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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高校毕业生创业现状、问题与对策研究*

——基于2012—2015届浙江省高校毕业生职业发展状况及人才培养质
量调查报告

林聪伶

（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浙江 温州 325003）

摘 要：浙江省大学生作为创新创业的生力军，其创业率达到了4.82%，高于全国水平的3%。但通过对《浙江省

高校毕业生职业发展状况及人才培养质量调查报告》（2012届-2015届）的数据分析，毕业生创业仍存在创业率低、创

业知识与创业技能较缺乏、创业与专业结合不够紧密与校园创业环境不佳等问题。由此提出了开展创业普及教育，开

设创业知识与技能选修课，改革专业教学、融入创新创业，以及改善校园创业环境，提高大学生创业的数量与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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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College
Graduates in Zhejiang--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Report of 2012 -2015 College
Graduates' Career Development Situation and the Quality of Personnel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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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university students of Zhejiang Province is a strong force in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as its entrepreneur-

ial rate reached 4.82% , higher than national level which is 2.16% . However, through the data analysis of Investigation Report of

2012 -2015 College Graduates' Career Development Situation and the Quality of Personnel Training, the problems still remain, such as

the low standard of the entrepreneurial rate, the lack of entrepreneurial knowledge and technique, the little integration of entrepreneur-

ship and profession, and the poor university entrepreneurial environment. Therefore, to undertake entrepreneurial general course, to of-

fer optional courses of entrepreneurial knowledge and technique, to reform the major courses to integrate the entrepreneurship, and to

improve the university entrepreneurial environment as a way to increase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graduates entrepreneurship are

highly nee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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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浪潮已经

席卷全国，浙江省作为创新创业的活跃地区，大学

生自主创业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这对创业教育提

出新的要求和新的挑战。通过分析浙江高校毕业生

的创业现状，剖析存在的问题，对如何完善创新创

业教育，进而提高大学生创业教育的质量具有重要

意义。

一、浙江省高校毕业生创业现状

创业是创新精神向创新实践转化的中介。毕业

生创业的数量和质量是高校人才培养质量高低的重

要参考依据。本文选取了调查报告中10个方面，如

创业率、创业规模、创业形式、创业资金等方面分

析浙江省高校毕业生创业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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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创业率

由表 1可以看出，浙江省高校毕业生的创业率

在总体上稳步提高，高职高专毕业生的创业率要明

显高于本科毕业生创业率。但是对2015届毕业生来

说，不管是本科毕业生，还是高职高专毕业生，其

创业率都有一小幅度下滑。

在 2015年“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号召下，

2014届的创业率有较大幅度增长，增长了 0.39%。

主要原因来自高职高专毕业生的创业率由 6.01%增

长到 6.49%，增长了 0.48%，可见高职高专毕业生

的创业热情更高。而在 2016年，随着创业高潮褪

去，高校毕业生的创业趋于现实化和理智化，因此

2015届学生的创业趋势有所下滑。

（二）创业开始的时机

由表2可以看出，超过1/3的毕业生选择毕业后

直接创业，说明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在校期间已经对

创业有了充分准备。超过半数的毕业生决定就业一

段时间后再进行创业，更符合一般创业规律，创业

的成功率也会更高，说明大部分毕业生属于理性创

业。但仍有约10%的学生在待业一段时间后进行创

业，说明生存性创业仍不在少数。

（三）创业规模

由表 3可以看出，浙江省高校毕业生的创业规

模主要集中在微型企业（1～5人）。但从2013届开

始，创办微型企业的高校毕业生人数占比逐年下

降，与此相对应的，创办的企业规模在 6～10人和

11～50人的高校毕业生人数占比逐年增加，由此可

见，毕业生创业规模在逐渐由微型企业向小型企业

扩大。创业规模的扩大，可能在一定范围内，提高

了创业成功率；而所创造的就业岗位数在一定程度

上有所增加，则提高了就业率。另外，通过对比本

科院校与高职院校创业学生数据发现，两者之间并

无明显区别。

（四）创业基本形式

由表 4可以看出，将近一半的浙江省高校毕业

创业学生选择个体经营的方式进行自主创业，这是

由于在信息技术发达的今天，以互联网为基础的创

业形式与项目层出不穷，电子商务和移动电商等个

体经营方式准入门槛低。而超过 1/3的学生选择合

伙创业，这一数据在经历 3 年的连续走低后，在

2015届毕业生中有了小幅度的增长，与此对应的

是，个体经营这一创业形式不升反降低，可以说明

大学生形式在慢慢由“单打独斗”的个体经营模式

转变为合伙创业模式。同时，浙江省最为民营经济

较为发达的地区之一，毕业生中选择进入家族企业

进行创业的仍占有一席之地。而这一数据 4年来持

续下滑，可见毕业生的创新思维不断进步，不再局

限于家族企业创业，独立门户、自成一派才是未来

的创业趋势。

（五）创业资金来源

由表 5可以看出，家庭、亲戚朋友资助仍是高

校毕业生创业资金的主要来源，但所占比例呈现出

下降趋势。申请创业贷款和寻求创业基金或社会风

投作为创业资金来源比例从2013届开始呈现逐渐递

增趋势，说明毕业生创业资金来源近三年来不断改

善，创业融资环境逐步得到改善，也从一个侧面反

映出大学生创业质量提高，越来越多的创业项目得

到了社会资金的认可。另外，通过对比本科院校和

高职院校毕业创业者在资金来源比例数据，发现两

表1 浙江省高校毕业生创业率 单位：%

2012届

2013届

2014届

2015届

全省毕业生

4.42

4.63

5.02

4.82

本科毕业生

3.15

3.5

3.76

3.55

高职高专毕业生

6.09

6.01

6.49

6.36

表2 浙江省高校毕业生创业时间 单位：%

2012届

2013届

2014届

2015届

直接创业

28.9

32.56

34.7

34.72

受雇工作一段
时间后创业

56.62

53.56

51.15

52.15

待业一段时
间后创业

9.51

9.88

10

9.01

其他

4.97

4

4.15

4.13

表3 浙江省高校毕业生创业规模 单位：%

2012届

2013届

2014届

2015届

1～5人

69.68

75.5

70.82

69.88

6～10人

16.43

13.69

15.69

15.89

11～50人

9.51

7.69

8.37

9.53

50人以上

4.37

3.13

5.12

4.7

表4 浙江省高校毕业生创业基本形式 单位：%

2012届

2013届

2014届

2015届

个体经营

46.19

49.32

50.23

48.38

合伙创业

35.4

34.46

33.52

36.63

家族企业

13.1

11.56

11.15

10.41

其他

5.31

4.66

5.1

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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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差别显著之处在于本科毕业生更在意大学里勤工

助学与兼职所得创业（平均7.92，高于高职学生的

6.41），而高职毕业生更在意工作后收入所得进行创

业（平均17.03，高于本科学生的14.31）。

（六）创业年纯利润收入

由表 6可以看出，年纯利润收入在 4～10万元

的比例最高，约占 35左右。10万元以上的比例逐

年递增，从2012届的33.58、2013届的34.61、2014
届的 39.10、2015届的 40.73，与受雇毕业生月平均

收入相比，这一部分创业者的收入高于受雇毕业生

的收入。而年纯利润收入在 4万元以下的比例则逐

年下降。反映出大学生创业盈利能力逐步提高。

（七）创业内容与所学专业相关度

由表 7可以看出，高校毕业生的创业内容与所

学专业相关程度不高。但从总体趋势上看，创业者

的专业相关率从2013届的34.26，2014届的37.44到
2015届的38.43，整体上有一个提升，说明创业内容

与所学专业关联度在增大，但提升的空间还很大。

另外，通过对比本科院校和高职院校的毕业创

业 学 生 数 据 ， 两 者 不 存 在 显 著 差 异 。 分 析

2012-2015 四届毕业生创业率排名前十的专业发

现，艺术类专业优势明显。创业率排名前十的本科

专业中，2012 届有 6 个艺术类专业、2013 届有 4
个、2014届有6个、2015 届有7个；创业率排名前

十的专科专业中，2012届有 7个艺术设计类专业、

2013届有 5个、2014届有 5个、2015届有 2个。动

画专业和摄影专业连续 3届进入本科专业创业率前

十位；而体育服务与管理专业连续三届进入专科专

业创业率前十名。这说明毕业生创业具有偶然性，

同时也深受周围创业氛围的影响。

（八）创业动机

由表 8 可以看出，毕业生创业动机主要来自

“创造出更多财富”、“实现自我价值”、“不想被约

束，想自由发挥和支配时间”和“个人兴趣爱

好”。其中，“创造出更多财富”牢牢占据第一，由

此可见，为“钱”创业的想法根深蒂固。同时，

“迫于就业形势”而创业的比例在不断降低，可见

生存型创业比例下降，创业生态趋向良性发展。

表5 浙江省高校毕业生创业资金来源 单位：%

2012届

2013届

2014届

2015届

家庭、亲
朋资助

56.44

69.17

66.16

62.7

大学里勤
工助学与
兼职所得

8.58

5.75

6.26

7.48

申请创
业贷款

4.79

2.55

3.13

3.38

寻求创业
基金或社
会风投

2.59

1.55

2.29

2.46

工作后
收入

20.48

14.01

14.03

15.22

其他

7.12

6.97

8.12

8.76

表6 浙江省高校毕业生创业者年纯利润收入 单位：%

2012届

2013届

2014届

2015届

20万元
以上

14.12

15.09

17.01

17.64

10～20
万元

19.46

19.52

22.09

23.09

4～10万元

35.59

35.53

34.02

34.34

0～4万元

23.15

21.93

19.02

17.32

0元以下

7.68

7.93

7.86

7.61

表7 浙江省高校毕业生创业内容与所学专业相关情况
单位：%

2012届

2013届

2014届

2015届

完全相关

8.88

9.62

11.31

12.48

相关

10.05

12.48

13.17

12.26

基本相关

15.38

12.16

12.96

13.69

不太相关

29.13

31.82

30.76

30.99

完全不相关

36.56

33.92

31.8

30.58

表8 浙江省高校毕业生创业动机 单位：%

2012届

2013届

2014届

2015届

实现自我
价值

24.13

62.81

59.31

58.79

创造出更多
财富

26.15

65.95

60.12

60.2

个人兴趣
爱好

16.02

39.1

39.41

40.89

迫于就
业形势

5.64

13.48

11.06

9.71

不想被约束，想自由
发挥和支配时间

19.83

52.15

47.64

47.14

创业成功偶
像崇拜

2.71

5.8

5.26

4.82

工作不顺心，换
种工作环境

2.58

6.01

5.6

5.02

其他

2.94

7.02

7.63

6.63

注：这一问题，2012届为单选，2013届、2014届、2015届为多选。

（九）创业困难影响因素

由表 9可以看出，对于创业者来说，最大的困

难并不是缺乏创业资金，而是缺乏创业经验和人脉

关系，其次才是缺乏创业资金。约有10的毕业生创

业者认为创业的困难之处在于缺乏相关的知识和技

能，平均有8.32的毕业生创业者认为自己缺乏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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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理素质。各项数据在短期内基本保持稳定，没

有太大的波动。

（十）希望学校采取何种措施帮助大学生创业

由表10可以看出，毕业生创业者最希望学校能

力建设大学生创业园，为大学生提供场地、设备等

环境服务，平均占比 56.55。其次是提供配套资

金，平均占比 45.49。开设创业课程、举办创业讲

座等也吸引了大部分学生的关注，平均占比

42.87。而上述各项指标，除“提供配套资金”和

表9 浙江省高校毕业生创业困难影响因素 单位：%

2012届

2013届

2014届

2015届

缺乏创业资金

23.4

23.41

25.33

25.67

缺乏相关的知识
和技能

9.19

9.61

9.43

9.49

缺乏创业经验和
人脉关系

49.51

49.17

45.61

45.71

缺乏良好的创业
环境

5.39

5.23

4.97

4.61

缺乏良好的心理
素质

8.06

8.15

8.79

8.26

缺乏良好的体能
素质

0.67

0.53

0.56

0.52

其他

3.78

3.91

5.32

5.74

表10 浙江省高校毕业生希望学校应该采取何种措施帮助大学生创业 单位：%

2013届

2014届

2015届

建设大学生创业园，为学生提供
场地、设备等环境和服务

59.87

55

54.77

多开展与创业相
关的校园活动

42.67

40.39

39.84

开设创业课程，举
办创业讲座等

43.11

43.09

42.42

提供配套资金

44.96

46.41

45.1

开展弹性学时，
鼓励休学创业

/

23.14

20.98

其他

10.84

10.27

10.33

注：2012届问卷调查中无此题；2013届的问卷调查种没有“开展弹性学时，鼓励休学创业”这一选项。

“其他”外，都呈现逐年递降的趋势，说明各高校

已经开始重视创业教育的重要性，并在校园内积极

开展创业教育和创业服务。

二、浙江省高校毕业生创业存在的问题

（一）缺乏创业精神，创业率较低

根据2016年6月麦可思发布的《2016年中国大

学生就业报告》，中国高校毕业生的创业率为3，浙

江省的高校毕业生创业率为4.82。虽然超出全国水

平，但是较上一年已经有所下滑。与此同时，仍有

一部分毕业生创业者属于生存性创业者，其创业动

机是出于无奈，迫于就业形势的压力才进行创业，

而非主动地、积极地投入到创业大军之中，可见中

国大学生的创新创业意识有待提高，创业教育质量

有待继续提高。

（二）缺乏一定的创业知识和创业技巧

创业是一项十分复杂的活动，它要求创业者具

备各类创业知识和创业技巧。创业知识包括市场营

销知识、财务知识、行政知识、法律知识等。创业

需要调动全方位的资源，包括人力、财力和物力。

而“人”是最重要的。由于各类的资源的限制，大

学生创业规模往往属于微小型企业，团队人员往往

在1～5人左右。团队规模小，团队内所具备的创业

知识不全面，创业的可能性降低，创业的成功率降

低。这也是现在提倡跨专业组建创业团队的必要性

之一。

（三）创业与专业结合不够紧密

由于互联网科技的迅猛发展，电子商务和移动

电商的普及，以互联网为基础的创业形式与项目层

出不穷，且技术门槛低，风险较小，比较适合大学

生创业。再加上部分专业知识的特性，很难与创业

相结合。因此，大部分毕业生创业者所选择的创业

内容与所学内容相关性不大。大学生在大学校园中

所学内容无用武之地，导致了时间浪费与资源浪费。

（四）校园创业环境有待改善

环境之于一个人有着强大的影响力。例如，在

有着浓郁创业氛围的温州，人人都具有当老板，去

创业的想法，创业意识就在不知不觉之中渗入到头

脑里、血液里。大学生学习、工作和生活的环境，

相对来说较为封闭、较为单纯。某些高校或尚未开

展创业教育，或尚未建立大学生创业基地，或尚未

64



第18卷 第3期

开展校内的创新创业活动，或尚未推出大学生创业

的政策与措施，这都不利于创业意识的萌发，创业

精神的培养，和创业能力的发展。

三、对策及建议

（一）开展创业普及教育，提高创业意识

创业普及教育是以培养大学生的创业意识，培

养大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培养大学生的创业精神为

核心的教育。课程内容可以《大学生创业基础》为

蓝本，通过讲解创业步骤，重点挖掘创业机会和商

业创意，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锻炼学生的创新

思维，激发学生的创业意识。课程内容也可以创业

模拟实训为基础，通过运营创业项目，在模拟实训

中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提高学生的创业意识。作

为普及性教育，需要每一位大学生都参与到该教育

课程中。它作为创业的种子，撒进学生的心中，只

待碰上阳光雨露，就能发芽成长，结出创业的

果实。

（二）增强创业知识和创业技巧

创业不仅仅需要专业知识，还需要配套的创业

知识，每一点配套的创业知识都是系统的一门课

程。大学生在校园内，时间相对宽裕，正是学习全

方面知识，为以后创业打基础的重要时期。高校作

为一个传道授业解惑的地方，只需要合理配置师资

与时间，开设各类创业知识与技能课程。例如创业

过程中极为重要的市场营销、财务管理、知识产权

管理等等。以选修课的形式开展创业教育，既优化

了课程资源配置，也满足了创业学生对学习创业知

识和技能的要求。

（三）改革专业课程内容，将创业融入到专业

知识当中

大学生创业内容与所学专业的低相关度，已经

引起全社会的关注。这固然与互联网+创业的政策

导向，与其创业门槛低、创业风险小有关系，也与

创业与专业结合率低有关系。结合专业创业，乃是

当今社会所提倡的科技创业，科技兴国。这对高校

的专业课程提出改革要求。这需要高校改革人才培

养方案，将创新创业纳入人才培养方案；这需要改

革专业课程内容，将创业融入到专业知识中；这也

需要授课教师改革授课方式，以创新创业思维方式

去教授专业课知识，使学生在学习专业课程的过程

中，发散创新思维，开发专业创意，最终将创意转

化为创业企业。

（四）开展创业实践教育，优化校园创业环境

根据调查显示，学生在创业过程中遇到的最大

困难是缺乏创业经验和人脉，最希望高校能提供的

是创业场地、设备等环境服务。因为创业是开发创

意、实施决策和运营管理的过程，它时时刻刻伴随

着风险，而缺乏运营管理经验，往往导致管理问

题，最终可能创业失败。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开

办的达岸咖啡馆，由学校提供场地和设备，由学生

众筹作为运营资金，核心团队作为管理运营人员，

自负达岸咖啡馆盈亏的创业实践教育模式，给学生

提供了积累创业经验的机会，为学生以后的创业管

理做好经验储备。开展切实可行的创业实践教育，

为学生的创业打下了坚实基础，也大大提供了创业

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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