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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 ＋”时代财经类院校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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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学生是最具创业活力的群体，如何培养其创新创业能力，已成为创业研究的重点。以财经类院校大学生

为例，针对“互联网＋”时代大学生创业能力培养问题，分别从大学生创业构思、创业管理，创业风险防范三个方面，提出

了培养大学生创业能力的有效途径与方法，为“互联网＋”时代财经类院校创新教育与创业型人才培养提供一定的指导

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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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是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常态，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变革。一直以来，互联网经济
产业保持着良好的发展态势，已经逐渐成为世界一级的经济交流平台，并且为大学生构建了相应的就业

创业平台，使得我国大学生创业得到了进一步发展［１］。目前，创业能力培养已成为高等院校创业教育

的关键。本文针对财经类大学生创业能力的培养，分别从大学生创业构思能力、创业管理能力、创业风

险规避能力展开研究，为“互联网＋”时代大学生创业能力的培养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１　大学生创业构思能力培养
创业构思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发现并满足人们未满足的市场需求的过程。对财经类大学生来说，如

何进行创业构思，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虑。

１．１　从社会环境的变化发现创业机会
每一个行业的存在和发展状况，都与社会环境密切相关。社会环境的每一次变化，在给一些行业带

来毁灭性打击的同时，也会带来一些新的商机。一个创业型企业的诞生，是创业者自身构思能力与社会

创业环境要素整合的结果。因此，在产业结构、科技、政府政策、经济信息服务、价值观与生活形态的变

化等方面，创业者都应密切关注，从中找到自己的创业项目。财经类大学生可以通过积极参与社会经济

领域的创新活动，有意识地从中发现创业机会，与有经验人士交流合作，从而培养企业家精神和市场竞

争意识，努力提高创新意识，锻炼创业能力。

１．２　从自身优势发现创业机会
分析自身优势和特长主要考虑以下因素：自己所学专业和自己最熟悉的行业、拥有的可支配资源优

势，如自然资源、区位资源、文化资源、技术资源等。在自己熟悉的领域和区位，比较容易掌握行业发展

的趋势及其关键技术，对本行业和专业领域里的从业者也比较熟悉，这构成创业的优势条件。创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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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指具有较强的吸引力、较为持久的有利于创业的商业机会，创业者据此可以为市场提供有价值的

产品或服务，并同时使创业者自身获益。相比理工类院校，财经类学生思维活跃、接受新事物快、适应能

力强，掌握了一定的经济、管理方面的基础理论知识和专业知识，在创业上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１．３　从现实生活存在的问题发现创业机会
首先，可从商品的缺陷和消费者的不满、抱怨发现创业机会。任何商品都可能存在不足和缺陷，分

析商品的缺陷和消费者对现有商品的不满、抱怨，从解决人们苦恼和困扰的问题角度出发，就可能从中

发现创业机会。其次，可从市场需求缺口发现创业机会。所谓市场需求是指某种商品的市场流通供给

不能满足市场需求的市场空白部分。在我们的生活领域中，就存在许多可供开发的市场需求。如今，互

联网技术深入到社会生活中，改变了传统的衣食住行游购娱状态，也为大学生创造了大量的创业机会。

利用“互联网＋业务”的模式，发现未被满足的市场需求，就有了实施创业并获得成功的前提。表１列
出了５家企业提供的产品和服务，都是在各自领域解决人们的难题，让人们的生活更加便利舒适。因
此，创业的关键就在于能不能发现潜在的市场需求，并将满意与愉悦及时送给消费者［２］。

表１　大学生部分创业成功案例

企业名称 创始人 解决的市场问题 核心竞争力与价值

超级课程表 余佳文 对课表、旁听的需要 打破课表信息壁垒

美团网 王兴 物价高、渠道暴利 提供优惠与补贴

聚美优品 陈欧 化妆品造假多且价高 去除渠道，实现低价

去哪儿网 庄辰超 交通、住宿等成本高 提供低价旅游

２　大学生创业管理能力培养
２．１　大学生创业计划书的写作

创业计划书因其涉及的行业和领域的不同，在具体细节上会有差异，但任何一份成功的创业计划，

都应该从创业者的角度、投资者的角度和市场的角度来考虑计划书的基本内容。

从创业者角度看，通过创业计划书的写作，可以使创业者对新创企业从技术到资金、从组织到管理、

从营销到公司策略、从产品到销售等问题进行全面的评估，并对企业可能遇到的风险，包括资金、政策坏

境、投资环境、市场风险等做好事前的应对预案。这可以迫使创业者实事求是地考虑以下问题：项目实

施能带来什么影响，可行性如何，服务对象是谁，产品和服务怎样进行合理的市场定位，怎样处于不败之

地等。

从投资者角度看，创业项目能不能给他们带来预期收益，创业计划书应对风险和经营战略是不是切

实可行，行业的未来发展前景如何，创业项目应对市场风险的措施能否奏效，能不能自由退出市场等是

投资者最关注的问题。

从市场角度看，需充分考虑市场有多大，市场的发展前景如何，潜在的消费者有多少，潜在的竞争对

手力量有多大，替代品和潜在进入者构成多大威胁，怎么培育产品和服务的目标市场等问题［３］。

２．２　大学生创业的市场营销
大学生作为特殊的创业群体，既缺乏资金又缺乏社会关系，要想在市场上站稳脚跟，最主要的就是

做好创业的市场营销。

首先，掌握开发客户的技巧。开发潜在客户，赢得潜在的投资者青睐，把握一个总体原则，即要在适

当的时候，选择适当的地点，用适当的语言推销自己；搜集潜在客户的详细资料，对客户的作息、上班时

间、业余爱好、一些直接联系人，都要有准确的把握。

其次，差异与无差异营销相结合。差异营销就是为不同的市场设计、提供不同类型的产品。随着当

今社会的发展和人们需求结构的多元化，无差异性市场营销适用的空间越来越小。因此，对于一个新创

企业，在初期可采用集中性市场营销或无差异营销战略，在取得一定的成功之后，就可以选择两个或更

多的细分市场进行差异性营销。

最后，树立正确的营销观。财经类大学生要做好创业的市场营销，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营销观念本

身要正确可行。一些新创企业，由于一时间难以找到切实可行的营销策略，往往会在市场上寻求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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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但一些创业者不顾自己的产品和技术特点，盲目跟随别人的步伐，不对自己产品或服务进行市场

细分，难以打造真正属于自己的品牌［４］。一个新品牌，要在商场和消费者心里留下印象，是一个长期的

过程，盲目跟风会误导消费者，会将产品定义为某个知名品牌的变种，久而久之，品牌将无法打开市场。

２．３　大学生创业的财务管理
作为最初创业的管理者，首先，要明白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现金流量表的含义。即明确企业资金来

源与去向，各类成本结构以及营运、理财、投资、利润水平等活动的现金流入和流出状况。其次，要有效

监控管理财务工作。监控和管理的首要任务是制度，一旦企业有了完整的管理制度，在作业制度和财务

制度方面要监控和管理就有章可循。最后，要合理分配利润。利润分配关系到企业所有者的合法权益

能否得到保护，企业能否长期可持续发展。创业初期，规章立法，企业在动荡中寻找短暂的平衡点，有利

于股东的团结、合作。同时，注意合伙人之间人际关系的培养。一般来说，成功的合伙企业有以下几个

共同的特点：一是合伙人之间相互熟悉，建立了较好的信任关系；二是合伙人能力、优势互补，在企业贡

献股权和利益分配合理的前提下，不会做破坏公司利益的事情［５］。

３　大学生创业风险防范能力培养
创业者是产品的创造者，但产品服务的有效性不由创业者本人决定，而是决定于消费者是否为其买

单［６］。因此，产品功能的制造者不是功能的决定者，实际市场效果与创业者预期效果必然有所出入。

大学生创业成功率过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创业者没有理清大学生创业的风险，没有采取一定的防范

措施来有效规避创业风险。对于财经类大学生，要提高大学生规避风险的能力，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

手：首先，做好项目调研。要深入了解自己和其他同行业者通常情况下会遇到的共同情况，深入对照总

体市场情况，寻找自身独特的优势。利用有利于自己的市场信息及时确定目标或调整经营项目，在对市

场进行充分把握后，借助“互联网 ＋”进行创业。其次，要扩大融资渠道。大学生创业融资的途径和渠
道多样，可以从个人自有资金、私人关系借贷融资，政府资金支持、间接融资、所有权融资和租赁融资等

方面努力，还可广泛利用金融租赁、风险投资、政策性贷款等新渠道［７］。最后，要加强创业资源整合。

从经验的角度看，良好的人际关系可以大大降低创业的现金成本需求，提高创业活动的效率。就创业者

而言，效用最明显的是职业资源。充分利用职业资源，从职业资源入手创业，具有资本的价值意义。

４　结语
“互联网＋”时代为财经类大学生创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和环境，也带来了全新的挑战。财经

类院校大学生在创业构思、创业管理方面拥有一定优势，但因其信心不足，实践经验较少，导致其在风险

规避能力方面有所欠缺。建议财经类院校大学生在“互联网 ＋”时代背景下，正确把握国家的方针政
策，结合学校自身的学科优势，不断提高自己的创业风险防范能力，积极参与“互联网 ＋”创业与挑战，
为社会经济的发展贡献自己应有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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