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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办高校学生创新创业意愿和实践调查研究 

——基于江西民办高校调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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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校在创新创业教育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民办高校学生创新创业意识需要培养，能力需要加强。通过对民

办应用技术型高校学生的抽样调查，发现该类学生的创新创业意识高涨，实践能力需要加强。 

【关键词】民办高校学生；创新创业；意愿和实践 

 
 

1  研究背景 

当今社会，创新、创业、创造已经成为了社会发展的

主旋律，国家经济结构正在不断优化，越来越多的研究开

始关注创新创业活动，从而提升高校就业率，提高生产力，

促进国家经济发展。随着我国高校毕业人数剧增，大学生

的就业压力越来越大，而创新创业则成为了带动就业的增

长点。我国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就先后出台了多项政策

鼓励大学生积极参加各项创新创业活动，到 2015 年我国

政府提出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又将创新创业活动

推向了高潮。 
大学生创新创业活动相关政策出台后，相关的学术讨

论也成为了热点话题。从总体上来看，当前我国大学生创

新创业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创新创业

教育模式方面，宋之帅[1]详细分析研究了我国当时出现的

理念先导、实践加强、文化融入、平台搭建、校企合作和

教学创新六种创新创业教育模式；商慧[2]通过对国内高校

和美国几种创新创业教育模式的分析比较，深入分析了其

母校南京财经大学的“双创”教育模式；姚文婷[3]深入分

析了听障大学生这个特殊群体的问题，认为应当搭建创新

创业教育实践平台，让这部分学生获得有效指导；卢敏欣
[4]通过对学生能力、师资力量和学校氛围三个方面完善大

学生创新创业的人才培养模式。二是创新创业现状、对策、

意识和影响因素方面，张莹[5]、华洋[6]、于立红、许文刚

等从不同角度，对不同专业大学生创新创业现状进行了调

查分析；杜洁、王慧蕾、赖美詹、赵亚宁等对影响大学生

创新创业意识和能力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并提出

对策。 

2  调查设计 

本研究所采用数据来自项目组对江西应用技术型民

办本科院校学生的抽样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 567 份。本

调查首先对样本高校学生进行随机访谈，了解相关情况后

编制调查问卷并在线发放，调查对象包括大学四个年级的

在校生，针对他们创新创业的意愿和实践状况进行统计，

并利用统计软件对其进行研究分析。因此，本调查数据在

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江西民办高校学生创新创业的意愿

和实践情况。 
虽然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是实地调查所得，情况基本

真实可靠，但由于问卷填制没有办法涉及到每个专业，有

的问题存在主观性，难以避免数据收集存在误差。 

3  调查结果与分析 

3.1  基本信息 

3.1.1  各年级在本次调查中的参与度 
本次收回的调查样本中，大一占 45.5%，大二占

20.5%，大三占 24%，大四占 10%。大一的同学比较积极，

对创新创业教育和实践还没有真正了解和参与，对于问卷

的参与程度更高，大多希望能够参加创新创业教育和竞

赛，大四的同学面临毕业实习和论文开题，参与程度较低，

因此收回问卷也较少。大二和大三的同学对于创新创业已

经有了一定的了解，部分同学也已经参与其中，对问卷内

容的参与度较均衡。对样本数据经过进一步分析后发现，

在大一 258 份样本中，仅有 7%的同学参与过创新创业相

关竞赛，而这个比例在大二和大三中各占到了一半，大四

学生的样本中参与过竞赛项目的占了 68%。因此，从学生

的年级来看，参与创新创业相关项目的学生比例从低年级

到高年级呈上升趋势。 
3.1.2  样本的生源地 
调查数据显示，在总体样本中，城镇家庭学生 208

份，占总样本的 36.7%；农村家庭学生 359 份，占总样

本的 63.3%。这个样本存在一定的随机性，因此项目组

对数据进行了进一步分析。通过分析发现，城镇家庭学

生样本中，有 77 人参与过创新创业竞赛等相关活动，占

城镇家庭学生总样本的 37%；农村家庭学生样本中有 89
人参与过创新创业类比赛等活动，占农村家庭学生样本

的 25%。 
3.1.3  父母的文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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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父母的文化程度（最高者） 
父母的文化程度 数量 占比 

文盲 4 0.7% 
小学 89 15.7% 
初中 270 47.6% 

高中或中专 140 24.7% 
大专 25 4.4% 

本科及以上 39 6.9% 

根据表 1 的调查数据显示，父母的文化程度基本集中

在初高中或中专，通过对数据的进一步分析发现，样本中

父母文化程度为初中及以下的学生中，参与过创新创业类

竞赛的同学占比 24%；父母文化程度为高中或中专的学生

中，参与过创新创业类项目的同学占比 33%；而父母文化

程度为大专及以上的学生中，参与过此类项目的占比

41%。 
3.1.4  父母的职业 

表 2  父母职业 
父母的职业 数量 占比 

公务员或事业单位员工 58 8.4% 
企业职员 40 5.8% 
自由职业 214 31.1% 
自主创业 65 9.5% 
农民 129 18.8% 
其他 181 26.3% 

根据表 2 调查显示，父母是自由职业、农民和其他职

业的占比较高，通过进一步数据分析得知，父母是农民的

学生中，参与过创新创业类项目的占比 22%，父母是公务

员或事业单位的学生中，参与过创新创业类型项目的占比

43%。 
3.1.5  家庭年收入 

表 3  家庭年收入情况 
家庭年收入 数量 占比 
5 万元以下 229 40.4% 

5 万至 10 万元 207 36.5% 
10 万至 30 万元 118 20.8% 
30 万至 50 万元 7 1.2% 

50 万元以上 6 1.1% 

根据表 3调查显示，家庭年收入10万元以下的占70%
以上，通过数据分析发现，家庭年收入在 10 万元以下的

学生，参与创新创业项目的占 28%，家庭年收入 10 万元

以上的学生，参与创新创业项目的占 32%。 
3.1.6  在校表现情况 
通过调查显示，调查样本中在校期间有过学生干部经

历的同学占 37.2%，通过进一步数据分析发现，有学生干

部经历的学生参与创新创业项目的比例占 33%，没有学生

干部经历的同学参与创新创业项目的比例占 27%。 
调查样本中专业排名在班级前十的占 22.6%，排名班

级中等的占 64%，排名中等偏下的占 13.4%。通过对这些

数据的进一步分析发现，排名前十的同学中，参与过创新

创业类项目的占 48%，排名中等的同学中，参与过创新创

业类项目的占 24%，排名中等偏下的同学，参与过创新创

业类项目的占 22%。 
3.2  对创新创业教育的了解 
问卷调查显示，了解国家创新创业类政策的同学有

231 名，占比 40.7%，还不到调查样本的一半，通过进一

步分析发现，不了解国家相关政策的同学大多是大一的同

学。同样，有 246 名被调查者表示了解学校创新创业类课

程，也不到样本综述的一半，通过分析发现，不了解学校

创新创业类课程的同学大多是不了解国家相关政策的那

部分同学。通过进一步的数据分析发现，了解国家创新创

业类相关政策的同学 40%参与了相关项目，不了解的同学

只有 22%参与过；了解学校创新创业课程的同学 46%参

与了相关项目，不了解的同学只有 17%参与过。 
在被调查的学生中，有 36%的学生表示了解学校创新

创业类政策，有 43%的同学表示了解学校创新创业类项

目。通过对数据的进一步分析发现，了解学校创新创业政

策的同学中，46%的同学参与了相关项目，不了解的同学

只有 19%参与过；了解学校创新创业类项目的同学中，

50%参与过相关项目，不了解的同学只有 14%参与过。 
3.3  创新创业教育参与的意愿和实践 
3.3.1  实习经历情况 
问卷调查显示，有 396 名学生有过实习或者兼职经

历，占比 70%。经过数据分析发现，有过实习或者兼职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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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的同学，参加过创新创业类项目的有 139 名同学，占比

35%；没有实习或者兼职经历的同学，参与过创新创业类

项目的有 27 名，仅占 16%。 
3.3.2  创新创业类课程和讲座参与情况 
问卷调查显示，有 238 名同学参与了创新创业类课

程，占比 42%。通过分析发现，没有参与创新创业类课程

的同学基本上是大一学生，学校课程还没有安排。 
在对创新创业类讲座或论坛参与情况调查时发现，有

212 名同学表示参与过，占比 37%。在参与过创新创业类

讲座或论坛的同学中，有 124 名同学参与过创新创业类项

目，占比 58%。没有参与过创新创业类讲座或论坛的学生

中，仅有 12%的同学参与过创新创业类课程。 
3.3.3  对参与创新创业类项目的看法 
通过调查显示，被调查的 445 名同学表示，大学生创

新创业类项目对学业有促进作用，占比 79%；有 38 名同

学表示创新创业类项目对学业有削弱作用，占比 7%；有

14%的同学表示创新创业类项目对自己的学业没有影响。

为此，项目组对后两类同学进行了访谈，认为对学业有削

弱作用的同学表示，大学生创新创业类项目需要花费大量

时间，有的创新创业类比赛项目训练时需要请假，影响学

业；有的同学在创业实践过程中也会占用大量的时间和精

力；另外，成果转化难度也较大，不如把精力放在学习上。 
对于学生和教师共同开展创新创业类项目的影响上，

几乎 99%的同学表示，这是共赢的。一方面对于学生来说，

积极参与创新创业类项目，将专业知识应用于实践中，促

进对专业知识理解的同时，锻炼了动手动脑能力，能将理

论结合实际，为将来就业和创业打下基础，同时在教师的

指导下进行创新创业类项目，少走弯路，有时候也能利用

教师的资源，加大创业的存活率；另一方面对于教师来说，

带领学生参与创新创业类项目，对于教师的科研工作有一

定的帮助，同时也能在实践中提升教师的教学和科研能

力，教师全程参与学生的创新创业过程，随时了解学生动

态，从项目初期到成熟阶段，和学生充分互动交流，个性

化地引导学生将所学专业知识与实践相结合，与学生相互

补充，教学相长，从而共同成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的生力军。 
同样的，有 97%的被调查学生认为，创新创业教育和

实践对本人就业有一定的帮助。创新创业教育和实践能够

提升大学生能力，不仅能解决自己的就业问题，还能通过

自主创业来增加社会就业岗位，从而缓解社会的就业压

力；创新创业教育和实践能够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把就

业压力转化为创业的动力，为社会培养出更多的创造者；

在接受教育和参与实践的过程中，也有利于大学生自我价

值的实现，从而提高大学生的自身素质。 
另外，在回答“如果要创业，您认为自己哪方面能力

比较欠缺”时，大部分同学表示在创新能力和资金支助上

面比较欠缺；在回答“会用哪些方式来提升自己的创新创

业能力”时，大部分同学表示会加强学习和实践，多参加

相关活动，向前辈学习等。 

4  结语 

通过以上调查分析，我们发现认为： 
首先，应用技术型高校学生创新创业意愿高涨，实践

能力需要培养。调查结果显示，打算和已经参与过创新创

业项目的学生从大一到大四呈现递增的形势，数量过半。

在这些有意愿参与到创新创业类项目中的同学中，大多数

家庭条件较好，父母文化程度偏高，同时这部分同学自身

专业成绩也排名靠前。 
其次，创新创业教育课程设置缺乏科学性。很多同学

对国家和学校的创新创业类政策和课程了解不详细，有的

同学虽然参加了学校组织的创新创业类课程，但是部分同

学对国家的相关政策和学校的相关政策了解不深，对于创

新创业类课程理解不透。学校创新创业类课程设置总体上

比较单一，对学生创新精神的培养和创业实践的历练方面

都比较薄弱。 
最后，缺乏创新精神和创业能力的师资队伍。几乎所

有同学都认为，师生共创对学生和教师都是有利的，属于

共赢。但是在实践过程中，大多数指导老师都是学院派，

虽然热情高，但大多缺乏创业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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