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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高校大学生创业素质的调查与分析
*1

巩惠玲 侯泽君 金惠萍

(合肥工业大学电子科学与应用物理学院，合肥 230009)

【摘 要】:在查阅有关高校大学生创业现状、创业素质、培养方案的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选取了具有代表

性的安徽省七所高校大学生发放枟安徽省大学生创业素质调查问卷枠，并通过对创业大学生和创业青年企业家的访

谈，分析了安徽省大学生创业素质的现状及目前的培养情况。调查表明，目前安徽省高校大学生创业意愿较强，但

其创业素质现状并不乐观，同时高校的创业教育效果也并不显著；如何完善高校的创业教育体系以促进大学生创业

素质的提高，成为安徽省大学生创业教育发展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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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创业素质教育对于促进我国创业教育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安徽省作为经济欠发达地区，依靠创业带动就业，

也必然会成为拉动安徽省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力量。为此，笔者对安徽省部分高校大学生进行了创业调查，了解并分析了当前

安徽省大学生的创业态度和创业素质以及当前安徽省高校对大学生创业素质培养状况，以期为提高安徽省大学生创业能力提供

依据。

一、大学生创业素质调查方法

具备一定的创业素质是大学生创业的基本前提，为了解安徽省大学生创业素质及其培养，笔者采用了以下调查方法。

(1)文献资料法笔者收集和查阅了国内外关于大学生创业情况的文献资料和相关数据，了解了国家对于扶持大学生创业的有

关文件，并查看了有关学校对于学生创业素质培养的相关资料。

(2)问卷调查法为了解整个安徽省大学生创业素质培养的实际情况，选取了安徽省 7 所具有代表性的高校作为样本。笔者参

考麦可思大学生就业调查问卷，将问卷设计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包括性别、年级、所学专业等个人基本信息，第二部

分为创业态度、创业能力、创业心理素质和学校创业教育培养调查。采用了单选、排序、定项多选和非定多项等题型。本次调

查采用简单的随机抽样法，共发放问卷 1000 份，人工剔除不合格问卷后，回收有效问卷 929 份，问卷有效率达到 92.9%。

(3)个案访谈法为增强调查结果的准确度和可信度，笔者还通过与创业学生、学校教师和年轻企业家进行单独交流沟通，收

集了许多学生和年轻企业家的创业观念、创业动机和创业素质等资料，有效地补充问卷调查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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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安徽省大学生创业素质及培养数据分析

（1）样本描述性分析笔者根据调查问卷编制 Excel 表，并采用双人同时录入的方法，以保证数据录入的准确性。此次调查

以安徽省 7 所高校在校本科生为主，性别比例比较接近，男生(52.64%)稍多于女生(47.36%)，农村户籍和城镇户籍比例大约为

1.78:1，具体统计信息如表 1 所示。

数据统计结果显示，在参加过创新训练或创业活动的学生中，男生(36.0%)的比例比女生略高(29.1%)，并且来自城镇的学

生(38.9%)比农村的学生(29.2%)略高。同时依据社会现状，我们推断:由于城镇地区的素质教育水平较高，且交通较为发达，信

息来源较为丰富，相对来说，来自城镇地区的学生见识较广，眼光较为长远，思维更为活跃，思想更加开放，他们更容易接受

新观念并敢于实践。

同时值得我们深思的一点是，未参加过创新训练或创业活动的在校大学生(67.3%)比参加过的大学生(32.7%)高出了 34.6 个

百分点。高校在构建创业教育体系时，应该稳固现有的创业见习平台，采用多种方式，利用周边资源(如创新基地、合作实验室、

大学科技园等)，为学生提供更多创业实践和见习机会，充分调动大学生的创业热情和创业兴趣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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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创业意愿分析通过调查与访谈，我们发现大学生群体的创业意愿还是较高的(总体 68.8%)。影响大学生创业意愿的因

素有创业想法来源、创业动机、专业、学历、兼职工作经历、亲友创业经历及学校、政府鼓励措施等
[2]
。此处我们把是否参加过

创业活动作为一个二分变量，主要讨论创新训练或创业活动经历对创业意愿的影响。在占总样本 32.7%的参加过创新训练或创业

活动的学生中，57.24%选择了“比较有创业意愿”，12.5%选择了“有强烈创业意愿”和 30.26%选择了“没有创业意愿”。而没

参加过创新训练或创业活动的同学，57.92%选择了“比较有创业意愿”，10.4%选择了“有强烈创业意愿”，31.68%选择了“没

有创业意愿”。如图 1 所示。

从图 1中可以看出，有无创新训练或创业活动经历对于学生们的创业意愿影响不是很大，有过创业训练或活动经历的学生

创业意愿比没有类似经历的学生略微高出 1.6 个百分点。笔者分析认为，虽然有经历的学生接触社会多，人际关系比较广，但

是由于影响创业意愿的因素众多，所以有无创新训练或创业活动经历对于创业意愿的影响并不突出。

（3）创业素质分析笔者通过对创业大学生以及企业家的访谈，结合文献，归纳出十项创业素质
[3]
。通过问卷调查，让学生

从十项中选取五项并对其进行重要程度排序；运用EXCEL和SPSS17.0通过加权法得出各项创业素质重要程度的顺序指数(见图2；

注:此项目数值相加为 0.99，为省略误差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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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还对目前安徽省大学生的创业素质现状进行了分析(见图 3)，其中“较强的责任心”出现的比重最高，达到 17.2%，“强

烈的创业欲望”出现的比重最低，仅为 4.3%，“管理及领导艺术”和“善于谋略，对商机敏感”的比重也较低，分别为 5.6%和

5.9%。笔者认为，目前安徽省大学生的责任心、抗挫能力和反省能力是理想的，与此同时，创意素质缺失表现在欲望、管理和

谋略上，这也合理解释了目前大部分学生创业仅仅只是处在“设想”阶段的原因。

（4）创业教育分析一是创业教育需求分析。相对于社会上其他群体来说，大学生进行创业教育的途径较多，不仅仅可以利

用社会上的创业培训机构，还可以利用校内资源。调查发现(见图 4)，大学生对于“建设创业实践基地”的需求达到 20.6%，对

“设立创业指导机构提供服务”和“经常请创业成功人士或创业领域专家开设讲座”的需求均达到 17.3%，至于“案例分析”、

“举办创业大赛”和“开创创业教育选修课或必选课”这三项的需求较低，仅有 5.9%、12.3%和 12.1%。对于最后这一点，笔者

认为，目前大多数高校都已参与了创业大赛，并且校内都开设了创业类选修课，所以需求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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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创业教育效果评估。本文列举了 7 项大学生创业教育途径，分别为“学校宣传创业知识”、“报刊、电视、网络等媒

体”、“兼职、实习”、“学校创业性社团”、“创新大赛”、“专家论坛、讲座”和“课堂教学”。并对此采用里克特量表

法来调查各项创业途径的效果满意度。

测量标识如下:“很差”为 1，“较差”为 2，“一般”为 3，“好”为 4，“很好”为 5；变量项目的平均数越大，代表此

项创业教育效果越好(见图 5)。

其中“兼职、实习”和“创新大赛”的分数分别为 3.76 和 3.72，表明学生觉得通过兼职和实习以及参加创新类比赛，更能

够提高创业素质。“学校宣传创业知识”和“课堂教学”的分数分别为 3.09 和 3.07，这是最低的两项分数，这表明学生觉得从

这两个途径所能获得的提高较前两项为低，这也从侧面说明，目前高校的创业教育教学体系还不是很完善，这值得教育工作者

深思。

三、进一步开拓和完善创业素质培养途径

(1)完善创业教育教学体系完善创业教育教学体系是增强大学生创业素质、提高创业成功率的有力保障。在充分挖掘本校资

源情况下，应积极地向国内和国外的先进创业教育学习。学校应加强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课外实践的融合，把注重培养学生的

专业技能转型为培养具有创新精神的、全面素质综合发展的专业型人才。与此同时，学校应努力实现跨学科、跨专业课程资源

共享，并结合学校实际和自身特点，形成独特的创业教育教学体系
[4]
。

(2)营造开放式创新的校园文化良好的创新氛围可以有效推动大学生进行创新。学校可以通过校园广播、校园网等形式宣传

成功创业的大学生并树立先进典型。而且还可以宣传国家和地方扶持创业的政策、措施。另外，还可以邀请成功创业的大学生

或知名企业家来校介绍奋斗路程，组织学生参观企业，并鼓励学生参加各类实践活动，以调动学生创新创业的积极性。

(3)开展学生创业心理素质培训创业心理素质在学生创业的过程中十分重要，良好的心理素质往往在创业的成功与否中扮演

重要角色。对于培养大学生创业心理素质，首先要帮助其树立自信心，其次要帮助和鼓励大学生自主培养情商和挫商。学校可

以定时开展大型心理辅导讲座，还可通过举办心理知识大赛来向学生宣传心理知识，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心理素质培养。另外，

学校应多鼓励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以实现学生情商和挫商的自主培养
[5]
。

(4)积极参加创新创业活动创业素质的培养离不开实践，经验和技能都是书本上学不到的，只有积极参加各种实践活动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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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全面培养创业素质。在校大学生可以参加各高校依照自身实际情况定期举行的“挑战杯”、电子商务“创新，创意，创业”

大赛，SYB 创业培训和赛飞(CEFE)创业培训等实践活动，不仅如此，还应鼓励他们积极参加兼职和暑期实习等社会活动，从而进

一步激发他们的创新创业意识，提高他们的实际操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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