被调

查者中 33%的学生希望得到相关专家的指导。因

此，可以聘请社会相关领域的专家为兼职教师，建

立一支高素质的、专兼结合的创新创业指导师资，

发挥专业技术人员在学生创新创业活动中的指导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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