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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互联网+”创业大赛落幕，得奖项目大多是来自
北京、上海等教育较发达地区的“2 1 1 ”、“9 8 5 ”高校学生
的高科技项目。在此背景下，分析讨论云南省在校大学生的创
业路径对提高云南省大学生创业项目获奖率、指导大学生创业、
缓解毕业大学生就业压力、培养大学生创新精神等具有一定的现
实意义和参考价值。

“互联网+”这种创新型行业的发展已经且未来必将更多的
影响无数行业，并带动了各个行业的巨变。从“互联网 +”思
维入手，根据“互联网 +”思维的三层内涵可以有效窥见当代
就业、创业风口。其中“互联网 +”创业大赛也是云南省在校
大学生创业路径的最佳选择之一。众多云南省在校大学生选择从

“互联网 + ”创业大赛入手创业，极具参考价值。其中云南省
2020 年“互联网+”大赛报名项目超过两万四千个，同比2019
年上升了71%，云南省的大学生创业正值热潮。据统计初步了解
大学生创业的基本途径是通过学校的赛事、政策的引导，各学
校的参与人数平均超过总在校生的10%，参与人数众多，预计未
来几年的参赛人数也会飞速增长。

1 “互联网 +”创业大赛背景下云南省在校大学生参赛
赛道

“互联网+”创业大赛共4 个赛道及8 个组别，赛道分别为
高教主赛道、“青年红色筑梦之旅”赛道、职教赛道、萌芽
赛道。云南省在校大学生报名最多的是“青年红色筑梦之旅”赛
道，此赛道下两个组别（公益组、商业组）报名项目数相当，且
获奖率最高。

云南省本身有大量乡村，各种民族。故而有极多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及各类发展痛点和所需扶贫。故而云南省大学生参加“青
年红色筑梦之旅”赛道有天然的优势。

2  云南省在校大学生创业的难点及现实困境
云南省在校大学生创业的难点是在校大学生创业人数低，项

目缺乏有效指导，项目成功率低，孵化率低，各个学院没有提供
有效地创业孵化场地，大学生施展的空间有限，所获取的数据和
信息相对不稳定。

在近几年的各类创业大赛当中，大多数创业项目都只是“存
活”到比赛结束，而未真正的在参赛成功后注册公司并运营，其
主要原因分析如下：

2.1 学校及社会未能及时有效地提供孵化场地
多数大学创业孵化场地有限且条件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没有

良好的创业氛围，入住条件苛刻。云南省创业工作典型的高校有
云南大学滇池学院、云南师范大学、云南大学等。据考察，已经
落地的创业项目大多数驻扎在校外居民区，少部分在学校的孵化
器。资金不足几乎是所有创业大学生的难题，在此条件下难以承
担高额的校外场地租金，较远的低价场地也由于通勤成本而放弃。
据2019年对云南省3所创业典型高校的抽样调查中，在一所拥有
上万名在校生的本科院校，其真正参与了运营的创业团队只占参
赛团队的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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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学生团队获得专业指导较少
从学生选题就可以看出学生的创业想法很少来自于本身专业

所学，主要原因是学生对专业的纵向发展不熟悉。例如艺术类的
专业是创新性极强的，但在创业大赛中很少会看到美术专业领域
的项目。一个好的创业项目需要学术导师、企业导师的双师共同
指导，缺一不可，学术导师解决项目产品本身的问题，企业导师
解决市场和盈利模式等产品外部问题，并由学生或老师牵头申报
学校的项目，获得启动资金，制作产品并寻找场地，一定程度上
解决了学生落地难的问题。

2.3 项目包装不够导致在创赛中表现不好
很多“耿直”的学生抵触所谓“花里胡哨”的项目展示过程，

因为初登赛场且刚刚踏入创业的学生认为实实在在就是最好的表
现。每一个优秀的项目都离不开优秀的视觉效果，所有在创业赛
大中获奖项目都会伴有恢弘的宣传视频、构图考究的PPT设计、精
美的产品摄影，这不仅仅是成熟项目的体现，更是认真对待创业
大赛的态度证明，所以创业团队不重视包装是导致展示效果不佳
的主要原因。

3 云南省在校大学生在“互联网 +”背景下的创业最优解
3.1 创业重心转型为服务型

“互联网+”给大学生的创新创业带来了多元化的发展。在
“互联网+”视域下创新创业不再完全依赖传统媒体进行宣传和
推广，而是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兴技术实现互联网同传统行
业的结合，通过“互联网+”模式进一步优化配置市场中的各类资
源，从而促成各产业从以产品中心向以服务中心的方向变革。

3.2 继续利用云南省地域优势走“青年红色筑梦之旅”赛道
目前，云南省要打造“绿色能源”“绿色食品”“健康生活目

的地”这三个特色标志。重点发展八大产业：生物医药和大健康、
信息、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业、高原特色现代农业、旅游文化、
食品与消费品制造业、现代物流。可以此为思路设计创业项目。紧
跟时代又不失自己民族、非物质文化、高原等特色。

4  结语
综上所述，云南省在校大学生创业路径应选择更贴合时代的

主题同时也不应抛弃云南省自己原有特色，创新与传统并进才是
最优解。而当前所面临的问题则还需学生和学校共同努力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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