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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3届创业大学生七成未接受过创业教育
最需要的创业教育是“实践”

2014 年 12 月，教育部发布通知，要求各地各高校要

面向全体大学生开发开设创新创业教育专门课程，纳入学

分管理，改进教学方法，增强实际效果；组织学生参加各

类创新创业竞赛、创业模拟等实践活动，着力培养学生创

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新创业能力。目前，国内多所高校

已经开展了各种各样的创业教育。事实上，创业教育在有

些高校早有实行，创业教育对大学生创业的帮助到底有多

大？大学生迫切需要的是什么样的创业教育？创业最需要

的能力有哪些？麦可思研究院针对自主创业的大学毕业生

研究发现——

直到 2013 年时，大学生创业教育仍然是个需要加强的

环节。2013 届毕业生自主创业的人中，70% 在创业前并未

接受过创业教育，19% 曾经接受过学校举办的创业教育，

11% 接受过其他组织举办的创业教育。2014 年底教育部发

文推动高校创业教育后，各高校创业教育的状况亟须跟踪评

价。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

革的实施意见》，教育部门要把创新创业教育质量作为衡量

办学水平、考核领导班子的重要指标，纳入高校教育教学评

估指标体系和学科评估指标体系，引入第三方评估。

2013 届自主创业的大学毕业生认为最需要的创业教育

与培训方式是“创业实践训练或模拟”（42%）。

他们创业知识的获得途径主要来自于“创业实践”

（48%）和“实习与兼职活动”（38%），“大学课堂授课”

比例为 15%，“学校举办的创业模拟或推广活动”比例仅

为 7%。如果只是“纸上谈兵”的创业教育，无法满足创

业大学生的需求。

创业创新教育
何处着手？

文｜麦可思研究院

2013 届毕业生自主创业的人中，70% 在创业前并未接受过创业教育，19% 曾经接受过学校举

办的创业教育，11% 接受过其他组织举办的创业教育。2014 年底教育部发文推动高校创业教

育后，各高校创业教育的状况亟须跟踪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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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发现，“资金短缺”是 2013 届自主创业的大学

毕业生首次创业过程中面临的最主要困难（62%），其次

是“市场营销不够”（30%）和“自身素质能力不足”（25%，

见图 2）。缺少后续资金、缺乏企业管理经验和市场推广

困难是影响中国大学生创业的“三座大山”，单依靠大学

生自身是难以化解的，需要资金支持以及管理和市场销售

方面的培训。

图 1  2013 届自主创业的大学毕业生创业知识的
获得途径（%，多选）

来源：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 - 麦可思“大学毕业生创业跟踪
评价”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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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13 届自主创业的大学毕业生首次创业过程中
面临的主要困难（%，多选）

来源：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 - 麦可思“大学毕业生创业跟踪
评价”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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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13 届自主创业的大学毕业生认为比较重要的
创业教育内容（%，多选）

来源：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 - 麦可思“大学毕业生创业跟踪
评价”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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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大学毕业生自主创业的资金主要还是依靠父

母 / 亲友投资或借贷和个人积蓄，以创业的 2014 届大学

毕业生为例，本科有 80%、高职高专有 78% 的资金来源

于这里；而来自政府资助（本科、高职高专均为 2%）、

商业性风险投资（本科：2%，高职高专：1%）的比例

均较小。（数据来源：麦可思研究院编著的《2015 年中

国本科生就业报告》《2015 年中国高职高专生就业报告》，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单靠自筹资金，大学生创业难

以为继，需要提升融资能力。

2013 届自主创业的大学毕业生认为比较重要的创业教

育内容是“市场营销知识与技术”（52%）、“财税金融

知识”（42%）、“企业管理知识与技术”（36%，见图 3），

而这些同时也是创业大学生认为需要加强的创业教育内容

（见图 4）。

2 “资金短缺”是大学生创业最大困难
创业教育重点内容——销售、财务、管理

学校举办的创业模拟或推广
活动，如创业大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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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品阅读

麦可思研究院编著的《2015 年中国本科生就业报告》

《2015 年中国高职高专生就业报告》指出，在国家对大学

生创新创业政策的支持下，高校对大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

开始显现。2014 届大学生自认为毕业时掌握的创新能力水

平为 54%（本科：55%，高职高专：53%），与 2013 届

（本科：54%，高职高专：52%）相比提升了 1 个百分点，

与 2012 届（本科：51%，高职高专：49%）相比提升了

4 个百分点。从近三届的趋势可以看出，大学生的创新能

力水平呈现出小幅上升的趋势。

谈到创新能力，不能只看拥有多少，还得看掌握的能

力能不能满足工作需求。麦可思对 2014 届大学毕业生的

研究显示，83% 的毕业生认为毕业时掌握的创新能力已满

足工作岗位的需求。这一比例比 2013 届高 1 个百分点，

比 2012 届高 2 个百分点。

图 4  2013 届自主创业的大学毕业生认为亟待加强的
创业教育内容（%，多选）

来源：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 - 麦可思“大学毕业生创业跟踪
评价”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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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生在创新能力方面不及男生”是一种生活中普

遍存在的观念，从数据中反映出的情况是否果真如此

呢？麦可思对不同性别的 2014 届大学毕业生的研究显

示，女生和男生在毕业时掌握的创新能力并无明显差距。

具体来看，2014 届本科女生创新能力水平为 54%，比

男生低 1 个百分点；高职高专女生创新能力为 53%，与

男生持平。

创业与创新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那么加入创业大军

的大学毕业生是否自认为在创新能力方面更具有优势呢？

从 2012—2014 届的趋势中可以看到，创业群体的创

创新能力：35 项基本工作能力中与创新能力相关的几

项能力，包括科学分析、批判性思维、积极学习、新

产品构思四种能力。

创新能力的满足度：毕业时掌握的创新能力水平满足

社会初始岗位的工作要求水平的百分比，100% 为完

全满足。满足度计算公式的分子是毕业时掌握的创新

能力水平，分母是工作要求的水平。

名词解释

来源：麦可思 - 中国 2012—2014 届大学毕业生半年后社会
需求与培养质量数据。

创业 受雇全职

图 6  2012—2014 届本科生毕业时掌握的
创新能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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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麦可思 - 中国 2012—2014 届大学毕业生半年后社会
需求与培养质量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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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2012—2014 届大学生毕业时掌握的
创新能力水平

55％

53％

54％

52％

54％

51％

49％
50％

53％

2012 届 2013 届 2014 届

来源：麦可思 - 中国 2012—2014 届大学毕业生半年后社会
需求与培养质量数据。

创业 受雇全职

图 7  2012—2014 届高职高专生毕业时掌握的
创新能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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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创新能力现状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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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 - 麦可思“大学毕业生创业

跟踪评价”项目主要是针对 2013 届自主创业大学毕业

生的自主创业情况进行跟踪研究。

文章中其他数据来源于麦可思对 2014 届大学生毕

业半年后的跟踪研究，于 2015 年 3 月初完成，回收全

国样本约 26.4 万，其中本科生样本约 12.6 万，高职高

专生样本约 13.8 万；2013 届大学生毕业半年后的跟踪

研究，回收全国样本约 26.8 万；2012 届大学生毕业半

年后的跟踪研究，回收全国样本约 26.2 万。

数据说明

图 8  2013 届自主创业的大学毕业生认为比较重要的
创业能力（%，多选）

来源：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 - 麦可思“大学毕业生创业跟踪
评价”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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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2013 届自主创业的大学毕业生认为亟待提升的
创业能力（%，多选）

来源：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 - 麦可思“大学毕业生创业跟踪
评价”项目。

39％

31％

32％

30％

29％

28％

25％

24％

17％

12％

人际交往与谈判技能

学习应变能力

捕捉市场机遇

分析与决策

经营管理

战略思维

沟通协调与团队合作

专业能力

心理调适

知人善任

其他
15％

个人兴趣
30％

市场需求
23％所学专业

23％

图 10  2013 届自主创业的大学毕业生首次创业选择行业的
最主要依据（%）

来源：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 - 麦可思“大学毕业生创业跟踪
评价”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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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力水平高于受雇全职工作群体。如 2014 届自主创业

大学生的创新能力水平（本科：57%，高职高专：55%）

比受雇全职工作群体（本科：55%，高职高专：53%）高

2 个百分点。这或许说明相比于其他职业，创业活动本身

有着更高的创新能力门槛，所以当毕业生自认为已经具备

一定能力才会选择创业。

创新能力可以在大学课程教学中得到培养。例如美

国斯坦福大学的设计学院通过开设课程“创造力与创新”

（Creativity and Innovation），培养学生的新产品设计思维，

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

数据显示，2013 届自主创业的大学毕业生认为比较重

要的创业能力包括“经营管理”（48%）和“战略思维”

（44%）等（见图 8），认为亟待提升的创业能力包括“人

际交往与谈判技能”（39%）、“学习应变能力”（32%）、

“捕捉市场机遇”（31%）等（见图 9）。这些创业能力

更大程度上需要通过实践教学和经验积累才能获得。

麦可思研究发现，2013 届自主创业的大学毕业生首次创

业选择行业的最主要依据是“个人兴趣”（30%），其次是“市

场需求”（23%，见图 10）。以自己喜欢的行业作为创业领域，

欲知详情，请参阅本刊 2014 年 3 月刊《在斯坦福

学设计》一文。

注

固然是一种幸福，也可成为坚持创业的动力，但仍需注意要

将兴趣与市场需求等相结合。创业不能只是自娱自乐。

版式设计｜何亭亭

5 创业不能自娱自乐

4 创业能力从何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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