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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建设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以安徽财经大学为例1 

马招弟 杜楠楠 丁天娇 

(安徽财经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安徽 蚌埠 233030) 

【摘 要】目前，社会就业形势严峻，就业压力大，大学生用创业来缓和就业压力已经成为一种趋势，政府也

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支持大学生创业。为了给大学生提供创业实践的平台，全国高校普遍建立创业孵化基地。本研究

以安徽财经大学创业孵化基地为例，探讨分析安徽财经大学创业孵化基地在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分析原因，并

为我校建设创业孵化基地、培养创业人才、提升大学生创新思维与创业能力建言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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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随着社会的发展，大学生就业形势日益紧张，为了缓解就业压力，国家推行了一系列的政策来支持与鼓励大学生创业。大

学校园为大学生提供了创业孵化基地，以便向大学生创业提供创业培训、创业设施等，在其走上社会前就具有创业的经验，有

效提高了创业的成功率。大学校园创业孵化基地的建立使高校的创新创业教育体系更加完善。本研究验证了高校大学生创业孵

化基地管理的相关理论，对大学创业教育具有重要发展意义。同时，对高校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管理水平进行提高，对高校大

学生创业孵化基地进行规范化管理，并且能够为我校创业孵化基地提出意见。 

2 研究现状 

2.1国内研究现状 

目前，我国高等院校结合理论教育和创业实践建设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主要是为了高校能够实现社

会服务功能，在高等学校实现社会服务功能，便于将理论学习深入到实践研究，也成为了大学教育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年来，国内研究主要侧重于对创业的理论和实践的指导，但其中也涉及了大学生创业及其支持体系。本研究以安徽财经大学

创业孵化基地为例，探究高校创业孵化基地在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提出相对应的解决对策。 

2.2国外研究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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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关注研究创业孵化活动的是美国的一些机构和学者，但目前随着就业形势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从不同的领域研究

创业。但是当前几乎没有针对大学生创业孵化体系理论的研究。研究创业孵化园建设的主体仍然是发达国家，而其他国家也在

不断探索。 

3 安徽财经大学创业孵化基地的办园模式及成效 

安徽财经大学利用其自身优势来鼓励和支持大学生自主创业，于 2013年 5月建立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创业孵化基地建立

在安徽财经大学东校区 9栋和 11栋宿舍楼下，规模达 1400多平方米，基地提供了 20多个房间作为人驻企业的办公场所。 

3.1办园模式 

创业孵化基地的入驻项目采用学院申报一一院小组初审一专家评审一创业基地管理领导小组审核一批准入驻一进驻孵化基

地的申报流程，企业的入驻周期为一年。目前，我校大学生创 业孵化基地的人驻企业巳经有 20家，这些人驻企业的经营管理 人

都已经开始自主创业，并实际带动了百余名学生就业。现在的安财创业孵化基地集创业的培训、实践、孵化、服务于一体，已 经

成为蚌埠大学城区具有引领示范作用的创业孵化基地园区。  

3.2成果效益 

在一期的发展过程中，以尚艺创业园为代表的创业企业不仅 在安徽财经财经大学发展起来，并在蚌埠各个大学都开有分店， 

同时也将走出蚌埠大学，走向社会。同时，在学校的支持下，创业孵化基地的企业以自身产品、项目积极参加各类创新创业比

赛， 并取得好名次，获得社会各项资金，扩大品牌知名度。 

由于一期发展迅速，安徽财经大学于 2015 年 12 月启动创业孵化基地二期。基地二期正式投入使用后，目前大学生创业孵

化 基地入驻项目有多种，可以归类为技术服务业、广告宣传业、零售业等，共有 220余名大学生自主创业，累计带动就业人数

300 余名，促进了创业孵化基地的发展，让大学生得到充分的锻炼。 

4 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运行存在的问题——以安徽财经大学创业鹏化基地为例 

 4.1运行模式的挑战 

创业孵化基地是在学校开展的企业，而且由学校和政府主管, 使学生认为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是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社会公

益性 机构。抑制了其他投资者的投资兴趣，使投资资金短缺，导致入驻企业运行困难。项目经营管理人员的大量时间都要被用

来筹集 资金，在培育创新企业方面，就会无暇顾及，使创业孵化基地的运行效率大大降低。  

4.2创业教育体系不完善 

我校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在创业教育体系方面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因为师资力量较为缺乏，没有老师进行专业的创业指 

导。创业教育没有完整的理论框架，权威的教材体系尚未形成，导致创业方向不是太明确。 

 4.3资源支持力度不足 

虽然高校以及社会不断加大学生创业工作的投入力度，但是由于处在校园，大学生普遍缺乏市场化的创业经验，风险意识

不强，无法应对外来风险。而且没有系统化的管理经验，容易陷入被动状态。在创业初期，缺乏启动资金和人才，虽然安徽财



 

 3 

经大学为大学生提供办公场所和一些基本设施，能大大减少创业学生的基础固定成本，但其货源、运输、宣传等开支都需企业

本身筹划资金。 

4.4竞争力薄弱 

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位于校园内，其客户仅限于本校学生， 不与社会市场相联系，无法有效地使用社会资源。同时，由于

学校、 政府给予帮助有限，导致创业孵化基地产品成本过高，而且品种 款式有限。在校大学生很少购买创业孵化基地的产品，

使其创业 孵化基地的企业不能得到长久有效的发展。 

5 对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未来发展的思考 

5.1加强创业方面的技能培养 

目前来说，大学当中的很多教学相关内容已经落后时代的发展，无法符合当今社会发展的需求。而创业孵化基地可以通过

自身的特点和功能来弥补这一点。为了使大学生的创业能顺利开展， 创业孵化基地应该重点关注对于大学生创业能力的培养，

尤其是 一些创业方面的理论知识和实践方面的技能，通过培训和设置体验活动来让大学生理解创业的真实情况和困难，让大学

生们意识到创业孵化基地的培训内容对于他们今后的创业道路是多么的重要并且关键，最终为大学生的创业拓宽道路。 

 5.2创业孵化基地要合理的利用自身的资源 

大学生创业最缺乏的就是启动资金以及管理决策能力， 具体的项目等等方面，创业孵化基地可以在大学生创业前期. 用其

自身的优势针对不同类型的项目进行专业培训。创业孵化基地可以利用学校的公信力为大学生提供更多的社会资源帮助， 可以

在资金上给予一定的补贴，同时为大学生从社会上获取项目投资，在学校以及社会积极宣传，减轻大学生创业初期的困难，从

而帮助大学生创业。 

5.3营造校园创业氛围，培养创业意识 

目前大学生大多具有创业意识，但大多对于创业敢想不敢为。而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对策就是营造校园创业氛围，培养创

业意识，让大学生将想法付诸理性行动。高校可以利用创业孵化园加强创业宣传，充分发挥其载体教育功能，让更多学生可以

体验在创业孵化基地的日常工作流程，体验创业的过程。积极举办各项活动，激发大学生的创业观念和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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