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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创”背景下大学生创业能力培养研究
陈胜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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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背景下，大学生创业的实践过程和结果凸显出种种问题，其中最主要
的就是自身能力不足的问题。本文主要阐述高校在培养大学生创业能力方面，如何找出工作中的不足并
加以改进，大学生如何在锻造自身的创业能力上面，客观理性而又系统地提升自我，如何突破能力瓶颈，
努力争取创业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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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市就业指导中心专家志愿团指导青年创业的情况来看，

能自立成功的也是凤毛麟角。

2  实践凸显大学生创业能力培养的问题

一项网上的调查显示了在校大学生希望通过什么途

径来锻炼和提升自己的创业能力，如图 2所示。

图 2 在校大学生希望通过什么途径来锻炼和提升自己
的创业能力

以上仅是从大学生自身的认知来了解的，不可避免

地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和局限性，但也告诉了我们一个信

息——那就是基于环境的局限性，学生能够获得的创业

能力的提升途径并不是很多。正所谓“纸上得来终觉浅，

绝知此事要躬行”，即使是有这么多的锻炼途径，到了现

实的创业实践中，还是凸显出不少的问题。

（1）自我条件的先天不足。许多大学生在创业时，
往往凭着一腔热情，随兴趣而动，任性格而为，对行业

前景、市场竞争知之甚少，对能力要求、政策规范一知

半解，就盲目开启了创业计划，结果当然可想而知。

（2）师资力量问题。许多老师从高中到本科、硕士、
博士，一直被“关在”学校里读书，从未踏入企业实践

过（即便是简历上有，那很多也是形式上的丰富），更

别说自主创业经验了。让这样的老师直接走上课堂，教

学生如何创业，谈创业如何避险，理论相当深刻，实际

苍白无力，这样的教学形式和方式是否能教出“会创

业”“创成业”的学生是值得商榷的。一项网上关于大学

生创业的调查显示，真正了解相关政策的学生占比不到

12%（如图 3）。

受今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2020年高校毕业生的
就业形势相比往年显得更严峻一些，培养和支持大学生

创业的讨论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意义深远。2018年 9月，
国务院下发《关于推动创新创业高质量发展打造“双创”

升级版的意见》其中第四点第十一条强调：强化大学生

创新创业教育培训。在全国高校推广创业导师制，把创

新创业教育和实践课程纳入高校必修课体系，允许大学

生用创业成果申请学位论文答辩。支持高校、职业院校

（含技工院校）深化产教融合，引入企业开展生产性实习

实训。这些理念和政策的出台，为大学生创业提供强有

力的方向指引和政策支持。

1  近几年大学生创业的基本情况

一项对在校大学生的调查报告显示，超过 80%的大
学生选择“如有机会，我非常希望去自主创业”，有 10%
左右的学生表示“不大可能”，而只有 7%左右的大学生
表示“不会创业”。可见，多数的大学生还是具备创业的

意愿。在对创业的认知和心理准备上，调查显示：34%
的大学生认为最大的困难在于资金不足，而 33%的大学
生担心自身的“经验不足”（见图 1）。

图 1 大学生对创业困难的认知

虽然意愿很足，但由于经验欠缺，最终真正选择创

业的大学生的比例也不高。据统计，全国大学生每年

选择创业的比例为 5%，其中成功率最高的浙江也只有
4%，广东成功率只有 1%……全国大学生创业平均成功
率占 3%。数据说明，学生创业成功率很低而且明显处于
弱势。上海权威部门数据也表明，在每年三四万歇业或

注销的私营企业中，青年学生创办的占很大比例；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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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你对国家关于大学生创业方面的政策了解吗

而这其中，接近 60%的大学生认为国家的政策支持
很重要，但也有 29%的学生担心政策是否能得到真正地
落实。

（3）社会环境问题。大学生能不能毕业就去创业，
其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就是家庭是否理解和支持。

实际上，家长支持孩子创业行动的并不多，相反，更多

家长持有的是怀疑、指责甚至埋怨的态度，这大大打击

了学生创业的热情和恒心。另外还有社会观念的影响，

常常有这么一种情况：一家的孩子大学毕业没有去找工

作，而是自己创业，就会招来左邻右舍的议论——“就

是因为找不到工作才开店的”，一旦孩子的经营稍不乐

观，很快就会招来更多的流言蜚语和各种冷嘲热讽。

3  培养大学生创业能力的途径

各种权威调查的结果都显示大学生创业成功的概率

是很低的，实践的结果也揭示了大学生创业能力的欠缺，

对于在培养大学生创业能力方面应起到不可替代作用的

高校来说，其该如何挖掘问题的根源，寻找到更为可行

有效的途径来提升大学生的创业能力呢？

3.1 意识与能力的自我培养
几乎从高中开始，从家庭到学校，师长给予学生的

观念就是好好读书，将来可以找个好工作。所以，在潜

意识里，多数的学生在思考或者规划自己未来的时候，

并没有什么强烈的创业意识，即便是有，也常常出现

“幸存者偏差”的错误意识，即像某些人一样，即使没什

么学历也创业逆袭成为亿万富豪的幻想。其实，与其说

是让大学生自我培养创业意识和能力，还不如说是需要

师长们去引导他们如何培养创业意识和能力。对于一个

从未真正踏入社会的学生来说，创业意识来自什么？从

宏观层面，师长们需要适时适地地为他们铺展社会经济

环境的状况、产业发展的趋势、行业竞争的格局、国家

政策的覆盖；从微观层面上，师长们需要培养学生独立

创业的欲望，指导学生们树立创业的信心，鼓励学生走

出校园，多学、多看、多问、多体验、多实践。而作为

大学生自己也要在前辈的引导下，虚心讨教，细心琢磨，

有头脑风暴式的创意，也要有脚踏实地式的执行。在创

业意识和能力培养的过程中，需要从心理层面和能力层

面去努力，这就要求准创业者们既要细心、信心、恒心，

又要创新、执行、配合。

3.2 不拘一格选师资
大学生的创业能力能培养成什么样，首要受到教师

的影响，而教师的教学能力更是决定教育效果的基本前

提。一位善于教学的高校教师，不仅有扎实的专业理论

驾驭能力，亦必有成熟的行业实践分析能力，而这两个

方面条件的完整具备，并不是刚刚从“象牙塔”里走出

来的硕士生、博士生所能拥有的。现实的情况却是，大

学课堂对教师学历的要求往往是排在第一位的，这个原

则几乎无可动摇。当然，我们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也并

不是说能够教大学生的教师就不需要什么学历。对于教

授大学生创业方面的教师，我们是否可以破除“唯学历

论”而聘教师的规则？一位具有多年创业经验的本科

生，一位多年任职于世界五百强的高级主管，一位白手

起家的企业家，是否有资格走上大学讲坛，成为大学生

创业课程的教师（我这里所说的教师不是指仅仅来做一

两次讲座的蜻蜓点水式的“专家”，而是长期扎根大学

校园站稳大学讲台的专任教师）。问问学生一个简单的

问题：教你创业的是 CEO好，还是大学教授好？我想，
答案可能会呈现一边倒的情况吧。理论永远是纸面的东

西，而实践才能出真知，再强大的理论在瞬息万变、细

节决定成败的现实面前只不过是纸上谈兵的卖弄。所以，

聘请有经验有能力的企业人士、社会精英走进校园，走

进课堂，成为大学生创业课程的老师，如果有前面提

过的一些要“回归校园”的真正的高手，我们是不是应

该敞开怀抱，欢迎他们加入我们的大学生创业能力培养 
教育团队？

3.3 多种渠道练能力
受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在目前的情况下，大学

的创业教育并不能如我们想象的那样，要风得风要雨得

雨的，许多条件不具备，许多方法不可行。这其中，最

典型的就是企业实训基地建设的模式，多少年来，这种

流于形式的锻炼大学生实践能力的校企合作平台建设，

无论从过程还是从结果来看，都不理想。企业需要真正

用人，学校却只当是课程需要，这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

显而易见。对大学生创业能力的培养，我们现在能做的

也可以做好的，笔者认为主要从这几个方面着手。

（1）课程改革，正确定位创业教育在整个大学课程
体系中的作用。其一，系统的理论教学不能少，实践锻

炼的课时比例要不少于总课时的 60%。其二，创业教育
要贯穿整个大学学习生涯，从意识培养到理论教学，再

到实践能力培养，做好逻辑设计。

（2）专题讲座，定期定人定体系。设计好创业讲座
内容的体系结构，聘请校内外专家学者做系列型专题

讲授。

（3）创业社团与企业挂钩。由学校学工部门牵头，
发挥大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创建由企业支持或冠名的学

生创业社团，开放大学校园创业孵化基地绿色通道，既

要有实际经济效益的项目，也要有企业的激励措施。

（4）创业与就业指导中心的职能定位。解构学校就
业指导中心的职能定位，明确就业指导中心的作用。就

业指导中心不应该仅仅是统计学生就业情况、投递学生

毕业档案的，或顶多再每年组织一场像模像样的招聘会

的冷部门，其未来更多的职能还应该包括对学生创业问

题的解答，对学生创业困难的帮助。

3.4 政策宣传要到位
对政策的了解、理解和把握，也是大学生创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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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体现。一直以来，我们国家对大学生创业先后出台了

很多支持政策，这其中涵盖了对大学生创业起步和创业

过程的所有方面，包括：政策倾斜、项目支持、信息咨

询、技术支持、资金支持、渠道开拓、知识产权保护、

税务优惠等。但就如前文提到的调研现状，多数的大学

生对相关政策并不了解或者一知半解，这就需要政府有

关部门、学校相关部门科学地宣传政策。在专业课堂上，

在聘请政府相关工作人员进校宣讲的安排上，在学校显

眼地方的宣传栏上，在对各种学生社团活动的利用上，

在特邀各种企业人士开设专家讲座上，在邀请创业典型

的学长返校交流座谈会上，都是我们宣传政策的好契机。

当然，在政策宣传的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传达在实际

中，如何把握国家的政策支持，如何让支持政策落到实

处的合理建议。

3.5 舆论引导很重要
需要促发动机，动机支使行为，要不要创业也一样。

亚伯拉罕·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告诉我们，人最基本

的需要是生存的需要，但同时也告诉我们，人的最高层

次的需要是自我价值实现的需要。不可否认，选择就业

的大学生远远比选择创业的多得多，从校园到社会，大

学毕业的生存理念就是找份工作，如果需要层次可以更

高一些，那就是找份好工作，这种约定俗成潜移默化的

舆论导向，几乎充分确定了需要—动机—行为的人生走

势。“创业艰难”，“找不到工作才被迫创业”，“人生苦短，

何必给自己那么大压力”，从舆论的偏颇，到家长的担

忧，无不反映出社会对大学生创业的“不大支持”。创业

好不好，要不要去创业，其实是需要前提条件的，这其

中包括：对客观就业形势的把握、学生自我的创业动力

和能力、家庭的背景条件、项目本身的可行性、学生自

身的心理调适能力等。是不是创业，要不要创业，这是

建立在成熟思考的基础上，而不是仅凭一股冲劲，一种

冲动就行的。如果条件、时机成熟，来自各方的鼓励将

成为最终促成大学生创业的动机。所以，舆论引导很重

要，我们不要一味贬低，也不要盲目鼓吹，在事情没有

发生之前，要正确宣传，在事情已然发生或面临挫折之

时，要客观引导和鼓励。

4  结语

继 2019年全国高考学生数突破 1000万人（达到
1031万人），2020年的高考人数又创新高，达到了 1071
万人。20年过去，高考录取人数从 2000年的 221万人
到 2020年的 820万人，2020年全国高校毕业生人数达
到 874万人，因受疫情影响，大学生就业压力增大，很
多本科生选择了读研，2020年的硕士研究生报考人数高
达 341万人，问题来了：那这几百万的研究生毕业之后
呢？就业？还是创业？我们的就业市场是否能够容纳这

么多高学历的求职者，而许许多多的大学生创新项目会

不会常常夭折在设想和挣扎中？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国

家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号召，其政策意义深

远，就业是衡量经济社会稳定的指标，而创业是促进经

济发展的动力源泉。高校学生应该融入时代，把握热点，

具备清晰的创业意识，自我锻炼创业所应该具备的各种

能力，而作为高校自身，更应该从现实和客观的角度上，

建立全员、全方位、全过程的培养大学生创业能力的体

制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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