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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侧改革背景下的大学生创业教育的多维思考 

 
赵彦，陈俣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理学院，辽宁抚顺，113001） 

 

[摘要]  为了高校在供给侧改革的时代背景下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创业教育工作，提升大学生的创业能力。

以辽宁石油化工大学的大学生为研究对象，运用调查问卷和调研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研究，发现高校在大学生创业

教育中存在供给与需求脱节，创新引领缺乏实效性，创业制度缺乏系统性等问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大学生的创

业能力和效果，亦很难适应目前供给侧改革的要求。建议高校对创业教育资源进行优质供给，加强科技创新工作

对创业的指导，联合政府和企业构建政府导向-社会支持-企业合作的激励型大学生创业规范制度，以拓宽大学生

创业渠道，提升创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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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围绕 2016 届毕业

生就业和创业的调查报告显示，2016 届全国应届毕

业生人数约为 760 万。其中选择就业的比例为

75.6%，选择国内读研究生的占 16.5%，出国留学的

占 4.8%，而选择创业的比例约为 3.1%，大学生创

业人数比例较 2015 年的 6.3%有所下降。报告还指

出，鉴于大学生创业经验缺乏、资源积累不足等因

素，大学生创业成功率也不高[1]。 

一、供给侧改革的背景及要求 

2015 年 11 月 10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

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要求通过供给侧改革来解决当前经济中出现的

产能过剩、高级要素投入比例偏低等问题，从而得

到了社会各行业专家学者的积极响应。很多高校教

育者亦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是经济“疗方”，

也将是高校新一阶段发展的重要背景[2]。 

（一）供给侧改革背景下提升优质供给的要求 

供给侧改革就是要从改革的角度推进结构性

调整，提高供给质量，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

效供给，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而大学生创业指在校

本、专科学生，依靠所学专业和学科特点，从事产

品开发、专业服务及特色商贸型知识资本类的创新

创业活动[3]。而在此过程中，务必要求资源的合理

供给和分配。各国经济和教育发展表明，供给侧改

革和创新创业从来无法分开，必须结伴而行。 

（二）供给侧改革对于科技创新的要求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注重对科技创新的要求。

利用科技创新改革解决当前能源过剩、产业结构科

技含量低等问题。依靠科技创新，不断淘汰科技含

量低、竞争力弱的企业和市场主体。目前，很多高

校存在着人才培养质量不高，学生的科技创新能力

差，创新理念落后等情况，不适应新形势下市场对

人才质量的需求。因此，高校应当加强对人才的科

技创新能力的培养，并充分利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的势头，积极创新，主动创新。 

（三）供给侧改革对于制度创新的要求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部长徐洪

才认为，现在教育体制结构较单一，缺乏工匠精神，

需要有追求精益求精的精神，反之，就影响了产品

质量，务必要通过体制机制的创新，来推动供给侧

改革[4]。大学生创业比例和人数出现下降趋势，一

定程度上也暴露了制度规范的滞后。因此，高校的

创业教育应该抓住供给侧改革的“牛鼻子”，推进制

度的创新，从而带动大学生创业。 

二、目前大学生创业教育的问题表现 

（一）高校创业教育中的“供给”与“需求”

的脱节 

习近平在财经领导小组十二次会议上强调：从

生产领域加强优质供给，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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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即，从生产源头开始控制。高校在实际的创

业教育中确实进行了很多探索和努力，如开设创业

教育课，建立创新项目的“孵化”基地等。但经过几

年的尝试，我们仍然能够看到，大学生的创业积极

性并未有明显提升。其原因在于，高校所提供的“供

给”与大学生的实际“需求”之间存在脱节。笔者对辽

宁石油化工大学创新创业学院、机械学院、理学院

的 1 365 名毕业生发放了问卷调查，实际收回 1 335

份，调查结果见表 1。 

以上统计数据表明，高校虽然为促进大学生创

业和就业提供了很多平台，但结合大学生的实际需

求来看，“供给”与“需求”之间存在脱节。很多

“供给”没有真正让大学生感到或收到实惠。 

（二）高校创业教育中的创新引领和服务缺乏

实效性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强

调，要鼓励本科生投入科研工作，在创新实践中培

养他们的探索兴趣和科学精神。近年来，随着大学

生就业难这一问题的凸显，很多高校选择对大学生

进行创新能力培养，以创新带动创业，以创业推动

就业，并在现实中采取了很多做法，以此来加强对

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的引导和扶持，虽有成果，但

也存在很多问题。 

笔者对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2015 年组织参加的

“挑战杯”科技作品竞赛的 72 部作品、2016 年组织

参加“挑战杯”创业计划大赛的 80 部作品及就业部

门征集的 9 个孵化项目进行了调查和后续开发跟踪

（见表 2）。 

笔者对辽宁石油化工大学提供的学生创业指

导课、“挑战杯”系列竞赛的机房、实验室、项目孵

化场地在 2015-2016 学年的开放情况进行了调查

（见表 3） 

 

表 1  2015-2016 年度学校开设或支持的就业服务活动及项目效果调查 

名称 调查人数 效果好；联系实际强 效果一般；联系实际少 效果不好；和实际没有联系 

校外专家创业报告会 1 335 135 人 10.1% 625 人 46.8% 575 人 43.1% 

就业实训（赴工厂） 1 335 82 人 6.1% 763 人 57.2% 490 人 36.7% 

就业指导课 1 335 53 人 4% 500 人 39.5% 782 人 56.5% 

 

表 2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挑战杯系列竞赛及项目跟踪调查 

题 目 包含实用新型专利 

产品作品数及占比 

获得省级奖项 

作品数及占比 

毕业生有意愿（能力） 

开发作品数及占比 

实际开发或被收购 

数及占比 

“挑战杯”科技作品竞赛作品 0 0 24 30.7% 0 0 0 

“挑战杯”创业大赛作品 2 2.5% 18 22.5% 0 0 0 

创业孵化项目 2 22% 3 33% 1 11% 1 11% 

 

表 3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教学资源向学生开放情况调查 

场地 9-11 月（次） 12 月-次年 

2 月（次） 

3 月-5 月（次）6-8 月（次）

创业指导课 0 0 12 4 

机房开放 20 6 15 7 

实验室开放 19 6 15 4 

项目孵化场地 3 6 13 3 

 

以上统计数据表明，目前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

存在数量少，规模小，影响力小，实用性差，科技

含量和质量不高等情况。同时，高校向广大学生提

供的创业课程及场地次数有限，服务理念差，一定

程度上导致大学生的科技创新质量与企业和社会

对创新型人才的诉求存在差距，大学生的科技创新

活动的深度和质量不高。 

（三）高校创业教育缺乏制度的有效规范和系

统化 

目前，虽然高校普遍重视大学生的创业教育，

但缺乏制度的有效规范和系统化。经过调查，学校

每年积极动员和支持大学生参加创业类竞赛和立

项百余项，但参与学生对竞赛和项目发起及过程持

不同态度：61%的学生认为竞赛准备、评审程序简

单；50%的学生认为参赛作品及项目种类繁多，不

“接地气”；90%的学生表示自己的参赛作品或项目

可投入生产和使用的可行性不大；50%的学生认为

项目孵化场地供给有限，且运营方式粗放，成本高，

争取到的机会少等。这组数据说明，大学生的创业

教育缺乏制度的系统规范和有效推进。应对大学生

创业大赛和创业项目的立项进行规范，保障创业项

目“接地气”和增大投入使用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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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学生创业教育改革的建议 

（一）顺应供给侧改革要求，实现创业教育资

源在学校、学生之间供给与需求的有效契合和对接 

供给侧改革是市场倒逼的结果，在改革中务必

要满足市场的需求。高校作为人才供给侧改革的重

要一方，如何按照社会期望，既保障高校改革良性

发展，又保障人才培养的需求，是一项系统工程[5]。

高校应该从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计划的源头上抓

起。对学生专业课内容设置、就业指导课的多样化

和实效性、创业项目开发的调研、校企合作、职业

技能培训基地建设等方面进行设置和调研，务必做

好市场需求调研，使得高校的人才培养计划、过程

及结果与市场需求相适应，保证高校创业资源与大

学生的需求相对接。 

（二）加强科技创新工作对创业的指导 

创新是民族的灵魂、是企业发展的动力，也是

大学生能否创业成功的重要因素。高校应加强对大

学生科技创新工作的支持。如建立大学生科技园等

实训基地，充分利用高校教育资源和科技园区等基

地的企业实践，通过创业实习实践为大学生提供实

现创业想法、帮助其形成创业理念、检验其创业能

力[6]。除此之外，学术讲座、专题报告、社团活动

等也可以突出创新带动创业的理念。 

（三）构建政府导向—社会支持—企业合作的

激励型大学生创业规范制度 

在一份针对大学生创业态度的调查中显示，大

部分学生对创新创业持开放态度，但也都处于没有

太多准备或正在酝酿阶段，还有 21.5%的学生表示

创业风险太大或制度不能保障等原因[7]。由此可见，

大学生虽然理论知识储备丰富，但缺乏创业经验和

社会资源，创业成功的可能性较小。即，大学生创

业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社会、企

业的制度规范和支持。我们应构建政府导向—社会

支持—企业合作的激励型大学生创业规范制度。政

府加大对大学生创业激励政策的宣传，利用专职机

构、网络媒介等发布创业信息，引导大学生群体认

识创业的迫切性和重要性。企业可以通过资金扶

持、项目合作的形式提供支持，帮助大学生创业技

术攻关，增强大学生创业信心和生存几率[8]。 

以供给侧改革为背景的大学生创业教育研究

应该紧密结合供给侧改革要求，从人才的优质供

给、科技创新及制度规范方面着手，需要切实解决

在市场倒逼情况下高校人才培养及输出的窘境，借

人才供给侧改革的良好势头，完善大学生创业与就

业体系建设，为大学生毕业后顺利走入社会创造良

好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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