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4 卷第 2 期                                                       Vol.14 No.2 
2023 年 4 月                               CHUANGXIN YU CHUANGYE JIAOYU                            Apr. 2023 

 

 

中国与葡语国家大学生创业项目差异研究 

——以“928 创新创业挑战赛”为例 

 
洪伟 1, 2，Jose Alves2，洪成文 3，陈东旭 1, 2 

 

(1. 广东理工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广东肇庆，526000； 

2. 澳门城市大学商学院，澳门，999078； 

3. 北京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北京，100875) 

 

[摘要]  结合“928 创新创业挑战赛”的两个竞赛主旨，对 9 个国家 85 个大学生参赛项目进行内容与

词频分析，比较中国与葡语国家大学生创业立意的异同。结果表明，联合国 17 个可持续发展目标中

“良好健康与福祉”“产业、创新与基础设施”和“负责任的消费与生产”是参赛团队偏好的创业领

域；中国、巴西、葡萄牙是参赛团队重视的目标市场；中国参赛团队对葡语国家市场缺乏清晰的认识，

葡语国家参赛队伍重视母国与中国的联系，但缺少对中国政治经济环境的认知；从创业问题和解决方

案来看，“解决浪费与实现可持续发展”是创业项目的核心主题，中国和葡语国家市场、企业、服务、

科技是解决方案的核心词频。 

[关键词]  大学生创业；可持续发展；创业挑战赛；内容和词频分析 

[中图分类号]  G6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893X(2023)02−0060−09 

 

    一、引言 

    在《致二〇一三年全球创业周中国站活动组

委会的贺信》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创新是

社会进步的灵魂，创业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改

善民生的重要途径”[1]。李克强强调，“双创催生

了量大面广的市场主体，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

在疫情和世界经济衰退的双重冲击下，市场主体

表现出应对困难的强大韧性”[2]。随着国家对大

学生“双创”支持政策的升级，作为创新创业的

生力军，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加入“双创”大潮中[3]。 

    已有的高等院校创新创业教育研究聚焦于

不同国家的大学创业教育模式的比较。如学者祝

杨军从实验实践平台、教育教学体系和生态支持

系统 3 个方面，对中国和美国的高校创新创业实

践教育模式进行比较研究[4]。骆方金、宁昭棠从

创业教育特色定位、创业课程设置、参与创业

竞赛情况对比分析了中国和美国高校创业教育

的现状[5]。张凤、沈迎春从大学内部及其周边生

态系统、条件要素，比较了中国和美国大学生

的创业意向。他们发现，由于不同国情与文化，

中国和美国大学生在面对不同的生态系统条件

时，产生的创业意向不同[6]。郭哲等运用生态系

统理论探讨了美国和欧盟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

的异同[7]。 

    大学生创业竞赛是高等院校创新创业教育

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界对大学生的创业大赛探讨

集中在大学生参与创业比赛的动力、阻碍、困境

与策略[8]，大学生参加大赛后的情绪调整[9]，以

及获奖项目分布[10]。刘恩培通过筛选“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项目团队、使用自评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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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了创业团队资源依附、资源动员与创新型创

业融资效率的关系[11]。吴维东等也从“互联网+”

创业比赛着手，从地域、院校、行业 3 个方面对

参赛院校获奖情况进行分析，介绍了我国高等院

校创新创业教育生态[10]。通过文献研究发现，我

国的创业教育研究倾向于对高校创业教育提出

对策与建议[12]，鲜有从创业团队项目角度出发，

分析大学生创业项目立意的研究。一方面是因为

大学生参加创业竞赛的创业项目五花八门涉及

各个行业，参赛团队出发点不同，在分析创业项

目的时候缺乏抓手；另一方面是因为缺乏国际创

业大赛参赛项目数据，很难做出比较研究。 

    本文主要研究中国与葡语国家的大学生创

业团队参加国际创业竞赛创业立意的异同。从中

国与葡语国家大学生竞赛项目出发，以“928 创

新创业挑战赛”两大主旨即联合国 17 个可持续

发展目标和中国与葡语国家经贸合作为视角，对

85 个参赛项目的创业立意进行研究。通过内容解

构与词频分析，对 85 个参赛项目的作品进行系

统性梳理，比较分析不同国家与区域的大学生创

业项目的问题提出、解决方案、产品、目标市场、

关键词等核心要素，从实证角度探索中国与葡语

国家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立意的异同。 

    二、“928 创新创业挑战赛” 

    2021 年 10 月，中国与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论

坛、联合国大学澳门研究所、澳门城市大学、深

圳大学联合举办了第一届中国与葡语国家创业

挑战赛，即“928 创新创业挑战赛”[13]。“928”

是指粤港澳大湾区 9 个城市(广州、深圳、珠海、

佛山、东莞、惠州、中山、江门、肇庆)，2 个特

别行政区(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

以及 8 个葡语国家(葡萄牙、巴西、安哥拉、莫桑

比克、几内亚比绍、佛得角、圣多美与普林西比、

东帝汶)。 

    第一届“928 创新创业挑战赛”共吸引了来

自中国(含港澳赛区)和 8 个葡语国家共计 150 多

个大学生创业团队参加。竞赛的目的是为了提升

大学生把握社会发展趋势的能力，培养新一代具

有可持续发展意识且具有国际创业能力的企业

家。竞赛促进了大学生的国际交流，提升了参赛

团队的创业能力。按照“928 创新创业挑战赛”

的参赛规则，参赛团队需围绕竞赛的两个核心主

旨来进行创业立意。 

    核心主旨一：创业项目需要符合联合国可持

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

17 项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是联合国 193 个成

员国在 2015年 9月 25日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

会上通过的，旨在通过联合国成员国以综合模式

解决经济、环境和社会 3 个维度的发展问题，为

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转型提供解决方案 [14]。这

17 个目标是：“SDGs1 无贫穷”“SDGs2 零饥

饿”“SDGs3 良好的健康与福祉”“SDGs4 优质

教育”“SDGs5 性别平等”“SDGs6 清洁饮水和

卫生设施”“SDGs7 经济适用的清洁能源”

“SDGs8 体面工作和经济增长”“SDGs9 产业、

创新和基础设施”“SDG10s 减少不平等”

“SDGs11 可持续城市和社区”“SDGs12 负责消

费和生产”“SDGs13 气候行动”“SDGs14 水下

生物”“SDGs15 陆地生物”“SDGs16 和平、正

义与强大机构”和“SDGs17 促进目标实现的伙

伴关系”。 

    核心主旨二：创业项目需要紧密围绕中国与

葡语国家经贸合作。澳门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特

别行政区，在联系中央政府与葡语国家经贸合作

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2003 年，以经贸促进发展

为主题的“中葡论坛”正式成立，并在澳门设永

久驻地[15]。2019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粤

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明确了澳门作为粤

港澳大湾区核心城市的地位，并规划将澳门建设

为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

服务平台，促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打造以中华

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

澳门作为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的

作用不断强化，体现了澳门城市经济的发展前

景[16]。“中葡论坛”是这次竞赛的主办方之一，

举办地在中国澳门，因此参赛项目要着眼于中葡

经贸合作。 

    综上，创业团队需结合国内外发展趋势，因

势利导，实现国家、城市与创业者的共同发展。

创业团队要按照“命题”参赛，既要考虑传统商

业创业中的经济效益、可获得性等要素，又要契

合“928 创新创业挑战赛”两个核心主旨，这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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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了创业项目立意的难度。 

    三、研究方法 

    内容分析是质性研究的一个重要方法。“内

容分析包括分析文献材料的内容，如书籍、杂志、

报纸和所有其他口头材料的内容，这些材料既可

以口述，也可以印刷。”[17]本研究通过内容解构

和词频分析来解读参赛队伍的项目内容。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参赛

团队提供的演说视频。演说视频耗时 5～8 分钟

不等；第二类是参赛团队的 PPT 演示文档。研究

人员通过视频网站(YouTube 用来收集海外高校

视频，Bilibili 用来收集国内团队视频)和谷歌网

盘，下载保存了 85 个竞赛团队的演说视频以及

PPT 演示文档，随后对 85 个参赛项目进行分组，

并通过组别研究的方法分析了 85 个参赛项目的

16 个组成模块。16 个项目组成模块包括国家(或

地区)、大学、项目名称、封面幻灯片/图片、可

持续发展目标、业务领域、目标市场、问题陈述、

解决方案、产品、商业模式、市场规模或客户、

竞争对手、市场营销、团队组成以及财务与融资。 

    为了保证项目内容分析的准确性，研究团队

对创业项目进行考评。考评小组评判项目内容取

得一致时对项目定性，不一致时则对创业项目内

容再进行讨论；使用 Excel 对项目内容进行归纳

和整理；使用质性定性软件 NVivo12 对参赛项目

的创业问题、解决方案和创业产品 3 个模块进行

词频分析，形成词频图；分析参赛项目的产品与

其他特点。 

    四、参赛创业项目异同的组别研究 

    这次竞赛共收集到 85 个有效参赛项目，如

表 1 所示。我们对 85 个团队进行组别分类，分

为广东省大学生参赛团队(A 组 20 个)、中国内地

其他省份大学生参赛团队(B 组 18 个)、中国香港

和中国澳门大学生参赛团队(C 组 24 个)、葡语国 

 

表 1  参赛团队来源统计分析 

参赛团队来源 数量/个 

A 组 20 

B 组 18 

C 组 24 

D 组 23 

总计 85 

家大学生参赛团队(D 组 23 个)。 

    (一) 参赛项目的可持续性发展目标 

    通过对参赛项目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进行分

析，我们发现，一些参赛项目试图实现很多可持

续发展目标，然而另一些参赛项目却没有提及可

持续发展目标，或在宣传中没有明确表达该目

标。例如，湖北大学的一个参赛项目表示可以实

现“无贫穷”“产业、创新和基础设施”“负责任

的消费和生产”“陆地生物”和“促进目标实现

的伙伴关系”等多个可持续发展目标。澳门城市

大学一个使用视频直播模式来实现中文网上课

程传播的参赛项目，就没有指出具体实现的可持

续发展目标。考评小组讨论后认为，前一个项目

更符合“负责任的消费和生产”，后一个项目是

提供“优质教育”。考评小组认为，作为参加竞

赛的创业项目应该聚焦于某一个可持续发展目

标，突出对一个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贡献，不应面

面俱到、缺乏针对性，这样无法打动竞赛评委。

鉴于此，为了更好地分析参赛团队与联合国可持

续发展目标的联系，根据项目考评小组的分析

与讨论，对所有项目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进行匹

配(见表 2)，每一个项目固定匹配一个可持续发

展目标。 

 

表 2  参赛项目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匹配 

可持续发展目标 A 组 B 组 C 组 D 组 小计 

SDGs1 1 1 1 1 4 

SDGs2 0 0 2 5 7 

SDGs3 3 4 4 1 12 

SDGs4 2 2 3 0 7 

SDGs5 0 0 0 0 0 

SDGs6 0 0 0 0 0 

SDGs7 0 0 3 4 7 

SDGs8 2 2 0 1 5 

SDGs9 3 2 3 3 11 

SDGs10 1 0 0 0 1 

SDGs11 1 0 3 0 4 

SDGs12 3 2 2 3 10 

SDGs13 0 0 0 1 1 

SDGs14 1 2 1 3 7 

SDGs15 0 0 0 0 0 

SDGs16 0 0 0 0 0 

SDGs17 4 2 2 1 9 

总计 21 17 24 23 85 



理论研究             洪伟，Jose Alves，洪成文，等：中国与葡语国家大学生创业项目差异研究—— 以“928 创新创业挑战赛”为例 

 

63 

 

    表 2 为创业项目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匹配情

况。结果显示，与“良好的健康与福祉”“产业、

创新和基础设施”“负责消费和生产”匹配的竞

赛项目均超过 10 个；与“促进目标实现的伙伴

关系”匹配的竞赛项目有 9 个；与“零饥饿”“水

下生物”匹配的竞赛项目均有 7 个；与“体面工

作和经济增长”匹配的竞赛项目有 5 个。相较而

言，与“气候行动”相关匹配的竞赛项目只有 1

个；没有与“性别平等”“清洁饮水和卫生设施”

“陆地生物”“和平、正义与强大机构”相匹配

的竞赛项目。 

    (二) 参赛项目关于中国与葡语国家经贸合

作的体现 

    “928 创新创业挑战赛”的第二个核心宗旨

是促进中国和葡语国家的经贸合作。我们通过研

究参赛项目的目标市场模块(target market)以及

项目领域(scope)，解读参赛团队如何实现创业项

目与中国及葡语国家经贸合作取得联系。如表 3

所示，多数参赛团队都指明了目标市场，只有 2

个团队未明确目标市场。在这些参赛项目中，中

国内地、巴西和葡萄牙是参赛团队最关注的目标

市场，共有 66 个参赛团队(77.6%)瞄准这 3 个目

标市场。其中，41 个参赛团队明确表示，他们的

目标市场是“中国内地”或“中国内地与葡语国 

 

表 3  参赛项目的目标市场定位 

目标市场 A 组 B 组 C 组 D 组 合计 

巴西 2 2 7 5 16 

葡萄牙 1 5 0 3 9 

安哥拉 0 0 2 2 4 

东帝汶 0 1 0 2 3 

圣多美与普林西比 1 1 1 1 4 

佛得角 0 0 0 2 2 

几内亚比绍 0 1 1 1 3 

莫桑比克 0 1 2 3 6 

中国香港 0 0 1 0 1 

中国澳门 0 0 4 2 6 

中国内地 14 10 10 7 41 

葡语国家 2 1 3 0 6 

内地与葡语国家市场 3 3 2 0 8 

海洋养殖业 0 1 0 0 1 

欧盟市场 0 1 0 0 1 

没有指出 0 0 0 2 2 

家经贸联系”。7 个巴西参赛团队中有 6 个将中国

内地作为他们的目标市场。巴西是第二受欢迎的

目标市场。16 个参赛团队将他们的业务放在巴

西，在这 16 个团队中，有 11 个来自中国内地、

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葡萄牙市场也受到重

视。一共 9 个团队将他们的目标市场瞄准葡萄牙，

其中 6 个来自中国内地团队，而 3 个来自葡萄牙

大学参赛团队。其他的参赛团队零星地瞄准非洲

以及其他市场。 

    (三) 参赛项目创业问题和解决方案 

    提出创业问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好的创业

问题意味着一个好的创业起点。解决方案则是对

应创业问题的创业说明。由于项目出现了各种各

样的问题和解决方案，在分析中，我们使用 NVivo

软件分析了创业问题和解决方案词频。 

    如图 1 所示，从 85 个团队来看，中国、市

场、人、农场、需求、文化、价格和浪费是创业

问题说明的核心关键词。解决方案中，平台和在

线移动应用(App)提供的服务、生产、社区、信息、

专业都是很多队伍提到的关键词。并且，很多参

赛团队强调了培训、文化、产品、知识和医疗等

关键词。 

 

 

图 1  问题与解决方案词频云图 

 

    根据这些关键词可以分析参赛队伍的创业

方向。第一，有 10 个团队专注于农业和技术领

域。23 个葡语国家团队中有 5 个(21.73%)专注于

农业和技术服务，而来自中国的 62 个团队中也

有 5 个(8.06%)专注于农业或农技业务。第二，

很多参赛团队很关注教育领域。中国(含港澳地

区)共有 7 个团队瞄准这个业务领域，而在 7 个项

目中，3 个愿意做葡萄牙语培训和教育。第三，

文化是 85 个项目中另一个关键领域。5 个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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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们的创业活动中展示了他们对文化产业的

想法。第四，旅游业是创业公司非常喜欢的行业。

9 个参赛团队(来自中国的 6 个团队，葡语国家 3

个团队)的目标是旅游行业。我们分析发现，参

赛团队对技术进步足够重视。虚拟旅游、增强

现实技术、移动应用在很多创业项目中也是很

常见的。 

    从创业问题的区域统计分析来看，不同地区

的团队对创业问题和解决方案有不同偏好(见图

2)。广东团队强调教育、产品、市场和葡语国家，

中国其他省份团队专注于中国、教育、市场、产

品、需求、服装和农业。中国香港和澳门的大学

生团队提出了人员、食物、旅游、中国及国际有

关问题。葡语国家团队更多地提出了浪费、成本、

问题和开发等关键词。 

 

 

图 2  创业问题词频组别分析 

 

    从解决方案的统计分析来看，中国广东省创

业团队提到了生产、文化、国家；中国其他省份

创业团队的关键词是服务、产品、知识和信息；

中国香港和澳门创业团队提到了培训、电力、客

户、制造商和企业；而葡语国家创业团队则关注

家庭、消费、连接和平台(见图 3)。因此，不同的

词频可以清晰得出创业团队不同的创业立意。 

 

 

图 3  创业解决方案词频组别分析 

 

    (四) 参赛项目的产品 

    产品是创业项目的落脚点。图 4 的数据可以

让我们获知创业项目的产品词频。总共有 26 个

团队将设计或生产一种产品，归类为词频最高的

类别。另外有 20 个团队投资移动应用，13 个团

队投资计算机程序，11 个团队投资平台，8 个团

队向市场提供服务或系统，6 个团队的产品与咨

询有关，5 个团队明确将成立一家公司，4 个团

队将开设网站，3 个团队建立商店，3 个团队提

供药物。 
 

 

图 4  产品词频研究 

 

    除了产品外，还有一些引人关注的内容，总

共有 15 个来自中国内地高校的团队没有清晰说

明他们的“市场营销”策略，5 个中国港澳团队

和 1 个葡语国家团队未提及“市场营销”。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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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体和传统媒体以及线上线下渠道是营销

策略中最常用的方法，总计有 36 个团队将使用

线上线下的渠道和媒体来推广他们的产品；17

个团队强调在项目中建立伙伴关系。“媒体”和

“伙伴关系”是参赛团队走向市场策略的 2 个关

键词。 

    五、“928 创新创业挑战赛”创业项目的异同 

    首先，各个团队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创业问

题和解决方案具有共通性。Horne 等人[19]的研究

表明，德国创业企业主要集中于实现“零饥饿”

“良好的健康与福祉”“优质教育”“经济适用的

清洁能源”“产业、创新和基础设施”“减少不平

等”“可持续城市和社区”“负责消费和生产”等

可持续发展目标，而诸如“性别平等”“和平、正

义”等目标则是创业团队很少关注的。我们发现，

“928 创新创业挑战赛”的创业项目也大多致力

于“良好、健康与福祉”“产业、创新和基础设

施”“负责任的消费和生产”等可持续发展目标。 

    其次，由于国情、知识结构、团队素质的差

异，各团队提出的创业立意差异很大。5 个葡语

国家的团队专注于“零饥饿”，而中国的参赛团

队并没有特别关注“零饥饿”。虽然一些中国内

地的参赛项目涉及食品或食品安全领域方面的

业务，但这些项目没有直面饥饿问题。例如，广

东工业大学的一个参赛项目提出利用区块链可

追溯技术解决食品安全问题。华东交通大学的一

个创业项目是针对中国和葡语国家的特殊口味

提供不同的产品。相比之下，葡语国家参赛团队

则直面饥饿问题。例如，一个来自东帝汶的参赛

团队提出，他们的项目通过联系农场与家庭，建

立直营通道，提供可负担的有机蔬菜，帮助解决

东帝汶的饥饿问题。来自几内亚比绍的参赛团队

针对当地的食品短缺问题，提出建立一个食品交

易平台，用小袋配比包装食物，以较低的价格配

送给当地家庭。这些例证说明国情的不同影响着

参赛团队的参赛项目立意。中国大学生在创业的

时候可能很容易忽视饥饿问题，而许多葡语国家

(包括莫桑比克、安哥拉、东帝汶等)都处于严重

饥饿现状之中[20]，所以解决饥饿问题成为许多葡

语国家参赛团队(尤其来自非洲的葡语国家)重点

关注的方向。 

    “清洁和负担得起的能源”是另一个受到广

泛关注的创业领域，但来自不同国家创业团队的

侧重点不同。“清洁和负担得起的能源”在许多

非洲国家仍是很严重的问题，电力供应短缺阻碍

了非洲的经济增长与文明进步[21]。4 个葡语国家

参赛团队关注了“可负担的能源”问题。其中 3

个参赛团队来自非洲国家，分别是佛得角、几内

亚比绍和莫桑比克。这些团队考虑使用生活废

油、生物柴油和粪便等作为清洁能源的原料进行

发电，为当地住户或企业提供可负担的清洁电力

能源。其项目重点突出了经济性和可行性。葡萄

牙大学生参赛团队提出通过一种创新的能源计

数监测系统来节约能源，提高能源使用效率。澳

门城市大学的 3 个参赛团队以“清洁能源”为目

标，他们的项目主要考虑绿色能源，而不是“可

负担的能源”。他们关注绿色能源和电力供应的

可持续性，包括太阳能动力库、动力电池梯级利

用、光伏储能等。 

    综合“零饥饿”“清洁和负担得起的能源”

两个可持续发展目标来看，我们发现大学生在创

业立意方面有很大差异，也存在很大的提升空

间。无论是中国团队还是葡语国家团队，都没有

很好地了解海外市场。在很多尚处于饥饿状态的

非洲国家，解决食物短缺和提供可负担的能源是

实际可行的创业项目，具有广泛的市场。我们发

现，中国的大学生创业团队还未仔细研究过葡

语国家的目标市场，没有充分的信息，创业立

意过于理想化。对于很多葡语国家的大学生创业

团队来说，他们急需技术与资源，但是他们对获

取和利用这些技术与资源缺乏调查研究。 

    从中国与葡语国家经贸合作的角度来说，我

们发现14个中国(含港澳地区)的参赛团队将葡语

国家(PSCs)作为他们的目标市场，而来自葡语国

家的大学生参赛团队则不会用葡语国家(PSCs)来

指代他们的目标市场，而是用某个国家来代替，

如巴西、安哥拉等。因此我们认为，很多中国大

学生参赛团队对葡语国家的市场还不熟悉，简单

地认为葡语国家是一个整体市场。这可能是因为

关于葡语国家的区域差异教育还不完善[22]，知识

普及程度不高，教育资源不充足等[23]。我们认为，

在创业的初期阶段需要对目标市场进行仔细研

究，要将市场调查真正做到位，理解市场所需。 

    相比之下，来自葡语国家的团队更关注某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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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国家。例如，莫桑比克若阿金•希萨诺大学

(Joaquim Chissano University)的 3 个参赛团队专

注于莫桑比克市场，他们提出可以利用中国的清

洁能源、循环利用资源、农业技术和服务、资金

等提供比较完善的解决方案。他们认为莫桑比克

有很大的市场，通过市场换技术和资源的方式可

以达到中方企业和莫方企业的双赢。另外，我们

发现大多数葡语国家的团队专注于本国、本地区

市场或是与中国的市场联系，只有来自 Centro 

Universitário de Excelência(ENIAC)大学的参赛团

队将关注点放到了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因此我

们认为，即便我们的竞赛背景设定在“澳门”以

及“粤港澳大湾区”，但大部分葡语国家参赛团

队还是没有意识到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机遇。一

是与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东京湾区相比，粤

港澳大湾区还缺乏知名度[24]，在金融、科技、制

造等方面，粤港澳大湾区与东京、纽约和旧金山

湾区有很大的差距[25]。二是葡语国家创业者还未

意识到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机遇以及缺乏对中

国各区域的了解。 

    从创业问题、解决方案和产品等角度来说，

我们发现，中国、市场、人、农场、需求、文化、

价格和浪费是创业问题的关键词，这些关键词主

导了大学生创业项目的解决方案。绝大多数项目

均提到了科技是解决目前可持续发展的主要手

段。无论是信息平台在线移动应用(App)，还是其

他科技手段，均体现了中葡大学生对解决创业问

题的思索，也反映了当代大学生对通过科技实现

可持续发展的信念。当然，不同国家的大学生对

科技的理解有所不同。当中国的一些创业团队已

经瞄准了区块链、人工智能等先进科技时，葡语

国家的大学生还在沼气发电等早期科技中寻求

解决方案。因此不同国家科技的代际差别明显。

我们期待更多的中国大学生创业团队挖掘欠发

达葡语国家的创业机遇，通过技术转化等方式，

帮助这些欠发达国家与地区更好地实现可持续

发展目标。 

    六、结语 

    (一) 研究结论 

    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不同国家、区域的

大学生参赛团队在面临同样的“创业考题”时，

给出的答案不同，但是不同之中也有共同点。 

    第一，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具体目标时，我

们发现参赛团队既会着眼于项目的可能性，也会

思考可获得性，会根据本国国情以及对市场的理

解提出解决方案。但是大学生创业团队对目标市

场欠缺了解。从整体上来看，中国大学生参赛团

队对单体葡语国家缺少了解，商业策划的针对性

地不强，无法提出好的创业问题，也无法有针对

性解决市场需求。而葡语国家创业团队虽然对中

国市场、中国资金与技术有很强的兴趣，但是整

体而言，缺乏对中国市场的理解，缺少对中国政

治经济情况的掌握，很难获得创业切入点。因此，

无论是中国的大学，还是葡语国家的高等教育机

构，都需要在进行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时，立足

本国、放眼世界，为大学生创业提供国际视野，

帮助他们更好地把握国际商机。 

    第二，大学生创业团队喜欢集中在“良好的

健康与福祉”“优质教育”“产业、创新和基础设

施”“负责消费和生产”等可持续发展目标，而

对“性别平等”“清洁饮水和卫生设施”“陆地生

物”“和平、正义与强大机构”等目标关注较少。

虽然我们认为这些可持续发展目标商业化比较

困难，但是可持续发展的创业者需要不断面对困

难，迎接挑战，立足社会需求去创业。大学生创

业项目不能仅仅集中于热门领域。因此各个高校

需要对可持续发展教育和扶持进行强化，以促进

社会急需的可持续发展创业项目的实现。 

    (二) 研究贡献与局限性 

    大学生创业创新研究的相关文献很多，但是

中外大学生创业项目比较研究较为匮乏。本文的

研究数据是“928 创新创业挑战赛”参赛团队的

创业项目，这些创业参赛项目真实地反映了中

国与葡语国家大学生在参加国际创业竞赛中的

项目异同，从侧面反映了中外创业者思考模式的

区别。 

    大学生国际创业研究是创新创业研究的重

要领域，通过对参赛的创业项目进行比较研究，

能够更好地了解中外大学生在创新创业方面的

异同，取长补短，帮助中国的大学生创业者在国

际创新创业竞赛中取得更好的成绩。大学生创新

创业实践活动亦可以促进中国与世界各个国家

青年创业者沟通交流。 

    本文采用内容和词频分析对项目模块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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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但是由于数据局限于创业竞赛视频与 PPT

文档，缺乏访谈数据，难以对各国大学生创业立

意与内容进行编码分析。另外，由于“928 创新

创业挑战赛”还处于起步阶段，很多优秀的项

目还未参加竞赛，因此我们在分析已有样本的

时候可能存在一定的偏差。在分析第二届、第

三届创新创业挑战赛时，我们可以针对中国与

葡语国家大学生在“928 创新创业挑战赛”项目

构思以及创业选择方面，通过访谈、开放式问

卷等形式做理论研究，进一步探索中国与葡语国

家大学生在创业机遇的把握以及创业思想形成

中的异同。 

    (三) 对高等院校创新创业教育的实践意义 

    通过对“928 创新创业挑战赛”参赛项目的

比较分析，我们认为高等院校国际创新创业教育

要在以下方面加强：第一，要对国际主流或热点

创业赛事进行研究，掌握国际创业赛事的“套

路”。不同于国内许多大学生创业竞赛偏重于对

国家宏观经济与政策导向的分析，“928 创新创业

挑战赛”注重问题的提出和解决方案的可行性与

有效性，是纯粹的商业与社会视角的创业竞赛。

我们在分析国内许多参赛项目的时候，发现这些

项目着重于解读中央宏观经济政策，缺乏对纯市

场与社会的理解，从而影响到这些创业项目在国

际竞赛中的得分。在“928 创新创业挑战赛”中，

创业团队需要从创业问题着手，去发现一个“好

的创业问题”，并能提出“好的解决方案”。并且，

这个创业问题和解决方案需具有共通性，在不同

的目标市场均有很好的应用场景，这样评审专家

才能够很好地理解项目，做出更高的评价。 

    第二，参与国际创业竞赛时，要对不同国际

创业竞赛的主旨进行分析，使参赛团队获得充足

信息，参赛项目更能对“症”下药。不同的创业

竞赛有不同的评分标准。“928 创新创业挑战赛”

的两个主旨分别是联合国 17 个可持续发展目标

和中国与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联合国 17 个可持

续发展目标涉及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方方面

面；葡语国家地理分散，遍布亚洲、欧洲和南美

洲，且文化差异巨大。所以，为了更好地契合竞

赛宗旨，指导老师或者其他老师应给予团队足够

的背景知识与市场信息，帮助团队更好地发现

“创业问题”，并提出优秀的“解决方案”。 

    总之，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应注重支持大学生

参加国际创新创业竞赛，培养学生应对国际竞赛

的能力，提高学生创新创业竞赛的成绩，为大学

生国际创业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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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two themes of the “928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challenge”, this project 

analyzes the contents and word frequency of the competition projects of 85 students from 9 countries, and 

makes a comparison about the university student’s entrepreneurship intentions between China and 

Portuguese-speaking countries (PSCs). The results show that: among the 17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 from the United Nations, “god health and well-being” “industry, innovation and infrastructure” and 

“responsible consumption and production” are popular among college students’ entrepreneurship projects;  

and economy and trade corporation; China, Brazil and Portugal are the emphasized target markets for all the 

contestant teams; China’s contestant team is lack of a clear understanding of Portuguese-speaking countries, 

while contestant teams from Portuguese-speaking countries stress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ir mother 

countries and China, but they are lack of understanding about China’s political environment;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problems in entrepreneurship and the solutions, “Solving the problem of wasting and 

achiev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s the key motif of entrepreneurship projects, and the key word frequency 

to solving project is China and Portuguese-speaking country markets, enterprise, service, and science. 

Key Words: college students entrepreneurship;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ntrepreneurship challenge; 

analysis of content and word frequ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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