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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新常态背景下，高校开展创业教育对于服务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建设，深化高等教育综合改革转变发展方式及推动毕业生社会就业、创业等方面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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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态”一词由习近平总书记 2014年 5月在河

南考察首次提出，“结构”、“速度”、“动力”为主要构

成要素，本质内涵为提质增效。9 月李克强总理在夏

季达沃斯论坛首次提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理念，

是对“习式热词”趋势性、不可逆发展态势具体诠释，

象征着我国经济由“管理型经济”转向“创业型经济”，

“创新驱动”逐渐代替“要素驱动”及“投资驱动”

成为当前经济增长核心驱动力。同时，鉴于大学生是

新时代主力军，2015年 5月国务院办公厅出台《关于

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并于

2017年进一步明确“教育综合改革”若干措施，确立

2020年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体系宏远目标。基于此，深

入分析当前我国大学生创业教育现状及问题，对于新

常态下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一、我国高校大学生创业教育构建当代价值 

（一）创业教育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 

二十一世纪是信息、技术与知识爆炸的时代，

更是以创新创业为主要驱动力的时代，传统经济运

作模式已经难以满足日益变化的经济发展趋势，国

与国竞争模式已经逐渐转化为“高新人才之战”、“科

技成果之争”。当前，我国经济处于新常态阶段，经

济增长方式、经济结构以及驱动动力亟待升级与优

化。我国坚持打造“质量第一，效率第一”新经济，

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与“科技强国”发展战略，

为此做出了一系列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

重大决策。全社会培育“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理

念是首要问题；现代企业转变为创新主体为关键枢

纽；塑造大量创新创业人才为核心条件。这一定程

度上取决于创新教育，尤其是大学生创业教育。美

国、日本、英国等发达国家实践成果表明，创业教

育对培养与输出创业人才，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及

推动国家经济综合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二）创业教育与高等教育综合改革 

中国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于 2010年

正式提出，明确指出要牢固人才培养在高校的核心

地位，面向社会、市场需求，进行人才的培养与输

出，是以全面提升高等教育质量，这标志着我国高

等教育已经由“精英教育”过渡至“大众教育”。2015

年 5 月国务院办公厅出台《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

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明确指出为适应经济新

常态，要把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变革作为高等教育综

合改革的首要目标，通过政策支撑与保障，推进素

质教育建设，加大人才培养与输出力度，进而建设

“创新创意创业”型人才队伍，强化高等教育在稳

增长、优结构、促改革中的效能，为建设富强民主

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教育与人

才支撑。由此可见，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变革已成为

当前及今后推进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的核心内容。 

（三）高等教育与毕业生就业创业 

1998年我国实行高校扩招政策，高校毕业生人数

呈逐年递增态势，如 2000年、2005年、2010年、2015

年毕业生数量分别为 107万、338万、631万、749万，

2016年保守估计约 770万，持续增加的青年就业群体

多元化的社会需求打破了传统就业渠道模式。新常态

背景下，毕业生就业压力大且形势较严峻。据相关调

查表明，一家中小企业可以提供 70%以上工作岗位，

假若大学毕业生群体里有相当部分的学生自主创业，

那么将会大大地缓解社会毕业生就业压力。同时，高

等教育生源大多为 90 后，这一代人成长于移动互联

网时代，且善于应用互联网探索问题、发现问题、解

决问题，他们天性具备强劲的观察力、敏锐的感知力

与信息化应用能力，再加上他们对开放弹性工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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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向往，这均为大学生“创业”梦提动了现实转化动

力，也为高等教育的推行奠定了发展契机。 

二、新常态视角下大学生创业教育问题表征 

（二）创业环境欠佳，政策不健全 

本质上而言，创业教育是全民的教育，有别于

单纯的学校专业教育，它要求政府、高校、家庭及

大学生“四位一体”的联合。近年来，党和国家对

创业教育十分重视，并随当下新常态发展，下发了

一系列文件条例或通知，但是总体而言仍缺乏具体

的法律依据及健全完善的配套政策举措。如与西方

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高等教育法》、《教育法》均

未独立成体对大学生创业内容作出明确指示或规

定，大学生创业合法的法律依据要追溯到 2001 年 1

月出台的关于大学生创业类型的政策举措。在大学

生创业帮扶条例方面，政府工作重心主要集中于免

费咨询、简化流程及减征税收等方面，实际门槛较

高，操作难度较大。对于创业核心要素如项目评估、

融资渠道、创业基金、税收政策，相关法律法规较

欠缺。此外，受传统文化思维影响，家庭及学生对

创业教育的理解、认可及支持不到位，有时甚至转

变为阻碍创业教育发展的因素。 

（二）创业师资缺乏，体系不完善 

至今为止，我国高校创业教育仍缺乏完备的教育

目标、学科体系及有效制度安排，呈现一种“正规教

育”之外的“业余教育”现象。如绝大多数高校建有

大学生创业指导中心，积极鼓励、支持大学生自办公

司、参与创业竞赛、开办创业社团，但仅停留在对创

业理念扶植上，并未切实执行到“真枪实干”层面；

创业教育课程设置，遵循“专业化择课”标准，与商

业联系密切的经济管理学院、商学院或相关工科学院

才进行开课设置，覆盖范围窄且专业化程度不高；创

业教育评价体系欠缺，导致创业教育实践活动得不到

有效反馈及检验。其次，创业教育是一项知识层面与

实践经验性较强的特殊学科，它要求在职教师具备扎

实创业理论学识，同时要有足够实践经验，甚至要有

一定的人脉、渠道及技术资源。而我国高校大部分创

业教育教师均为半路出家者，经验短期在职培训，难

以将创业教育活动落实到教学目标上。 

（三）意识形态淡化，观念较滞后 

意识形态淡化，观念较滞后主体现在三个层面：

高校、家长及学生个人。高校由于对创业教育内涵

及当代价值认知不足，将创业教育等同于就业指导，

单层次扶植大学生创办办公室或创业社团，并未将

创业教育内涵适宜渗透、融合进学校整个育人体系，

也未将创业教育认知高度上升至国家经济发展“驱

动力”层面。同时，沿袭传统教育侧重于对大学生

专业知识教授，忽视了大学生创业精神的培育，导

致大学生创业意识、创业知识、创立能力的欠缺。

大学生对创业教育认知也存在片面性，投身创业行

列一味只向钱看，忽视了个人创新精神、创新知识

及创新能力培育，甚至将专业课程与综合素养抛之

脑后，一味去摆地摊或勤工俭学。受传统文化思维

影响，部分家长对创业教育的理解、认可及支持不到

位，有时甚至转变为阻碍创业教育发展的首要因素。 

（四）创业素质欠缺，受挫能力差 

新常态下，大学生创业沿用传统创业模式，餐饮

服务、商业零售、教育培训为主创业行业，高新技术

产业创业占比不高，这说明，高校大学生新业态、新

模式、新产业、新技术思维欠缺。移动互联网时代下，

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专业相关性较低，制约相关产业

专业化、平衡式、全面性发展，也阻碍跨界整合战略

的实施，难以实现企业经济利益与社会利益最优化。

同时，由于大学生专业背景差异性及层次性，部分大

学生对企业经营管理认知不足，不了解企业人、财、

物资源配置与优化，整体团队建设能力薄弱，导致即

使是较好创新创业项目也无法达到预期目标。此外，

据相关调查显示，绝大多数大学生受挫能力较差，会

因一次偶然失败就放弃创新创业，造成创新创业持续

性的欠缺，这均不利于高校创业教育的推进及普及。 

三、大学生创业教育“四位一体”战略选择 

（一）政府层面：优化创业环境，加大政策扶植 

政府部门是学校、家庭及学生个人创业教育的

联结枢纽，其重大方针政策指导着社会的有序发展。

新常态下，要想优化创业环境，创业文化宣传为重

点，创业政策体系为核心，是以实现“四位一体”

的联合。具体举措涉及内容：“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创业文化宣传，营造全社会、全民正确创业观意识；

逐步完善、出台与创业实践信息同步的政策法规，

尤其是项目评估、融资渠道、创业基金、税收政策

等方面条例；加大对高校创业教育配套扶植，并以

政府公信力做担保创立创业教育基金，并建立健全

政府信用担保体系；切实贯彻“政策先行、资金保

障”原则，对大学生给予税收优惠政策，减轻大学

生创业门槛及创业成本，为其提供广阔的创业空间；

加强对捐赠法的重视，通过设置一定管理机制，将

校友捐赠资金转化为大学生创业资金。 

（二）高校层面：健全创业体系，塑造师资队伍 

在思想上，正确认知、把握创业教育内涵及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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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价值，认识到高校创业教育是文化教育、技术教

育更高层次的教育，并将创业教育认知高度上升至

国家经济发展“驱动力”层面。在行动上，建立高

等教育完备创业教育目标、学科体系及有效制度安

排，同时重视教育评价体系的构建，将高校创业教

育综合改革着力点放在与专业教育、文化教育有机

融合之上，将创业教育列为大学生必修课程，根据

培育对象群体差异性、层次性设置相应课程体系，

激发大学生研究性学习基础上提高创业教育的实际

效能。在师资建设上，严把职位任用关，招聘优秀

在职教师，对于理论学识、专业技能欠缺教师，定

期组织在岗培训，并设立考核制度与奖惩机制，聘

用阅历丰富实战教师，负责创业教育职责，加强老

教师与新教师交流沟通，构建一种“老带新、新促老”

工作氛围，打造一支年轻化、实力化的师资队伍。 

（三）家庭层面：强化意识形态，提升创业观念 

一定程度上而言，家庭意识形态对大学生就业创

业起到决定性作用。受传统安定平稳编制性质“铁饭

碗”文化思维影响，绝大多数家长对创业教育的理解、

认可及支持不到位，对孩子工作抉择及工作性质产生

大包大揽或强制性要求，阻碍了部分想要走创业之路

的大学生创业者投身创业行列。新常态下，家长这种

传统殷切期盼对大学生来说是一种家庭的压力，更是

一种新型就业观念前行与创新的阻力。因此，这些家

长应该及时转变传统就业理念，依据孩子发展特性及

家庭实际状况合理性、科学性指导孩子积极正面的就

业指导，并充分尊重孩子自我创业的选择，给予他们

放飞自我、现实锤炼、实现价值的自由空间，促使孩

子真正成长起来，独立肩担家庭、社会、国家之职责。 

（四）学生层面：提高创业素养，增强受挫能力 

大学生作为创业主体，在思想上，正确认知与把

握创业教育内涵，在学好专业知识基础上，注重自我

创业意识、创业知识及创业能力的培育。同时也要意

识到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具备创业潜质，只有具备人脑

特有天赋与技能——创新思维，才可考量开展创新创

业活动。创业潜质关键在于对创业的先天灵敏感知

度，可以通过参与一些创业小测试进行预测与把握，

切记单纯凭借自我预估盲目开展创业活动。在对个人

创业天赋有一定认知前提下，若创业意识浓烈就要积

极涉猎创业前沿知识及自身创业能力的提升，在新常

态背景下，尤其要注重对高新产业的关注及相关技能

的学习，正确把握时代航向才能汲取创业新思维、创

业新模式及创业新发展。其次，要将理论知识应用于

实践活动中，在校可通过参与创业中心、创业竞赛等，

在实践中积累创业经验及锻炼自我创业受挫能力。 

新常态背景下，随着“教育综合改革”进程的

深化，大学生创业潮流已成为推进当前经济增长核

心驱动力重要影响因素之一，高校毕业生已成为建

设我国创新型国家的中流砥柱。转变传统理念，紧

抓经济新常态转型的机遇，化发展阻力为发展动力，

积极构建政府、学校、家庭、学生“四位一体”联

合机制，通过创业环境、人力、物力、财力、资源

力等全方位、多层面促进大学生创业能力，构建高

等创业教育健全体系，促进我国稳增长、优结构、

促改革进程的升级及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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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countermeasures of college students'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under the new normal background 

LIU Dong-yan 

( Hunan College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Chang sha 410205, China )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new norm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must carry out the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to create a  rich and powerful democratic society, as well as a harmonious and beautiful socialist 

modern system, deeping the reform of higher education comprehensive transformation of the mode of development 

and promoting employment, entrepreneurship, etc. All of above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four new horizon", which base on the government, university, family and student development of four dimensions, 

we have achieved multi-level and comprehensive surveys and grasp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llege students'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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