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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杭大学生创业竞争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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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针对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浙江省全面贯彻党中央提出的%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促进以创业带

动就业&的战略部署#全社会对大学生创业给予了相关的优惠政策与极高的关注$但大学生创业环境究竟如何#其

是否已具备足够的相应创业素质#在创业过程中竞争力如何#是大学生创业所关心的重要的问题$通过对在杭高校

大学生创业现状的调查和对大学生创业竞争力分析#研究了提高在杭高校大学生创业竞争力的若干对策#以期为更

好地解决大学生创业存在%创办易(存活难&等现象提出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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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高等教育已逐步进入大众化时代%

"#$!

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达到
DCC

万人$比

"#$"

年增加
$C

万人$毕业人数再创新高$就业形势更

加复杂严峻$大学生就业难已经成为当今社会一个不

争的事实,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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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被称为(史上最难就业+的一年%

纵观发达国家青年就业创业环境$中国国情对

于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青年就业创业环境$以及分

析其优化对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在杭大学生创业现状

当前形势下$社会各界创造一切有利条件促进

大学生就业$教育部表示(要继续保持高校毕业生初

次就业率的基本稳定$实现就业人数持续增加$促进

高校毕业生就业更加充分+%大学生就业问题不仅

关系着中国亿万家庭的生活生计$也直接关乎整个

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和谐稳定大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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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部分大学生走出校门的同时$另一部分在校

大学生和毕业生通过自主创业的形式实现就业$有越

来越多的大学生倾向于(自己做主+$使得大学生创业

问题备受社会的瞩目%大学生接受多年的教育以及背

负着社会的种种期望$具有高知识高学历的特点%但是

由于大学生缺乏创业相对应的社会经验$常常盲目乐观$

没有充足的心理准备$急于求成'缺乏市场意识及商业管

理经验$对创业的理解还停留在仅有一个美妙的想法与

概念上$市场观念较为淡薄$需要全社会的关注和帮助%

浙江省作为中国经济比较发达的沿海对外开放

省份之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大

学生创业就业的一系列指示精神$在抓好大学生就

业的同时抓大学生创业$进一步发挥大学科技园在

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推进科技创业'促进区域经济发

展方面的重要作用$引导和帮助大学生提高科技创业

和就业的能力%浙江省提出(创业富民'创新强省+的

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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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会杭州鼓励大学生以创业带动就业$建设

创新型城市$有效促进大学生就业和创业目标的实

现%目前杭州约有
%###

余家大学生创业企业%

从创办大学生创企业的数量上看$杭州大学生

创业形势相当乐观$据
"#$"

年发布的首期(杭州大

学生创业企业发展指数+显示$杭州大创企业的存活

率高于
"H>#DS

$就业带动率为
$lD>H

$但是杭州大

学生创业仍存在(创办易'存活难+的问题$大学生的

创业竞争力亟待提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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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在杭大学生创业竞争力分析

笔者结合杭州特有的大学生创业就业环境$通



过走访一些在杭创业成功校友$了解他们的创业经

历$针对高校大学生的就业创业现状和心理展开研

究$对在杭大学生创业竞争力进行了分析%

"一#在杭大学生创业优势

在杭大学生创业具有良好的社会环境%杭州市

政府为大学生创业提供了很大的政策优惠和良好的

创业环境%

"#$$

年度$杭州新增各级创业导师
"$L

名$新建就业创业见习基地
$#D

家$市区"县#两级累

计为创业青年放贷
D>!

亿元$有效促进青年就业和

创业目标增长的实现,

L

-

%截止
"#$"

年底$杭州市累

计建立共青团青年就业创业见习基地
GL"

家$提供

岗位
!$G$D

个$帮助解决就业
$!G$C

人%各高教园

区内还设置了创业企业孵化园$各级政府对于大学

生创业也开出了优惠条件$从经济'服务机制等方面

对于大学生创业给予帮助%

创业成功者为在杭大学生创业起到了榜样和精

神领袖的作用%比如阿里巴巴集团主要创始人之一

马云$又如渡口网络的总裁金津$这些从高校走出来

的成功创业者带给社会巨大的正能量$使得大学生

们对于创业怀抱无所畏惧的强大内心%

大学生创业的门槛不算太高$当代大学生对于

创业广泛抱有愿意尝试的心态$他们在高校中得到

了比一般社会人士更多的专业'系统化的知识和更

多的优惠政策扶持下的关心帮助$学校和社会各界

为学生提供许多的创业资讯'创业指导'项目展示'

项目对接等服务$也鼓励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

大学生的创业具有年龄优势$因为年轻$可以坦

然接受失败%激情是大学生对于社会生活向往的原

动力$在受访的大多数大学生创业者身上$我们看到

的是他们对于创业持久不断的热情$他们比别人更

渴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得到社会的认可$坚持自己的

梦想$用自己的所长服务于社会%大学生创业者大

多以发挥所长展现自我作为企业的追求$相对于社

会上一般创业人员的一切以企业经济利益最大化为

目标的创业在精神层面上多了许多积极的意义%

大学生创业竞争力还在于他们有知识$在接受

了大学至少四年甚至更长时间的系统化科学化的专

业素质的培养'开展创新创业教育和实践活动之后$

对于前沿科技和现代化的服务业有了较为系统的了

解$大学生普遍掌握计算机'英语等能力$接受新事

物的能力强$丰富的网络多媒体资讯带给他们更加

快捷简便的生活$他们希望通过创业等形式实现资

源的共享$这也是为什么大学生创业中很多人选择

做电子商务类创业实践的原因%

大学生的创业竞争力更在于他们有个性%现在

的社会已经不再是过去社会求大同的时代$现在的

年轻人强调个性$强调品质生活%他们不喜欢千篇

一律%他们的个人观念在受到社会'学校和家庭等

影响后更加强调多样性$他们喜欢独特的质感$喜欢

涉足定制'小众的生活体验%大多数大学生创业针

对的就是年轻的消费群$他们以自己的能力和兴趣

决定专注于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业%

"二#大学生创业劣势

大学生普遍缺乏创业相对应的社会经验'市场意

识及商业管理经验%由于大学生的成长经历主要是

从家庭到学校'学校到学校$缺乏必要的社会工作经

验&对于商业管理经验更是趋向于零%而在市场竞争

的环境中$市场生存的法则之一是利益的最大化$企

业之间的竞争不可能因为你没有经验而让你三分%

对自我分析不够$存在明显的跟风现象%每个人

都有其独特的优势%世界上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个

体$自身性格'家庭环境'专业背景等都对大学生的创

业的能力有明显的影响$也就是说并不是每个学生都

适合创业的%但有些学生在没有进行足够自我分析

的情况下$因为周围同学在创业$自己也跟风去创业%

大学创业对风险的评估不够%大学生创业之所

以有很大的吸引力$是因为往往看到的是成功者光

环$而对于可能存在的风险考虑较少$即在风险的评

估上$存在明显的不足%虽然$利益与风险是并存的

道理每位大学生创业者都知道$但考虑的更多的往

往是成功后的收益%

技术含量不够%目前$大学生创业主要以创意

产业'服务产业和贸易产业为主%这些产业投资少$

门槛低$但往往容易被模仿%

三$提升大学生创业竞争力的对策

"一#从高校层面提升创业竞争力

从某种意义上说$大学生是高校的(产品+$产品

能否适应市场$是高校必须面对的问题%因此$作为

高校而言$创新创业教育是不容忽视的教育理念,

D

-

$

应该正确引导大学生创业$既要介绍成功者的经验$

也要适当介绍失败者的教训%高校创业教育要与人

才培养相协调'相统一$必须紧紧围绕人才培养的基

本要义来开展,

G

-

%创业教育实践性'经验性学习的

特点$也要求既有理论又有实战经验的教育者来胜

任,

H

-

%既要有创业的培训$也要有从最基层做起$敢

当打工者的教学%从学生的个性出发$针对性开展

创业教育$对于那些特别适合创业的学生$学校给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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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创业培养%

"二#从政府层面上提升创业竞争力

创业及创业教育的成功$不单单是教育部门的

事$还需要国家'社会'政府通过政策'资金'法律'法

规和舆论等等的广泛支持来实现,

C

-

%杭州市政府为

在杭大学生的创业创造了非常优厚的环境$对于推

动大学生创业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与大学生是

否创业相比$创业是否能成功显得更加重要$因此$

需要政府加大对创业机制的培育$以提高大学生的

创业竞争力$特别是在大企业带动大学生创业方面

给予一定的政策优惠$鼓励企业培育大学生创业%

"三#从大学生自身提升创业竞争力

创业是艰辛的$既需要足够的智力也需要足够的

体力和精力%因此$大学生不但要从学校学习创业的

知识$也需要从社会实践中$学习创业经验$学习创业

成本的分析$既要提高自己对市场的敏感度$更要学好

扎实的专业基本功$使自己在创业竞争中趋于优势地位%

由于大学生的心理主要受到包括社会'学校'家

庭和个人观念等因素的影响$要想从根本上做好大

学生创业的扶持工作$就要使大学生创业的可能性

转化为现实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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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复杂的市场形势$形成正确

的创业观念有非常实际的意义和价值%

四$结
!

语

大学生创业的口号喊得响亮$但是真正能够坚

持下来并且取得成功的创业者并不占多数%这一方

面说明了创业的不容易$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大学生创

业带有一定的盲目性%因此$充分利用大学生创业的

优势$从高校'政府'社会及大学生自己的层面提升大

学生的创业竞争力$有利于提高大学生创业的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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