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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实现大学生的就业之路 

2010-06-12 | 访问次数: | 编辑：rky | 【大 中 小】  

    摘要: 随着我国高校扩招，大学生人数急剧增加，他们的就业成了越来越难解决的社会问题。借鉴国

外的经验，可以通过提高大学生创业来解决这一社会难题。  

  Abstract: As China`s admission，the number of college students increased dramatically，and 

their employment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difficult，drawing on foreign experience，it can 

solve this social problem by improving the students to start an enterpr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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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言人尹成基在年初的一次新闻发步会上说，2010年应届大学生数量达630万，

虽然从今年开始有所减缓，我国的经济也逐渐走出低谷，但大学生的就业形势依然严峻。新毕业的大学生，

去年未就业的大学生，每年还有数百万的中专毕业生和高中毕业的就业者，以及农村转移劳动力等，远远超

出了工作岗位新增的数量。因此考公务员、考研的热度还不减。随着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的日益尖锐，大学生

创业由“冷”变“热”，成了社会关注的重点话题。大学生具有丰富的理论知识，对事物有较强的领悟力，

接受新鲜事物快，富有冒险和叛逆精神，但他们心里一般还不成熟、比较脆弱，在挫折来临时容易退缩，并

且缺乏社会工作经验。所以要加以引导，提高大学生创业成功率。这既可以成功地解决我国大学生就业问

题，也可以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1 大学生创业面临的现实问题  

  比尔·盖茨创造了微软帝国，也创造了学生创业的神话。国外大学生的创业精神也逐渐被国内大学生所

学习，上世纪90年代末全球性的学生创业热潮开始登陆我国。但从十几年的发展来看，由大学生创业形成的

具有一定规模的企业很少，并且大多都以失败而告终。近期有关调查机构对美国等发达国家和我国在大学生

创业方面作了调查，发达国家大学毕业生创业率为20%至30%，而我国仅为1%至2%。我国大学生创业的成功率

也低，仅为2%～3%，全世界平均水平是20%左右。可见我国大学生创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想成功创业，就

要了解创业所需的条件和创业过程中所要面临的各种现实问题。  

  创业首先要考虑资金问题，没有一定的资金，创业是很困难的。然而不少学生的家庭在解决他们上学费

用已经花费了全部的积蓄，甚至有的还外债高筑。他们根本无法解决创业初期的资金难题，致使一些有能

力、有想法的学生被迫先去为别人工作，打算有了一定的积蓄再回来创业。但那时很多机会都己失去，大多

数人在打工的过程中也逐渐丧失了斗志。  

  其次，创业要先了解行业的现状、市场准入、手续、营销渠道并要寻找产供销的合作伙伴(甚至包括国

际合作者)。很多创业成功者开始都是从普通员工做起，在了解了一个行业并具备了广泛的人脉之后才开始

创业。蒙牛乳业集团的创始人牛根生就是从一名养牛工人做起，后来在伊利集团一直做到副总裁职务。在此

期间积累了大量乳业相关经验和人脉关系，于1999才年创办了内蒙古蒙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牛根生

吸引了原伊利集团很多人才一起创业，在短短几年间就成了国际知名企业。可见，创业者要具有一定的经营



经验和人脉关系。对于大学生来讲多数时候是在学校度过，很少有机会接触企业，尽管有的可能在学习期间

去企业实习过，但这和创办一个企业还是有很大的不同。大学生在创业初期缺乏社会经验和职业经历，尤其

缺乏人际关系和商业网络，这也是大学生创业的一大挑战。  

  第三，创业要考虑自己的生产能力，技术能力等实际情况。一切从实际出发，自己是否能完成新产品的

开发，新产品有没有赢利能力。除此之外还要考虑市场走向与准确的产品信息，从而能正确捕捉商机。  

  另外，创业者要成为企业管理者还要懂得现代的经营管理方法。大学生在读书期间虽然都学习过管理知

识，有的还做过学生干部，但这和作一个真正的企业管理者有很大差别。创业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社会课

程”，书本知识都是死的，需要他们在企业管理过程中活学活用。企业以赢利为目，涉及到产品的生产质量

与成本核算，企业员工素质与企业的发展的前途，而大学生对此却很难把握。只有亲身经历后才能逐渐熟悉

管理之道，在实践中系统学习现代商业知识、管理方法、提高决策能力。  

  最后，企业还要与工商部门、银行、海关等部门合作，企业在创业之初也可能碰到冷眼;我国是一个古

老而有很多传统的国家，大学生创业还没有被社会完全接受，历史传统、文化背景、社会主流价值观、社会

舆论导向、缺乏商业信用等对创业也有很大的影响；甚至整个社会文化和商业交往中一般都不信任青年人，

也不利于大学生的创业，这些都需要大学生敢于正确的面对。汕头市林映波19岁中专毕业后开始创业，在创

业之初虽然家里有很好的条件，但一直受到父亲阻力，让他回来继承父业，直到成功创业后父亲才开始大力

支持他的事业。  

  综上所述，要想创业成功就要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与实力，有能力去面对一切可能与不可能发生的突然

事件，从而理性处理，即使最后失败也能承受得起。  

  2 提高大学生创业动力  

  从与发达国家的对比可知，我国大学毕业生创业缺乏动力，有创业想法者寥寥无几。如何提高大学生创

业动力?关键在于把握好两个环节：一是在教学过程中加强学生的创业教育，从理念、认知和方法上推动大

学生创业；二是学生在创业过程中要给予更多的优惠政策，给大学生创业提供便利条件。除此之外，还要指

导和帮助大学生选择好创业方向。  

  2.1 加强学校创业教育国内外的差异首先表现在教育模式上，国外在教学过程中比较注重学生创新、有

主见并都付于实践。我国在很多年前就提倡素质教育，尽管这些年有了很大的改变，但自从大众化教育以来

几乎又回到了从前，教育资源远远不够用。学校也提倡创新，并且也组织了很多的创业大赛，但很多学生参

加创业大赛的目的并不是为以后创业做准备，而是为了给自己就业过程中添加亮点和结识工商界精英。著名

“打工皇帝”唐骏在一次演讲中对大学生提问：你们毕业为什么想选择创业，得到的多数答案是：因为毕业

找不到工作。学生创业者对创业，对公司运作认识过于简单，有很多大学生认为在学校的活动中心租个办公

室放几台组装PC机就叫创业了，甚至有不少学生创业者根本没有考虑过以后会遇到什么样的风险，这样的温

室是不可能出什么成果的，他们根本领悟不到与市场、管理、资金等都事关企业生存激烈竞争下积累的经

验。现在的大学生都有观念认识上的误区，这就需要我们重视创业教育，而不是纸上谈兵。  

  2.2 扩大政府优惠政策随着大学生创业越来越受到重视，国家对于大学生创业的优惠政策越来越多，并

且各地方政府也根据本地区特征出台了很多相应的政策。  

  国家对于大学生创业出台了很多优惠政策。各国有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和有条件的城市信用社为自

主创业的毕业生提供小额贷款并简化程序，提供开户和结算便利，从而解决了创业初期资金的问题；对于企

业的注册资金在一定额度内也可以分批到位，减少了一次性资金需求数量，其余部分可以从以后企业赢利中

逐渐缴清；不同的行业在经过税务部门批准之后按照行业特征可以免征一定期限内的税收；各政府人事相关

部门也可以为大学生创业提供便利，短期免费管理档案、人才及劳动力供求信息查询，免费发布招聘广告等

服务，为其员工提供优惠培训；一定期限内免交个体户登记注册费、个体户管理费、经济合同示范文本工本

费；对更加困难并符合一定条件的创业者还可以直接提供资金补贴、免费场地安排等。各地方政府也积极配

合中央工作，有的地方允许大学生创业可以先“试水”半年积累经验、熟悉周围环境、对相关行业进行充分

的了解再决定和规划自己的方向。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公司规模小的时候即使失败代价也不大，可以反

复总结，使企业由小做大、由弱做强、由粗放型的向精细型的转变。国家还应该在之后的工作中出台更多有

利于大学生创业的政策，给大学生提供更大的创业动力。  

  虽然国家的优惠政策越来越多、社会越来越关注大学生创业问题，利于大学生创业的市场环境还没有形

成，政策的落实并不尽如人意，很多地方政府、银行等机构对大学生只是敷衍了事。大学生在向银行开户时

由于是小额客户，会受到银行“嫌贫爱富”的对待而不给予开户，即使到工商部门登记也会受到各种条例的

限制，比如办公场所必须是写字楼、商铺等，使得一些想用自己房子注册的创业者很难通过申批。新疆大学

科技园创办了近四年，而当地劳动、教育部门提及科技创业园，得到的回应，竟然是“不知道”或“不了



解”。国家应该加强管理，避免各地方政府只作秀而不干实事，对于大学生创业也要加强宣传力度。  

  2.3 正确选择创业方向大学生创业要量力而行、不盲目，选择好创业方向。林映波在创业初期先大量走

访了很多地方寻找创业机会，最后选择了养牛蛙，第一年就赚了一百多万，很快就带动了当地牛蛙产业，之

后又开始建厂大量加工牛蛙并销售到全国各地，企业做的做来越大。因为选择好创业方向是创业的第一步。

选择创业方向最好是一些新型有特色的行业，做别人做过的事情很难再做强。《国家高技术产业发展“十一

五”规划》中重点支持电子信息、生物、新材料、新能源、节能环保、信息服务和研发设计服务等高技术服

务业、资源综合利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等领域范围内适合创业风险投资支持的高成长性企业。国家发

展改革委、财政部也在年初下发了《关于请组织推荐2010年创业风险投资备选企业的通知》，通知指出，

2010年上述两部委将继续组织开展产业技术研发资金试行创业风险投资工作，并重点支持电子信息等战略性

新兴产业。现在大学生创业成功率比较高的产业主要有:高科技产业、智力服务型产业和连锁加盟企业。也

有创办常规行业的，但他们办的更有特色。大学生在创业过程中要根据国家发展和社会需求来正确选择好创

业方向。  

  3 总结  

  全球的创业活动以机会型创业为主，生存型创业为辅；而中国的创业活动以生存型为主。中国的创业活

动特性表明，中国的创业活动主要是由于创业者别无更好选择而不得不做出的一种选择的结果。随着中国经

济实力的增长，我们在创业教育中要逐渐改变传统认识。大学生创业不仅仅是为了生存，而且是更大体现人

生价值、实现人生理想的渠道。“大学生创业仅有热情，还是远远不够的”，我们也要认识清楚这一点，大

学生在学校里学到了很多理论性的东西，有较高层次的技术优势，但理论与实践存在着很大距离。大学生的

创业应该从小做起，在选择创业项目时要慎重考虑，以降低风险。总之我们要发崛大学生的优点，通过社会

和国家政策来改变大学生创业初期的不足，提高大学生创业成功的比重，吸引更多的人才走上创业之路，进

而可以增加更多的就业岗位，实现国家经济的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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