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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学生科技创业环境是直接影响大学生科技创业效果的重要因素。采用经专家论证的自制问卷，对贵州省
８所高等院校不同性别、年级、专业的在校大学生进行调查，并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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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欧美发达国家先后出现以大学为基础的创
业活动，即利用自己的学科、人才资源和自身特色等优势

进行创业活动，它不仅成为现代创业的发生地，而且还开

创了大学生创业活动的新篇章———科技创业。所谓大学

生科技创业就是大学生利用自己所掌握的专业知识从事

与之相对应的创业活动。而大学生科技创业环境则是大

学生在进行科技创业活动和实现其科技创业理想的过程

中，必须面对和能够利用的各种因素的总和。大学生科

技创业环境制约着大学生科技创业活动的开展，创业环

境的好坏将直接影响到大学生科技创业的效果，同时大

学生良好的创业活动对科技创业环境又具有一定促进和

优化的作用［１］。为了进一步了解大学生科技创业的现

状，以贵州省在校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经专家论证的

自制问卷对贵州省８所高等院校不同性别、年级、专业在
校大学生进行调查，并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

和建议。

１　调查对象、研究方法
１．１　调查对象

随机抽取了贵州大学、贵州民族学院、贵州师范大

学、贵州财经学院、遵义医学院、遵义师范学院、六盘水师

范学院和毕节学院等 ８所院校不同性别、年级、专业各
５００名在校大学生。调查对象所学专业涵盖人文学科（哲
学、文学、历史学）、社会学科（经济学、法学、教育学）、理

学、工学、农学、医学、管理学、艺术学等学科门类近６０个
本科专业及方向。

１．２　研究方法
在分析 ＤｅｖｉＲ．Ｇｎｙａｗａｌｉ＆ＤａｎｉｅｌＳ．Ｆｏｇｅｌ［２］和 ＧＥＭ

（全球创业观察）关于创业环境由５个构成和最具影响的
９个方面以及蔡莉［３］等文献的基础上，从对大学生科技创

业概念的认识情况、对大学生科技创业重要性的认识、影

响大学生科技创业的因素、大学生科技创业教育与活动

开展情况等方面设计问卷，经课题组成员反复研究与论

证，咨询有关专家、预调查等最后确定５３项调查条目，其
中基本信息５项，主要内容４８项。开展为期１个月的实
地调查活动，利用Ｅｘｃｅｌ收集整理数据，采用秩和检验，检
验水准α＝０．０５，对数据进行分析和处理。

２　调查结果与分析
２．１　基本情况

此次调查共发放问卷４０００份，回收问卷３８００份，回
收率为 ９５％；回收有效问卷 ３４４６份，有效回收率为
９０６９％。其中，男性 １７５９人（５１０５％），女性 １６８７人
（４８９５％）；省内生源２８３６人（８２３％），外省生源６１０人
（１７７％）；人文学科（哲学、文学、历史学）、社会学科（经
济学、法学、教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管理学、艺

术学等学科门类的在校大学生分别为７５６人（２１９４％）、
８９１人（２５８６％）、５２８人（１５３２％）、５６４人（１６３７％）、９８
人（２８４％）、２３０人（６６７％）、２４９人（７２３％）和１３０人
（３７７％）；贵州财经大学、贵州师范大学、贵州大学、贵州
民族学院、遵义医学院、遵义师范学院、毕节学院、六盘水

师范学院等８所高校接受调查的在校大学生人数分别为
４６８人（１３５８％）、４３１人（１２５１％）、４３３人（１２５７％）、
３５０人（１０１６％）、４３７人（１２６８％）、４２８人（１２４２％）、
４７０人（１３６３％）和４２９人（１２４５％）；一年级到四年级的
大学生分别为１０３７人（３００９％），１２３８人（３５９３％），１
０２２人（２９６５％）和１４９人（４３３％）。
２．２　调查结果
２．２．１　对大学生科技创业概念的认识

５４２人了解科技创业概念、内涵以及与一般创业不
同，１４３６人基本了解，１４６８人不了解，分别占调查总人
数的１５．７３％、４１．６７％和４２．６％，如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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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大学生对科技创业概念、内涵以及与一般创业不同的认识情况
学校名称 了解／人 百分比／％ 基本了解／人 百分比／％ 不了解／人 百分比／％ 总人数／人

贵州师范大学 １４７ ３４．１１ ２０８ ４８．２６ ７６ １７．６３ ４３１

贵州财经大学 ９６ ２０．５２ １７５ ３７．３９ １９７ ４２．０９ ４６８

贵州大学 ７１ １６．４ １８３ ４２．２６ １７９ ４１．３４ ４３３

遵义医学院 ６９ １５．７９ １７１ ３９．１３ １９７ ４５．０８ ４３７

遵义师范学院 ６３ １４．７２ ２００ ４６．７３ １６５ ３８．５５ ４２８

贵州民族学院 ３９ １１．１４ １３５ ３８．５７ １７６ ５０．２９ ３５０

六盘水师范学院 ３２ ７．４６ １６５ ３８．４６ ２３２ ５４．０８ ４２９

毕节学院 ２５ ５．３２ １９９ ４２．３４ ２４６ ５２．３４ ４７０

　　通过对比分析，χ２值２３１．６４６，ｐ＜０．００１，说明上述高
校的在校大学生对科技创业概念、内涵以及与一般创业

不同的认识存在差异。

２．２．２　对大学生科技创业重要性的认识
在大学生科技创业活动是否对国家做出贡献和为社

会服务方面，２０４６人认为大学生科技创业活动能为国家
做出贡献和为社会服务，７０３人认为没有，６９７人不清楚。
在是否有助于积累金钱和财富或减轻家庭经济负担、能

实现自己养活自己的目的方面，１７２１人认为能，１０１１人
认为不能，７１４人不清楚；在是否实现自我、展示自我时，
２１５１人认为能，７１２人认为不能，５９９人不清楚。
２．２．３　影响大学生科技创业的主要因素

一是传统择业观念和身边亲朋好友如老师、亲人、同

学或朋友等影响大。１２５４人认为影响大，１４７１人认为影
响不大，４６２人认为没有影响，４６２人不清楚。至今仍有不
少的学校、教师、家长和学生本人认为大学生在校期间的

主要任务是学习专业知识，无需进行科技创业教育活动，

开展大学生科技创业教育是一种不务正业的活动和不得

已才为之的下策，稳定和有保障的工作仍是大学生就业的

首选。１７７７人认为身边亲朋好友如老师、亲人、同学或朋
友会对自己的科技创业活动产生影响，９２３人认为不会，
７４６人不清楚。二是大学生创业相关政策知晓率低。调查
表明：大多数受访者不了解国家、省、市、所在学校制定或

出台的鼓励和扶持大学生创业的有关政策、措施以及提供

的服务。三是对创业场地及所提供的服务不满意者居多。

调查表明：为大学生科技创业提供的创业场地不仅数量

少，而且地势较偏僻，交通不便利，基本设施较落后，多数

受访者对主办方提供的各种服务不满意者居多数。１９０６
人认为大学生开展科技创业活动的社会氛围尚未形成，仅

６２６人认为已经形成，９１４人不清楚；１７８４人认为目前在我
国开展大学生科技创业活动条件不成熟，９８８人不清楚，
６７４人认为成熟；１９３７人认为科技创业场所的缺乏会对自
己的科技创业活动产生影响，８５７人认为不会，６５２人不清
楚；１６４８人对所在学校大学生科技创业见习或实践基地是
不了解的，了解的仅有５９９人，１１９９人不清楚；２３３５人认
为大学科技创业园区需要建立，５８２人则持不同看法，５２９
人不清楚；仅有６３０人对社会、学校为大学生科技创业活动
提供的服务普遍满意，１３２１人比较满意，１４９５人不满意。
四是启动资金少、技术含量相对较低，收效相对较快且风

险相对较低的行业是大学生科技创业项目的首选。自筹

资金仍是大学生进行科技创业的无奈之举。１６３９人选择
启动资金少、技术含量相对较低，收效相对较快且风险相

对较低的行业领域，１０１１人不选择，７９６人不清楚；１５６６人
选择与所学专业相结合的领域，９８１人不选择，８９９人不清
楚；１７６４人会根据自己对某一行业的了解程度来选择自己
的科技创业项目，８８２人不会，８００人不清楚；１２９５人选择
创业大赛的项目，１０９５人不选择，１０５６人不清楚。１５５６
人希望社会和学校能为其创业活动提供基金，但是由于目

前能为大学生科技创业提供的基金少，加之门坎高，能申

请到的大学生很少，于是１６２８人只好选择自筹资金，否则
大学生科技创业只能“望洋兴叹”。五是自主创业仍是大

学生科技创业的首选，合作意识不强或缺乏合作伙伴。１
９１８人认为科技创业合作伙伴的缺乏会对自己的科技创业
活动产生影响，８５６人认为不会，６７２人不清楚；１８７６人选
择团队或与他人合作的方式，７４８人不选择，还有８２２人不
清楚；１５０５人选择自主方式，１０１５人不选择，９２６人不清
楚；１４０３人选择加盟连锁店的方式，１０２７人不选择，１０１６
人不清楚。

调查还发现：网络创业是大学生科技创业发展的新

趋势，是大学生科技创业活动中最喜爱的方式。

２．２．４　大学生科技创业的教育
一是大学生创业教育研究理论滞后，不能满足大学

生科技创业教育的需要。通过对文献的调查发现，在此

期间，发表有关大学生创业的论文仅为４２２３篇，研究内
容多数集中在大学生创业教育的内容、课程设置、实现途

径等方面［４］，且主要以定性、抽象、理论描述的研究论文

为主，而对影响大学生创业教育及活动的定量、实证、案

例以及大学生创业教育成本收益等方面的研究论文比较

少。二是大学生科技创业教育重视不够。调查发现，大

部分高校不仅没有开设大学生创业有关课程，而且从事

大学生创业教育的教师，以本校从事学生就业工作指导

的教师为主，很少聘请企业家、创业者、企业高管等人为

大学生上课或开设讲座。

２．２．５　大学生科技创业的内容与活动
首先，从大学生科技创业知识和经验的掌握上看，

１５２７人会利用自己所掌握的专业知识进行科技创业活
动，９９４人认为不会产生影响，９２５人不清楚；１８６７人认为
自己的兴趣、爱好和特长是有助于自己的科技创业，９０５
人认为没有，６７４人不清楚；１９４９人认为相关科技创业知
识的缺乏会对自己的科技创业活动产生影响，７９４人认为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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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７０３人不清楚；２００２人认为科技创业经验的不足
会对自己的科技创业活动产生影响，８１８人认为不会；２
０８６人需要有专人对自己的科技创业活动进行指导和监
督，７９５人认为不需要，５６５人不清楚；１８１９人认为所在学
校的创业教育及创业活动有助于自己的科技创业，８７１认
为没有，７５６人不清楚。其次，从目前为大学生开展创业
教育及创业活动的内容上看，２０２１人认识目前开展的大
学生创业活动的专业特色突出，只有８３２人认为不突出，
５９３人不清楚；１８６６人认为目前开展的大学生创业活动
的科技含量高，８３７人认为不高，７４４人不清楚；２７６３人认
为目前开展大学生科技创业教育及创业活动有助于专业

的学习，３９４人认为没有，２８９人不清楚。三是从目前为大
学生开展创业教育及创业活动对大学生创业能力的培养

上看，认为参加国家、学校、院系组织的大学生创业计划

大赛、职业规划等活动有助于专业知识的学习、创业能力

的培养和创业技能获取的受访者分别为１２６５人、１５４３
人和１４６０人，认为基本有的分别为１３９４人、１２０５人和
１２６０人，认为没有的分别为５００人、４４１人和４５６人，认为
不清楚的分别为２８７人、２５７人和２７０人。四是从目前为
大学生开展创业教育及创业活动参加的人数上看：２００６
人从未参加国家、省、市、所在学校组织的大学生科技创

业培训活动，只有 ４１０人参加过，１０３０人偶尔参加。
１８１２人从未参加过全国、学校或院系组织大学生创业计
划大赛、职业规划等活动，只有４０２人参加过，还有１２３２
人偶尔参加。１５５９人从未参加过全国、学校或院系组织
的大学生科技创业专题讲座等活动，只有４３７人参加过，
１４５０人偶尔参加（含政策性参加）。１７０９人从未参加过
所在学校的大学生科技创业指导教育课，只有４４５人参
加，１２９２人偶尔参加。说明我国目前开展的大学生科技
创业活动是少数优秀大学生的活动。五是从大学生科技

创业的成功率上看，绝大部分人认为目前所开展的大学

生科技创业活动属个人行为，大部分科技创业活动将被

市场无情地淘汰，只有极少数凤毛麟角之辈才能成为大

学生科技创业的佼佼者，急需专人进行指导和监督。

３　建　议
第一，弘扬以科技为主导的大学生创业观念。进一

步提高大学生对科技创业概念、内涵以及与一般创业不

同的认识和大学生科技创业的价值与意义，树立以科技

为主导的大学生创业观念，鼓励大学生以科技创业为契

机，从事与本专业相对应的创业活动，摆脱传统的就业观

念的束缚，改变被动地去求职、“无业才创业”和“等、靠、

要”的依赖思想，不断地挑战自我、展示自我、实现自我。

第二，及时出台大学生创业的相关政策和措施。根

据大学生创业特点，构建科学合理的组织管理体系，建立

健全大学生科技创业政策保障体系，采取设立大学生科

技创业基金、减免费用、派遣顾问、免费培训提供科技创

业活动场地和服务等方法支持大学生进行科技创业

活动。

第三，构建一个高校、社区、企业良性互动式发展的

创业教育系统。首先，把大学生科技创业教育理念贯穿

高校办学理念和人才培养全过程中。诚然一个好的意志

品质和不懈追求的创业精神，就会使人成功，但多数大学

生创业的失败，极少数大学生创业的成功，表明大学生对

在创业过程遇到的矛盾、困难以及艰苦性的心理准备不

足，危机意识不够好，缺乏承受挫折的心理准备［４］，不具

备科技创业的能力，风险高。因此，我们首先必须把大学

生科技创业教育理念贯穿高校办学理念中和人才培养全

过程，在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予以体现，才能加强对大

学生科技创业的创业构思、融资、设立、管理等方面的教

育和培养。其次，积极营造有利于大学生科技创业成长

的学习环境。通过定期或不定期开展企业家论坛、企业

投资家论坛、企业计划比赛、创业创意比赛、现场参观、现

身说法等活动，构建自由、进取、充满乐趣和宽容失败的

学习生活环境，培养大学生勇于开拓、创新、抗风险能力、

团结合作和利用科技进行创业的精神风尚和潜在的科技

创业意识，进一步提高大学生对科技创业的感性认识和

理性认识。再次，建立独具特色的大学生科技创业教育

课程体系。按照《普通本科学校创业教育教学基本要求

（试行）》（教高厅［２０１２］４号），从注重大学生科技创业教
育的创新性和实用性出发，淡化学科的界限，注重学科的

交叉性和渗透性，构建大学生科技创业教育课程体系；组

建一支由企业家、创业者、企业高管、企业科研人员等组

成的多元性、实践性和灵活性较强的师资队伍，并设立大

学生科技创业导师制，改变过去我国高校单纯由学生就

业工作指导教师和原先从事企业管理学科教学的教师授

课的局面；采取分专业、分学期、分年级等形式对大学生

科技创业进行教育，并依托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工业园

区，积极开展大学生科技创业训练活动；建立大学生科技

创业教育平台，在广泛收集大学生科技创业的有关信息

基础上，让大学生在第一时间了解、学习国家和各级政府

为鼓励支持大学生创业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措施以及科

技创业的相关知识。同时为有关专家、学者、优秀企业家

等指导、辅导、监督大学生科技创业活动提供平台。

参考文献：

［１］张　帆．中美大学生创业环境的比较分析［Ｊ］．科学
管理研究，２０１０（１）：１１２－１１５．

［２］ＤｅｖｉＲＧｎｙａｗａｌｉ，ＤａｎｉｅｌＳＦｏｇｅ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ｆｏｒｅｎ
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ｋｅｙ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ａｎｄ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Ｊ］．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１９９４（ｓｕｍ）：４３－６２．

［３］蔡　莉，崔启国．创业环境研究框架［Ｊ］．吉林大学社
会科学学报，２００７（１）：５０－５６．

［４］孙光宗，陈曙红．当代大学生创业调查与对策建议
［Ｊ］．当代教育论坛，２００９（１０）：３９－４１．

（责任校对　游星雅）

２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