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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大学生思想行为现状及其引导路径 

—— 基于山东省 6 所高校 742 名创业大学生的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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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创业大学生的思想行为是其创业价值观的现实体现，是大学生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乎高校创新创

业教育的成效。通过对山东省创业大学生的思想行为现状进行调研，文章比较分析了当前创业大学生创业价值观

的特点、影响因素及存在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加强创业价值观教育、健全创业教育体系、完善创业生态环境的

有效举措，以促进创业大学生正确创业价值观的形成和培育，提高高校作为创新人才资源供给侧的供给水平与  

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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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双创”社会热潮的到来和国家对大学生

创新创业的高度重视，创业大学生思想行为现状越

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和重视[1]。然而，随着改

革开放进入“深水区”和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人

们的价值观呈现多元化和复杂化的发展趋势，创业

大学生的价值观也在发生变化。在当前国家大力倡

导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大背景下，了解创业大学生

思想行为特点、影响因素及存在问题，培育并引导

创业大学生形成科学正确的创业价值观，具有紧迫

而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当前创业大学生思想行为特点 

本研究着重从大学生思想行为主要涉及的关

系对象角度，围绕当前创业大学生思想行为特点、

影响因素、存在问题展开，通过调研问卷和个体访

谈的方式了解创业大学生思想行为现状。研究采取

分层抽样的方法，主要从山东省高校(山东理工大

学、中国石油大学胜利学院、曲阜师范大学、青岛

理工大学、潍坊学院、潍坊科技学院)抽取不同学科、

不同年级中从事创新创业项目的学生作为研究对

象。研究对象主要来自山东、安徽、甘肃、北京、

福建、广西、贵州、海南、河北、河南、湖北、湖

南、黑龙江、吉林、江苏、江西、辽宁、内蒙古、

宁夏、陕西、上海、四川、新疆、云南、浙江、重

庆、山西共计 27 个省市地区的不同家庭。研究共

发放问卷 821 份，获得有效问卷 742 份，有效回收

率为 90.3%。此外，为了弥补定量研究的不足，本

研究还在 6 所高校随机对 18 名创业大学生进行访

谈。创业大学生思想行为特点调研结果如下。 

(一) 创新创业意愿较为强烈，但缺乏对创业精

神的坚持 

调研显示，85.4%创新创业型大学生每周愿意

花费两天以上的时间参与创新创业项目的运营，

67.5%的创新创业大学生认为创新创业“可以开创

自己的事业，创造社会财富”，72.1%的创新创业大

学生认为创新创业“可与志同道合的人团结合作，

共创未来”，这表明创新创业型大学生对自己所从

事的创新创业项目具有较为强烈的实践意识和实

现意愿。然而，调研也显示，11.3%的创新创业大

学生认为“创业可谓‘赌博’，是‘就业难’的无

奈之举”，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部分创新创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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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对创新创业的选择是来自于对当前大学生就业

压力的屈就，也表明他们对目前运营的创业团队及

项目并不满意。因为各种因素对创业目标实现的制

约，当代大学生创业精神和信念受到了不同程度的

影响。 

(二) 重视创新创业价值观的作用，但更渴望创

业目标的实现 

调研显示，26.4%的创新创业大学生认为创新

创业价值观是影响创新创业成功关键(见表 1)，59.2%

的创新创业大学生认为兼顾经济效益与社会公益

类的创新创业项目更能实现个人价值(见表 2)，这表

明创新创业大学生从思想认识和价值判断上还是

能够理性地认识到创新创业价值观在创新创业目

标和价值实现上的作用的。然而，调研也显示，

67.5%的创新创业大学生认为创新创业“可以开创

自己的事业，创造社会财富”，这表明创新创业大

学生选择创新创业项目，很大程度上出于对创业目

标的实现动机。同时，这也表明他们对创业目标实

现概念的定位上更倾向于创业所带给他们的外在

物质利益。 

 

表 1  影响大学生选择创新创业的关键因素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 

累计百分比

(%) 

创业意识 94 12.7 12.7 12.7 

创业能力 152 20.5 20.5 33.2 

创业价值观 196 26.4 26.4 59.6 

创业信念 95 12.8 12.8 72.4 

创业资金 49 6.6 6.6 79.0 

创业项目 30 4.0 4.0 83.0 

创业团队 108 14.6 14.6 97.6 

创业政策 3 0.4 0.4 98.0 

创业环境 7 0.9 0.9 98.9 

其他 8 1.1 1.1 100 

合计 742 100 100  

 

(三) 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但在创新创业

过程中践行乏力 

调研显示，82.2%的创新创业大学生认为将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有必

要，可以引领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创新创业价值观，

创业之路走得更远”，这表明创新创业型大学生在

思想上是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创新创业过

程中的作用的。然而，调研也显示，在对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融入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渠道的调研

中，77.5%的创新创业大学生认为“社会应为大学

生创新创业提供‘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环

境”，64.6%的创新创业大学生选择了“家庭应支持

大学生的创新创业并引导他们形成‘爱国、敬业、

诚信、友善’的价值准则”。这在一定程度表明除

了受创新创业大学生自身思想认识的影响之外，来

自社会、家庭等多个层次因素的制约，也一定程度

上影响着他们在创新创业过程中对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践行成效。 

二、当前创业大学生思想行为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 创新创业信念不坚定 

在对学生创新创业选择和坚持的调研中，

39.8%的创新创业大学生选择了“要因人而异，理

智选择，谨慎行事”； 11.3%的创新创业大学生认

为“创业可谓‘赌博’，是‘就业难’的无奈之举”；

11.6%的创新创业大学生选择了“走了很多弯路，

建议先就业再创业”。以上调研表明，由于受当前

创新创业支持政策和创业生态环境不完善等多重

因素的影响，部分创新创业大学生的创业实践步履

艰难，一定程度上动摇了他们对创新创业信念的坚

持，加之，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课程体系的不完善，

当代大学生在创新创业选择和坚持上表现出不坚

定的创业信念和价值倾向。 

(二) 创新创业价值观功利化取向 

在对创新创业目的和动机的调研中，选择“为

了更容易挣钱”占 26.1%，选择“为了个人发展”

占 32.1%，选择“为了挑战自我”占 23.6%，选择

“为了带动就业”仅占 10.9%；在对创新创业项目

的选择上，仅有 14.4%的创新创业型大学生选择了

社会公益类的项目(见表 2)；在对创业感受的调研

中，65.9%的创新创业大学生选择了“创业带来了

物质、经验、人脉等方面的收获”。 以上调研表明，

有相当部分大学生选择创新创业的动机和初衷更

多的是来自创新创业带给个人的利益。这一部分学

生也认为选择经济类创新创业项目更利于实现个

人价值，他们对个人价值的定位更多地在于“创业

带来了物质、经验、人脉等方面的收获”。可以说，

当前从事创新创业的大学生选择创新创业在相当

程度上出于较为功利化、物质化的目标和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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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选择现状统计表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 

累计百分比

(%) 

经济效益类项目 196 26.4 26.4 26.4 

社会公益类项目 107 14.4 14.4 40.8 

兼顾经济效益与

社会公益类项目 
439 59.2 59.2 100.0 

合计 742 100.0 100.0  

 

(三) 创新创业思想与实践相脱离 

在对影响创新创业成功关键的调研过程中，

26.4%的学生选择了创新创业价值观(见表 1)。但在

对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大学生创新创业教

育必要性的调研中，13.5%的学生选择“没必要，

大学生都已成人，有自己的是非判断，创业成功与

否自己负责”，4.3%的学生选择“无所谓”。以上调

研表明，部分大学生受外在环境因素对其创新创业

目标实现的影响，产生了对资金、政策等外在因素

的过度倚重，使得这一部分大学生把创新创业价值

观与实践分割开来，一方面在思想上表现出对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创新创业过程中作用的理性认

识，另一方面在实践上又过于看重外在物质因素对

创业目标实现的作用，这与“多元化的创新创业基

金扶持与来源渠道”不畅通、政策扶持不到位、创

业教育不健全等现实因素具有一定关系，也造成了

他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创新创业过程中的

践行重视程度不够[2]。 

三、影响当前创业大学生思想行为的主要因素 

(一) 个人特质因素对创新创业选择和信念产

生重要影响 

调研显示，影响大学生选择创新创业的因素的

占比分别是：性格占 45.1%，兴趣占 59.2%，所学

专业占 46.6%，个人经历占 43.4，媒体宣传占 17.4%,

宗教信仰占 6.1%，家庭经济条件占 19.2%，父母职

业占 8.5%，同辈群体占 9.3%，社会需要占 21.4%，

国家政策占 19.2%，其他因素占 20.0%(见表 3)。通

过分析大学生创业影响因素与其对目前创业项目

的态度发现，创业大学生自身的性格、兴趣、所学

专业、个人经历等个人特质因素对其选择和坚持创

新创业的信念产生重要影响。而这些个人特质因素

在后期大学生开展创新创业过程中也起到了重要

的作用，比如影响了他们对创新创业信念、价值观、

创业精神的坚持。分析表明，个人特质因素与大学

生选择创新创业、坚持创新创业的信念以及对创新

创业的态度存在一定的正相关，创业欲望、创业成

就动机、创业自我效能、创业意志等已经成为影响

大学生选择创新创业的原动力。 

 

表 3  影响大学生选择创新创业的因素与其对目前创业项

目的态度交叉表 

   
大学生对目前运营创

新创业项目的态度 总计 

   不满意 满意 

影响大学生

选择创新创

业的因素 

性格 计数 96 240 336 

兴趣 计数 132 306 438 

所学专业 计数 100 245 345 

个人经历 计数 95 226 321 

媒体宣传 计数 36 93 129 

宗教信仰 计数 12 33 45 

家庭经济条件 计数 45 97 142 

父母职业 计数 14 49 63 

同辈群体 计数 21 48 69 

社会需要 计数 40 118 158 

国家政策 计数 50 92 142 

 其他 计数 49 99 148 

总计 计数 218 524 742 

注：百分比和总计以响应者为基础；a. 值为 1 时制表的二分组 

 

(二) 过于看重经济物质因素导致创业价值观

功利化取向 

根据前面对调研数据的梳理和研究表明，对经

济利益、个人发展、物质条件等因素的看重，直接

影响了大学生从事创新创业的动机、目的和目标，

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生对创业成功因素的判定，

比如更加倾向于把创业资金、政策、环境等外部支

持条件看作是决定创新创业成功的关键因素或条

件。同时，创业观念呈现“主体性意识膨胀”现    

状[3]，主观上能够明确这些软实力因素对自身创新

创业成功的影响，也能明确应杜绝因过分看重经济

利益扭曲创新创业价值观的危害，但相比因欠缺创

新能力、资金、团队、政策支持等直观的外在帮扶

对当前创新创业发展的直观影响，软实力因素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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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式、效力的缓慢性、缓慢的扩散性等特性，降

低了大学生对包括创业价值观在内的软实力因素

的认同感。  

(三) 创新创业生态环境影响创新创业价值观

的践行成效 

调研发现，29.4%的创新创业型大学生对目前

运营的创新创业项目感到不满意；在影响创新创业

成功关键因素的选择中，选择创业意识的学生占

12.7%，选择创新能力的学生占 20.5%，选择创新创

业价值观的学生占 26.4%，选择创业信念的学生占

12.8%，选择创业资金的学生占 6.6%，选择创业项

目的学生占 4.0%，选择运营团队的学生占 14.6%，

选择创业政策的学生占 4%，选择创业环境的学生

占 9%，选择其他因素的学生占 1.1%。这在一定程

度上表明当前创新创业生态环境亟待改善，而创新

创业环境的改善涉及国家创新创业政策的支持、学

校对创新创业教育体系的完善、社会对创新创业项

目的容纳以及家庭对创新创业者的接受等多层次、

全方位创新创业环境及氛围的营造。然而，恰恰是

这些“观念性障碍”“资源性障碍”“制度性障碍”

等因素的合力对大学生创新创业价值观的塑造及

践行成效起着重要而深远的影响[4]。 

四、对当前创业大学生思想行为引导路径探析 

(一)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加强大学

生创新创业价值观教育 

1. 依托教学主渠道，将创新创业价值观培育融

入课堂教学过程中 

依托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渠道，将涉及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创业典型案例等教育内容纳入

课堂教学中，主动开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与

创新创业教育融合的课程资源，从专业理论层面引

导学生从创新创业的历史、社会、伦理等角度认识

并明确创新创业“所蕴含的社会和经济意义”[5]，

引导学生明确并反思创新创业面临的“创新创业伦

理和道德问题”[6]，以此促进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

“由功利性目标向非功利性战略目标的转移”[6]，

引导学生从国家发展、社会进步、民族复兴的高度

出发，将个人的创新创业实践纳入其中去考量，促

使学生养成在创新创业实践中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自觉。 

2. 发挥实践载体作用，将创新创业价值观培育

融入实践教学过程中 

依托创新创业实践教学载体，在课程设置的内

容、目标、评价体系、实践活动等方面，引导大学

生在创新创业过程中注重将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

相结合，注重把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相统一，把创

业技能的提升与正确创业价值观的树立相融合，在

创新创业项目具体运营的过程中，坚持“爱国、敬

业、诚信、友善”的行为准则，在实现创新创业目

标的过程中，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与此同时，积

极引入目前较为短缺的公益创业典型案例，激发学

生公益创新创业的意识，引导学生结合专业特长和

创业机遇聚焦社会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在促进社

会发展的过程中实现自我发展。 

(二) 健全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体系，提升大学

生创新创业能力和素养 

1. 健全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教育体系，提升大

学生创新创业综合能力 

通过开设创业技能、科技创新、创业事务等与

创业能力提升相关的课程，提升大学生从事创新创

业的必备专业技能，弥补当前大学生创新创业过程

中普遍面临的创业能力短缺的不足。与此同时，构

建完善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孵化类的运营平台，比

如创新创业孵化园、众创空间、创客之家、科技孵

化园等，依托各类创新创业赛事，不断提升大学生

从事创新创业的能力和信心。 

2. 健全大学生创新创业素质教育体系，提升大

学生创新创业综合素质 

通过开设与创新创业素质提升相关的管理类、

经济类、人文素养类等相关课程，比如创业管理、

体验经济、企业家精神、创业法律等课程，将创业

教育与专业教育、线上课程与线下课程、显性课程

与隐性课程相结合[7]，夯实大学生从事创新创业的

专业基础知识，提升大学生从事创新创业的兴趣和

素质。与此同时，立足于创新创业训练，完善大学

生创业服务体系。通过设立大学生创业基金、构建

具有胜任力的教师指导队伍、建立创新创业分类指

导体系、建立校企产学研协同育人机制，不断深化

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体系，在不断优化大学生从事

创新创业个人特质的同时，也利于大学生对创业精

神的贯彻和创业信念的坚持。 

(三) 完善创新创业生态环境，营造践行创新创

业价值观的良好氛围 

1. 发挥全程育人作用，将创新创业价值观教育



模式探索            侯倩，魏法汇：创业大学生思想行为现状及其引导路径 —— 基于山东省 6 所高校 742 名创业大学生的调查研究 

 

107 

 

渗透到教育管理中 

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的《关于新形势下加强

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意见》和国务院办

公厅下发的《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的实施意见》，已经将构建全过程全方位育人格局

明确为全体教师的责任。要重视对大学生创业精神

的培训，需要开设对应的“创业思想教育课程”、

树立典型的创业榜样、搭建操作性强的创业锻炼平

台[8]，同时，需要全体教育工作者从教育育人、管

理育人、服务育人的角度出发，积极营造“自由、

平等、公正、法治”的环境氛围，以身示范“爱国、

敬业、诚信、友善”的价值准则，将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与创新创业教育渗透到教育管理的各个环

节，潜移默化地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创新创业价

值观。 

2. 发挥全方位育人作用，完善创新创业生态 

环境 

要完善包括政策环境、经济环境、教育和培训

环境、融资环境、社会文化环境等在内的创业生态

环境[9]，首先，家庭应改变传统教育观念，从学生

实际和社会发展角度出发，从情感上认同并支持大

学生的创新创业，积极引导他们形成“爱国、敬业、

诚信、友善”的价值准则。 其次，社会应改变评

价人才的传统观念和标准，从公民素质提升和社会

长远发展的角度出发，积极为大学生的创新创业提

供“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环境。此外，

国家应从政策导向、制度设计、机制体制等方面支

持大学生的创新创业，努力营造 “富强、民主、

文明、和谐”的生态环境，减少创新创业型大学生

在创新创业知识、技能、素养提升上的阻力，为创

新创业型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创新创业价值观提供

有力的环境、制度、法制保障。只有这样，大学生

的创新创业才有持续发展的可能，大学生正确的创

新创业价值观才能根植于心、外化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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