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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高职院校新生代大学生创业动力的
几点建议

摘要：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王聪颖研究认为，当前高职院

校大学生创业动力不足，存在创业目标不明确、知识能力储备不

足、创业心态不稳定等诸多问题。究其原因，是由于缺乏健全的

创业人格教育、厚植的创业文化涵养、有效的创业培育措施和坚

实的韧性自愈机制。提升高职院校新生代大学生创业动力，要强

化能力，培育内生创业；优化生态，推进协同创业；增强韧性，

促进持久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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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国家深入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重点支

持高校毕业生等群体就业创业。创业是一项高风险活动，高职院

校新生代大学生的创业动力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专业技术型人

才的创业主观能动性。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王聪颖承担的江苏

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互联网+’背景下高职院校新生代大学

生创业动力机制研究”，基于实际调研，分析江苏高职院校新生

代大学生创业动力的现状与问题，并提出促进其创业动力的相关

对策。

一、高职院校新生代大学生创业动力的基本现状和主要问题

1.创业目标不明确，创业热情被挫伤。调研发现，处于创业

探索期的高职院校大学生普遍对创业的认识较为浅显，创业前基

本没有深入调查市场，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缺乏必要的综合素

质。此外，受制于实践能力薄弱、创业认知不足等原因，高职院

校大学生创业者往往无法对创业目标、思路、形式、内容等展开

理性的甄别与分析，导致“盲目创业”或者“冲动创业”。

2.知识能力储备不足，创业激情被削弱。根据《2020 年中

国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显示，我国高职大学生毕业后自

主创业的职业分布以销售类、制造类、餐饮类和娱乐类为主，鲜

有“知识型”和“科技型”的高技术、高附加值的创业模式。高

职院校大学生真正接触到商业项目和参与商业活动的机会不多，

难以获得切身的创业感受和体验。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其在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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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能力和创业实践等方面形成“短板”，进而削弱其融入商业社

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3.创业心态不稳定，创业韧性被消磨。据调查，在 2015 届

江苏高校自主创业的专科毕业生中，三年后仍坚持自主创业的毕

业生仅占 44.8%，比 2014 届低 1.4 个百分点，这意味着半数以

上的高职院校大学生在毕业三年后都放弃了创业。虽然部分创业

者初心勃勃，但是在创业过程中因缺乏挫折和困难的历练，创业

韧性不足，导致其创业初心发生动摇甚至放弃。

二、高职院校新生代大学生缺乏创业动力的关键原因

1.缺乏健全的创业人格教育。高职院校大学生处于成年早

期，其心理和人格发展还未健全。然而，创业者所拥有的价值观、

自我认识、品质和动机等是创业者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现阶段，

我国创业人格教育依旧停留在表象层面，主要偏重于创业项目的

商业模式和盈利转化过程，比较笼统且不够全面，不利于对创业

者内在人格的培养和品质的塑造。

2.缺乏厚植的创业文化涵养。我国的大学生创业文化尚处于

形成阶段，以培养专业技术型人才为目标的高职院校的创业文化

尤其薄弱。由于受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学而优则仕”“小富

则安”“铁饭碗”等仍是我国绝大多数家庭教育子女择业的最现

实目标，这必然会抑制大学生的创业动力和热情。此外，课业负

担相对较轻的高职院校大学生生活受网络游戏、直播视频、网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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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赏等影响较为普遍，对其“创新发展拓荒牛”精神的培养有弊

无利。

3.缺乏有效的创业培育措施。为了鼓励大学生自主创业，国

家和地方政府出台了创业培训指导、资金支持、税费减免等一系

列创业优惠政策，但调研发现，相关政策的宣传、落实没有真正

到位。此外，现有创业培育尚未完全立足于高职院校大学生创业

者的实际创业需要，在提供咨询、测评、指导、模拟等方面缺乏

互动机制，尤其是在创业实训基地的建设上，更多地只是停留在

搭建阶段，实际沟通、实践运行和实质服务等环节相对薄弱。

4.缺乏坚实的韧性自愈机制。调研发现，83%以上的高职院

校大学生创业者认为创业的动力主要来源于自我实现和成就感

的需要。创业过程中遇到困难或其他不可控因素时，近半数人会

选择放弃。这主要是由于缺少自我调整的创业韧性自愈机制，尤

其是当面临重大事件时，个人能力和创业环境均准备不足，导致

创业动力消退甚至是归零。

三、增强高职院校新生代大学生创业动力的对策建议

1.强化能力，培育内生创业。构建“三导师制”+“四课程

模块”，提高高职院校大学生的创业核心能力。即通过“学校专

业导师、企业技术导师和孵化园的双创导师”的师资牵引和“专

业技能—文化素养—综合技能—创新创业”课程培养，促进“学

生—项目—导师”间的无缝对接，形成联动培养创业型人才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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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机制。在当前“广谱式”创新创业课程的基础上，增加提升创

业者技术技能、工匠精神、创新创业综合能力的“实效式”特色

课程，实现双创教育与素质教育无缝耦合，为创业者提供更加实

用的知识技能。此外，还应强化思政类、通识类课程建设，培养

学生的家国情怀和创业使命感，塑造自信、诚信、宽厚、坚韧的

品格素养。

2.优化生态，推进协同创业。各级政府要加强创业政策宣传

解读、执行落实，积极为高职院校大学生创业者提供融资渠道、

信息平台、创业跟踪、管理咨询、知识产权、心理建设等方面的

支持和帮助。高职院校应进一步发挥校企合作企业的“反哺”功

能，建立多元化联合创新中心、协同创新中心、产业促进中心等，

构建“众创空间-孵化器-加速器”三位一体的孵化链，为高职院

校大学生创业者提供一站式服务。此外，还应积极营造创新创业、

务实奉献的文化氛围，引导家庭和社会给予高职院校大学生创业

者更多的理解、鼓励和支持，提高其创业自信心和自生力。

3.增强韧性，促进持久创业。注重创新创业的精神培育和价

值引领，从个体、组织和国家层面引导培育企业家精神。培养高

职院校大学生创业者的反脆弱意识和抗压韧性，建构创业过程中

的反脆弱机制。帮助遇到挫折和失败的创业者或创业团队，运用

比较分析和反事实方法，通过还原事件经过、对比事件始末，强

化对事件本质的理解，进而厘清事件的因果逻辑，增强其对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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挫折或重大事件的认知、反思和防控能力。

（作者王聪颖，系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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