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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和数字化转型的加速，应届毕业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创业机遇与挑战。本文旨在探讨新时期背景下

应届毕业生创业的背景、环境支持、创业政策环境、从创业者角度出发分析创业意愿及访谈分析应届生创业的意愿和困难分析，为有志

于创业的毕业生提供参考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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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背景

随着我国的经济的稳步恢复和持续发展。毕业生人数也在持

续增长，从 2019 年的 834 万人次到 2024 年 1179 万人次，增幅达

41.3%。在就业人数暴涨的情况下，仍有一部分的大学生选择了

自主创业，为国家的创新创业注入新活力。2023 年 11 月 29 日，

中国青年创业就业基金会联合泽平宏观在浙江宁波正式发布《中

国青年创业发展报告 2023》[1]。从发布的 275 份问卷中选取符合

《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 年）》中 14-35 岁青年定义，

剔除对结果产生严重偏差的样本后，共 270 份，有效问卷占比

98.18％。

二、环境支持

1. 科技企业孵化器与众创空间的发展

从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和国家备案众创空间的数据来看，

科技企业孵化器从 2019 年的 1177 家增长至 2023 年的 1606 家，

众创空间则从 2019 年的 1888 家增长至 2023 年的 2376 家（尽管

在 2022 年略有下降，但整体呈上升趋势）。这表明国家对创新创

业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为创业者提供了更多的孵化平台和资源。

2. 创新企业与独角兽企业的涌现

独角兽企业和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数量也在逐年增加。

独角兽企业从 2019 年的 206 家增长至 2024 年的 340 家，专精特

新“小巨人”企业更是从 155 家激增至 2023 年的 3654 家和 2024

年的 3014 家。这些企业的出现，不仅推动了行业创新，也为创业

者树立了成功的榜样。

3. 市场主体与新登记企业

新登记市场主体和日均新登记企业的数量同样在逐年增长。

新登记市场主体从 2019 年的 2377.4 万户增长至 2023 年的 3273

万户，日均新登记企业也从 2 万户增长至 2.7 万户。这表明创业

活动日益活跃，市场活力不断增强。

4. 创新创业大赛的参与度

以近四年的中国“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参赛情况

为例 [4]，可以窥见创新创业大赛对于大学生创业的激励作用。奖

项设置与物质奖励：“互联网 +”大赛设置有金奖、银奖、铜奖

以及各类单项奖，其中金奖项目不仅能够获得数万元的现金奖励，

还有机会获得投资机构的青睐，获得百万乃至千万元的投资。这

种物质奖励直接解决了创业初期的资金难题，为项目提供了启动

或扩张的资本。

三、创业政策环境

在我国，从大大小小的创新创业大赛到毕业生的创业扶持政

策都展现了政府对于应届生创业的支持力度。无论是企业举办的

创业大赛还是国家相关部门举办的创业大赛，对于在校的大学生

来说，都是发挥自我学习、自我革新、自主创新的平台 [5]。

近期，我国政府及相关部委针对就业出台了多项政策措施 [3]，

旨在促进就业、保障民生、支持企业发展。《关于实施“十四五”

就业促进规划的通知》明确了“十四五”时期就业工作的指导思

想、主要目标、重大举措，部署重点任务和专项行动；《关于做

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促进就业工作的若干意见》主要内容：提

出了一系列稳就业、促创业的具体措施，包括加大就业补助力度、

优化创业环境、加强技能培训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

关于实施百万青年技能培训行动的通知》主要内容：启动“百万

青年技能培训行动”，面向青年群体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

财政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做

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的主要内容是加强对高校毕

业生就业创业的支持，涉及财政补贴、税费优惠、公共服务等多

个方面；《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进一步做好稳就业工作的

指导意见》主要针对疫情带来的就业压力，提出了阶段性减免社

保费用、延长失业保险待遇领取期限等临时性帮扶措施。

四、从创业者角度出发分析创业意愿

1. 您认为您目前的创业缺乏哪一方面？

图 1　应届生创业缺乏方面

根据图 1 数据分析，创业者在当前创业过程中最缺乏的支持

主要体现在市场环境支持上，占比 46.15%。其次是政府政策支持，

占比 30.77%。个人能力支持和高校教育支持的需求相对较低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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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 19.23% 和 3.85%。这表明，创业者更倾向于认为外部市场

条件对其创业成功的影响更为显著。 

2. 计划什么时候开始创业？（以 9 月份到下一年 9 月份为一年）

图 2  应届生创业执行时间

从图 2 数据可以看出，网络型创业是受访者最受欢迎的选择，

获得了 50% 的支持率，显示出人们对线上商业模式的偏好和信心。

其次，服务型创业以 23.08% 的比例位居第二，表明传统服务行业

仍然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工程型创业和高新型创业的支持率相对

较低，分别为 15.38% 和 11.54%，这可能反映了市场竞争的激烈

或创业者对这些领域的信心不足 [9]。 

3. 您认为对目前创业遇到的困难是哪些？

图 3 应届生创业遇到的困难分析

根据图 3 数据分析，绝大多数受访者倾向于在毕业后三到五

年内创业，占比 42.31%。这一比例明显高于选择在毕业当年和毕

业第二年创业的受访者，各占 26.92%。此外，只有 3.85% 的受访

者选择“现在”创业，显示出当前创业的意愿较低。 从受访者的

选择来看，许多人可能认为在毕业后的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和资

源是更为理智的选择。这表明年轻创业者在决策上更加谨慎，倾

向于在具备一定的知识和经验后再进入市场。

五、访谈分析应届生创业的意愿和困难分析

1．应届生创业的意愿  

从访谈记录中可以看出，应届生的创业意愿相对较低 [6]。受

访者更倾向于先就业，通过积累行业经验和资源来为将来的创业

打下基础。这种选择反映了应届生对于创业风险的认知和对于自

身能力的评估。他们普遍认为，在就业市场中先站稳脚跟，积累

足够的经验和资源，再考虑创业会更为稳妥。

2．应届生创业面临的困难

经验和资源不足：应届生在创业方面往往缺乏足够的经验和

资源。他们可能对于市场的了解不够深入，对于行业的规则不够

熟悉，同时缺乏创业所需的资金、人脉等资源。这些因素都限制

了应届生创业的可能性。

就业形势的挑战：当前的就业形势竞争激烈，但同时也充满

机会。然而，应届生在就业市场中已经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很难

再有余力去兼顾创业。他们需要在就业和创业之间做出选择，而

往往选择更为稳妥的就业路径。

对创业政策的了解不足：虽然国家对于就业创业有一系列的

政策支持，但应届生对于这些政策的了解并不充分。他们可能不

知道如何利用这些政策来降低创业的风险和成本，从而限制了他

们创业的可能性。

学校支持方案的局限性 [7]：虽然学校对于就业创业有一定的

重视程度，但支持方案往往局限于讲座、比赛和实习机会等。这

些支持方案虽然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实际能力，但并不能直接解决

应届生创业所面临的经验和资源不足等问题。

六、总结

综上所述 [8]，应届生创业的意愿相对较低，主要受到经验和

资源不足、就业形势的挑战、对创业政策的了解不足以及学校支

持方案的局限性等因素的影响。为了提高应届生的创业意愿和成

功率，需要政府、学校和社会各界共同努力，提供更多的创业支

持和资源，同时加强对于创业政策的宣传和推广，帮助应届生更

好地了解创业的风险和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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