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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给定资料

教育部有关负责人称，虽然调查发现我国大学生的自主创业率很低，与发达国家 20%

左右的大学生创业率相比，仍有相当大的差距，但如果自主创业的观念今后能在大学校园逐

渐深入人心，就能带动大学生创新人才的培养。

事实上，自主创业带动创新性人才培养的要求，也折射出高校在创业教育方面的尴尬处

境。调查发现，有 12.54%的学生认为自己学校几乎没有任何创业教育，有 8.07%的学生不

了解自己学校开展创业教育的情况，高达 39.56%的学生认为自己学校的创业教育“很一般”，

只有 12.23%的学生认为自己学校的创业教育还不错。

在我国，虽然很多高校开设了创业方面的课程，但是创业教育基本上仍属于“业余教育”，

创业课程也都是引进国外的教育课程，很少针对中国文化、学校特色进行系统研究和修订。

至于创业教育的师资，姑且不论教师缺乏实战经验，对学生缺乏吸引力，即使是教育部连续

办的几期创业骨干教师培训班，至今也只培训了 500多名教师，对于国内 1000多所高校来

说，无疑是杯水车薪。

课题组在调查中发现，鼓励大学生创业，营造大学生创业氛围的意义，并不能在短期内

就能看到大学生创业带动就业的成效。因为调查发现，能够投入到创业中的大学生，本身就

很少有就业障碍，各方面的能力都非常优秀，而且大学生创业企业容纳的员工人数也非常少。

调查发现，大学生创业企业中，有近一半的企业人数在 5人以下，5到 10人的企业占

了 35.92%，11人到 20人的创业企业占了 11.33%，20人以上的企业只有 3.56%。而且在大

学生创业企业中，有 45%以上的创业企业正考虑歇业或者已经停止营业。只有 22.98%的企

业运行良好，另有 31.39%的大学生创业企业仅仅能维持收支平衡。因此，期望大学生创业

能够在短期内带动就业并不现实。

不过调查也发现，大学生创业的成熟企业规模都相当可观，大部分企业的资产在数亿甚

至十亿元以上。因此调查建议，在创业导向上应该更加明确，创业只是为大学生提供一个平

台。事实上，调查也发现，尽管创业大学生的百分比连 2%都不到，但是有 60.85%的大学生

认为有机会就要创业，有 14.37%的大学生认定自己一定要创业，考虑创业的大学生比例较

之前两年已经有了很大的提升，说明创业的想法正在大学生中逐渐得到认可。

创业的想法已经在大学生中如此普遍，但是大学生对于创业的时机选择，却与企业给他

们的建议大相径庭。

调查发现，有创业经历的学生中 69.58%选择了在校期间就创业，有 16.18%的学生选择

毕业当年创业，只有 14.24%的学生选择毕业后 5年内创业。但是对于大学生在校或者毕业

当年开始创业，企业界却是持保留态度。调查发现，有 71.99%的受访企业认为大学生应在

毕业后先工作一段时间再创业，有 14.10%的受访企业认为大学生可在离校前就着手创业项

目，而对于毕业后马上开始创业持支持态度的企业只有 8.38%。

上述调查结果，并不能说明企业不赞成在校学生参与创业，它们更多的是出于企业对在

校学生创业能力和素质的担忧。而对于大学生创业企业失败的调查也印证了这一担忧。调查

大学生的创业企业发现，影响企业成败因素中，“自身能力、资金条件、市场环境”这三项

的选择比例超过了 3成，被学生认为是自己创业失败的最大原因。而“经验、资金和社会关

系的缺乏”则被大学生认为是自己创业的主要障碍。这就不难理解大多数企业对于大学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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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建议是“先就业攒经验再创业”了。

二、作答要求

根据以上材料，请围绕我国大学生创业面临的问题，自拟题目，写一篇文章。

要求：（1）不拘泥于背景材料；（2）800～1000字；（3）主体明确，结构完整，说理充

分，语言流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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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

【参考例文】

对症下药，破解大学生创业难题

习总书记鼓励年轻人开启创业理想、开展创业活动，激发了双创热潮，这是一个创业干

事的时代，越来越多的大学生选择自主创业。然而，大学生创业也面临不少问题：学校缺乏

系统的创业教育，师资数量不足；政府引导扶持不足、大学生创业导向不明；创业者缺乏创

业知识、技能和经验。这需要高校大力开展大学生创业教育，政府提供资金政策等扶持，更

需要大学生自身提高创业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

高校开展创业教育，建立完整的创业教育体系，将创业教育渗透到学校教育之中，加强

师资队伍建设。一方面开设有针对性和实用性的创业课程。结合我国高校特色，采取必修与

选修结合的方式，开设各类创业课程，分阶段进行培养，满足不同专业、不同年级学生的需

要。另一方面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可借鉴美国商学院的经验，建立一支由专职和兼职老师组

成的教师队伍；同时为高校创业教师提供培训和交流的平台，提升校内专职创业教师的素质。

对于实践类课程，聘请社会上有经验的优秀企业家，结合他们的创业经历为学生讲解，提高

课程的实用性。

政府也应为大学生创业提供平台和资金政策扶持，给予正确的指导引导，帮助大学生明

确创业导向。部分创业者盲目追随所谓的“风口”，导向不明确。政府应引导其将自身兴趣、

优势与市场需求结合。还有部分创业者空有想法，具体环节的落实一头雾水。需要政府为其

筑巢搭台，提供创业平台，建立企业孵化器，为其提供法律、税务上的指导咨询服务。企业

成立初期，任何环节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夭折。此时，需要政府在税收上给予减免优惠、财

政上给予支持，银行为大学生创业提供低息贴息贷款。

创业者自身更应主动提升创业能力素质、为创业积累工作经验，选择合适的创业时机。

在校内，积极争取学校提供的各种工作实践机会，比如去学生超市、食堂、书报亭等实践平

台应聘上岗，锻炼自己，积累工作经验；主动参加校就业中心举办的校友创业交流会，相互

取长补短，择善而从。在校外，参与企业或当地政府举办的创业论坛、创业设计大赛等模拟

创业活动，提高创业意识，培养创业精神，增强创业能力。同时，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创业

观，选择合适的创业时机，做好充分前期准备，先规划后行动。

习近平总书记说，在当今中国，只要有梦想、又踏实肯干，人人都有出彩的机会。让我

们乘着双创等政策东风，搭上智能科技的快车，以梦为马，让我们敢于追梦、善于追梦，无

畏创业风险，砥砺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