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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创业认知及其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以４所高校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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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通过运用Ｐｒｏｂｉｔ模型对４所高校大学生的创业认知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结
果显示：大学生的学历层次、家庭收入、家庭所在地等因素对其创业认知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大学生对创业信息、创业教育、创业融资等关注度也各有区别。对此，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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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不断深入扩展，

大学生的就业形势日趋严峻，鼓励大学生改变传

统就业观念，引导大学生踏上创业征程，以创业

带动更多就业，实现人生的更大价值，是解决大

学生就业难的有效途径，也是响应国家 “双创”

号召的重要举措。

关于大学生创业的研究，国内外学者从不同

角度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索，形成了较为成熟的

创业方法论和理论框架。梳理分析发现，国外研

究主要集中在创业政策、创业教育和创业环境等

三个方面。以ＡｎｄｅｒｓＬｕｎｄｓｔｒｏｍ和ＬｏｉｓＳｔｅｖｅｎｓｏｎ为
代表，从创业动机、技能和机遇三个要素出发，

提出了创业政策的理论框架［１］，也有学者认为政

府应该适当介入到大学生的创业活动中，鼓励和

支持大学生发挥自身优势进行非生存性创业［２］。

ＪｅａｎＰｉｅｒｒｅＢｅｃｈａｒｄ和 ＤｅｎｉｓＧｒｅｇｏｉｒｅ针对高校教育
现状，认为要加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提出了一

种以课程开发为重点，以案例教学为手段，注重

学生实践的创业教育模式［３］，此外，一些学者从

创业课程设置、创业师资培养、创业教育效果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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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等方面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创业教育研究。

ＧｅｏｒｇｉｎｅＦｏｇｅｌ则从应用导向的层面，提出了创业
环境的组合因素，涉及社会经济条件、金融支持

和非金融支持、创业政策和规程等方面［４］。

国内学者主要从创业内涵、创业教育、创业

模式、创业素质等方面进行研究。在创业内涵方

面，目前尚无统一的权威界定，较具代表性的如

叶育旺等认为创业是通过创造新产品或服务来实

现自身价值的过程［５］，景云祥认为创业的核心要

素包括机会、资源、能力三个方面［６］。关于创业

教育的研究，以 “创业教育”为关键词从 ＣＮＫＩ
上检索可知，２００８年以来相关论文呈倍数递增，
说明随着大学生就业难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学者

们更加关注创业教育的理论和实践研究。张

俊［７］、黄兆信［８］等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创业教育概

念进行了论述；李伟铭［９］、潘嵩［１０］、朱小娟［１１］

等对创业教育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对策。在大学

生创业模式方面，学者们各有主见，如杨加勇认

为常见的大学生创业模式有加盟连锁创业模式、

技术和概念入股的创业模式、兼职创业模式

等［１２］，彭小媚等人提出了代理加盟型创业模式、

依附公司的客户关系网进行创业、入驻孵化园以

技术创业以及法人股份制创立的小型公司四种创

业模式［１３］，可见，这些创业模式具有投资小、风

险低、周期短、周转快等特点，是比较适合大学

生创业的模式选择。在创业素质方面，学者们也

从不同角度来展开，如周德忠认为大学生的创业

素质就是要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坚忍的意志品

质、扎实的专业基础、善于发现和把握市场机

会、拥有创新的思维、敢于担当责任的社会修

养、敢于挑战的创业激情［１４］，李芳凝等人则认为

大学生的创业素质应该包含个性特征、创业能力

和知识结构三个维度［１５］。在大学生创业认知及影

响因素的研究，徐小洲等通过采用实验法来研究

大学生创业认知的影响因素并提出调整策略［１６］；

胡闲秋等采用认知风格指标问卷 （ＣｏＳＩ）和大学
生创业意向量表测查中国大学生认知风格与创业

意向的关系，以探讨性别在其中的调节作用［１７］；

此外，还有一些学者通过调查大学生的自主创业

认知并提出创业教育策略。

综上，国外学者对创业的研究起步较早，而

且从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学科视角进行了

深入探讨，以实证研究为主，形成了较为完善的

研究体系。我国的创业研究起步较晚，不管是研

究内容还是研究方法，都较为单一，特别是以实

证手段对大学生的创业进行研究还有待加强。本

文以四所高校大学生为调查对象，对大学生的创

业认知和影响因素展开实证研究。

一、数据来源及样本特征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于对百色学院、广

西经贸职业技术学院、云南民族大学和西南大学

四所高校大学生的问卷和随机访谈，四所高校的

办学层次、办学类型各有不同，符合样本的代表

性要求。共发放问卷５００份，回收有效问卷 ４７６
份，对缺失的个别数据，采用预期最大似然法

（ＥＭ）进行补充［１８］。样本特征为：在总体有效

样本中，男生 ２６１人 （５４８３％），女生 ２１５人
（４５１７％）；文史类 ２５０人 （５２５２％），理工科
类 ２２６ 人 （４７４８％）； 专 科 生 １４２ 人

（２９８３％），本科生 ２０８人 （４３７０％），硕士生
１２６人 （２６４７％）；农村生源２７２人 （５７１４％）
城镇生源２０４人 （４２８６％），其中，专科生和本
科生按年级分层随机抽样，下面从五个方面展开

分析。

（一）大学生的创业认知和创业动机

大学生对创业的认知，是创业的基础和前提。

对于 “你认为什么是创业？”的提问，大学生的回

答比率从高到低分别是：创办小微企业 （７８％）、
代理加盟连锁 （６４％）、开办网店 （３３％）、技术
或资金入股 （２６％）、其他 （１２％），可见，大学
生更倾向于实体类创业；对于 “你是否想过要创

业？”的回答，学生们表示一直想的占５８％，经常
想的占 ４１％，偶尔想的占 ２３％，从不想的占
２０％；针对创业原因的回答，大学生认为：因为就
业困难 （７３％），为了挣钱 （６６％），创业成功会
获得地位和尊重 （４４％），找当老板的感觉
（１７％）；对于 “如果已有一份满意的工作，你是

否还想创业？”的回答，大学生的选择依次是：不

会再 想 （５６％），可 能 会 尝 试 （２８％），会
（１６％）；从以上几个问题可以看出，西部高校大
学生创业的动机主要是为了解决就业和经济问题，

８２



　黄东升：大学生创业认知及其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较少为实现个人更大发展而创业，属于生存性创

业动机。

（二）大学生对创业信息的关注和获取途径

对于 “你对创业信息的关注程度如何？”表

示“主动关注”（３２％），“经常关注”（２７％），
“偶尔关注” （２４％）， “从未关注” （１７％），
这说明大学生对创业信息的关注还是较为积极

主动的；在回答 “你获取创业信息的途径是什

么？”问题时，选择从高到低依次是： “网络

（手机和电脑）”占６２％，“校园创业宣传活动”
占３４％，“广播电视和纸质媒体”占２１％，“亲
朋好友”占１６％，“其他”占３％，数据反映了
大学生创业信息的获取渠道主要来源于新兴媒

体，校园创业宣传活动次之，而传统媒介正逐

步被边缘化。

（三）大学生对创业政策的认知

近年来，为了促进大学生的就业创业，国家

和各级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涉及融资、税收、培训

等方面的政策。了解并运用政策信息对大学生的

成功创业具有重要意义。就 “你对国家和各级地

方政府出台大学生创业政策是否了解？”的回答，

大学生的选择依次为：很了解 （３１％），了解一些
（４４％），不了解 （２５％），由此可以看出，大学生
对创业政策的了解并不理想，一定程度上阻碍了

大学生创业梦想的实现。

（四）大学生对创业教育的认知

为了培养大学生的创业精神、创业技能，

获取创业资源，规避创业风险等，目前很多高

校都开设有 “大学生创业基础”等相关课程，

同时也举办了一系列的创业讲座报告，我们称

之为创业教育。对于 “你是否学过 “大学生创

业基础”等创业相关课程？”大学生的回答是：

系统学过 （５７％），学过一些相关的创业课程
（３２％），从未学过 （１１％），而且，我们发现
系统学过的主要集中在本科阶段。针对 “你是

否参加过有关创业的讲座报告？”的回答，大学

生的选择是：经常参加占 ２８％，偶尔参加占
５３％，从未参加占 １９％，对问卷数据进一步分
析发现，男生参加创业讲座报告的比率高于女

生，硕士生参加此类活动的比率最低，仅占

９％。关于 “你认为学校是否有必要对大学生进

行系统的创业教育？”问题，有６７％的学生认为
“很有必要”，２６％的学生认为 “有必要”，７％
的学生认为 “没有必要”，可见，大学生对创业

教育的需求还是很高的。

（五）大学生对创业环境的评价

创业环境的优劣不仅关系到大学生的创业欲

望，而且关系到大学生创业的成功与否。对于

“你认为当前的创业环境如何？”这个问题，大学

生的回答分别是：“很好”占３５６％，“一般”占
４２８％，“差”占２１６％，一方面的原因是当前我
国经济发展进入中低速增长的新常态，市场的竞

争压力不断加大；另一方面是我国的创业环境有

待完善。针对 “你认为大学生的创业前景如何？”

他们的选择分别是： “对创业前景很有信心”占

４３％，“创业前景一般般”占２２％，“创业前景不
容乐观”占３５％，这说明大学生对创业前景的判
断信心不足，大学生的创业机制与环境保障尚不

完善。

二、模型选择和结果分析

（一）研究变量与模型

本研究以大学生对创业认知的相关信息为因

变量Ｙ，以大学生的性别、专业类型、学历层次、
学校所在城市、家庭所在地和家庭年纯收入等作

为自变量。各变量定义如表１。
本研究结合数据特征，选用 Ｐｒｏｂｉｔ离散选择模

型进行分析，得公式 （１）为：Ｙｉ＝β０＋∑βｉＸｉ＋
μｉ。其中，Ｙ为因变量，二值变量的取值范围为０
和１，Ｘｉ表示第ｉ自变量，β０为常数项，βｉ为待估
值参数，μｉ为随机项并服从正态分布。通过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分析，得到概率公式 （２）为：Ｐｉ＝Ｅ（Ｙ＝１／
Ｘ１，Ｘ２，…，Ｘｉ） ＝Ｆ（β０ ＋β１Ｘ１ ＋β２Ｘ２ ＋…
βｉＸｉ），转换公式 （２）得公式 （３）如下：Ｙｉ＝Ｆ
－１（Ｐｉ） ＋β０＋β１Ｘ１＋β２Ｘ２＋…βｉＸｉ＋μｉ，下面
结合表１信息对公式 （３）模型进行参数估计。

（二）参数估计和讨论

根据以上模型，本研究使用 Ｓｔａｔａ１１计量软件
对以上模型进行简单回归分析，运用逐步回归法

依次剔除对参数估计不显著的变量，结果如表２和
表３所示。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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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大学生创业认知调查数据相关变量的定义及取值范围

变量名 符号 取　值　定　义

因变量 Ｙ Ｙ为二值变量

是否关注创业信息 Ｙ１ 关注＝１；不关注＝０

是否关注创业教育 Ｙ２ 关注＝１；不关注＝０

是否关注创业融资 Ｙ３ 关注＝１；不关注＝０

对创业环境的评价 Ｙ４ 好＝１；差＝０

自变量 Ｘ Ｘ为定序变量

性别 Ｘ１ 男＝１；女＝２

学历层次 Ｘ２ 专科＝１；本科＝２；硕士＝３

专业类型 Ｘ３ 文史类＝１；理工类＝２

学校所在城市 Ｘ４ 地级市＝１；中心城市 （省会城市、直辖市） ＝２

家庭所在地 Ｘ５ 城镇＝１；农村＝２

家庭年纯收入 Ｘ６ １万以下＝１；１至３万＝２；３以上至５万＝３；５万以上＝４＊

　　注：＊以样本高校所在省 （区、市）２０１５年城镇和农村人均收入的平均分为划分依据。

表２　大学生创业认知影响因素参数估计

项目
是否关注创业

信息 （Ｙ１）
是否关注创业

教育 （Ｙ２）
是否关注创业

融资 （Ｙ３）
对创业环境

评价 （Ｙ４）

性别 （Ｘ１） ００３０９＊ ０２０２６＊

学历层次 （Ｘ２） ０３９６８＊＊ ０３１２４＊ ００１２６＊ ０１２９４＊

专业类型 （Ｘ３） ００８６３★

学校所在城市 （Ｘ４） －０２９１４＊ －００３４２＊＊ －００４２２＊

家庭所在地 （Ｘ５） －００２５８＊＊

家庭年纯收入 （Ｘ６） ０２１５３＊ ００２８９＊＊ ００３７４＊

　　注：＊表示在１０％显著水平上显著，＊＊表示显著水平为５％，★表示显著水平为１％，空格为水平未显著而剔除的变量。

表３　大学生创业认知水平影响因素的边际影响估计值

项目
是否关注创业

信息 （Ｙ１）ｄｙ／ｄｘ
是否关注创业

教育 （Ｙ２）ｄｙ／ｄｘ
是否关注创业

融资 （Ｙ３）ｄｙ／ｄｘ
对创业环境

评价 （Ｙ４）ｄｙ／ｄｘ

性别 （Ｘ１） ０００１２９ ００００４３

学历层次 （Ｘ２） ０００４１３ ００００８６ ００００３７ ０１２９４

专业类型 （Ｘ３） ００００２１

学校所在城市 （Ｘ４） ０００１１２ ００００１４ ００００４８

家庭所在地 （Ｘ５） ００００４２

家庭年纯收入 （Ｘ６） ０００６２５ ００００３５ ００００２２

　　注：ｄｙ／ｄｘ表示变量从０到１之间的离散变化，空格表示对应变量没有参数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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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对创业信息的关注。对数据分析发现：性
别、学历层次和家庭收入对大学生是否关注创业

信息呈显著的正影响，且男生比女生更关注创业

信息；本科生比专科生和硕士生对创业信息的关

注度更高，原因是专科生对信息获取的主动性不

强，硕士生则更倾向于学术方面；家庭收入越高，

大学生对创业信息越关注，原因是此类大学生有

创业发展的经济基础。专业类型对大学生是否关

注创业信息相关性不显著，学校所在地对大学生

是否关注创业信息呈负影响，原因可能是学校所

在的地级市经济发展程度和创业氛围不如中心城

市。从表３的各因素边际影响来看，对大学生关注
创业信息的边际影响值最大的是学历层次，其次

是家庭收入，而性别和专业类型的边际影响值差

别不大。

２对创业教育的关注。实证结果表明，学历
层次、性别和家庭经济状况影响大学生对创业教

育的关注程度，其中，学历层次影响显著，层次

越高对创业教育更为重视；其次是性别，男生比

女生也更为关注创业教育。对应表３可知，学历层
次对大学生关注创业教育等的边际影响值最高，

其次分别是性别和家庭收入，原因是学历越高越

希望得到全面发展，男生的创业欲望也更高，家

庭收入高也会给大学生创业带来更大的动力，这

也验证了前面的调查结果，但专业类型对此影响

并不明显。

３对创业融资的关注。计量结果显示，学历

层次、家庭收入对大学生是否关注创业融资产生

正影响，说明学历和家庭收入越高对创业融资越

关注，原因可能是这两方面的大学生对自身的还

款能力更为自信，更期望利用各种资源谋求更大

发展。而家庭所在地则显示为负影响，原因是家

住农村的大学生融资途径更少，难度也更高。从

表３看，对大学生关注创业融资的边际影响值最大
是学历层次，其次是家庭收入，第三是家庭所在

地，其他无明显影响。

４对创业环境的评价。表２显示，大学生对
创业环境的评价与学历层次呈正影响，与学校所

在城市呈负影响，与其他因素的影响并不显著。

从表３的边际影响值来看，学历层次远高于学校所
在城市，原因是学历层次越高，对创业环境的评

价越感兴趣，而学校在地级市的大学生对创业环

境的评价，不如中心城市的高，原因是地级市的

创业环境不如中心城市的好。

　　三、不同学历层次大学生创业认

知的影响因素分析

　　为了解不同学历层次大学生创业认知影响因
素的差异性，根据表１的分类方法，把大学生分为
专科生、本科生和硕士生进行比较分析。运用前

面的模型和方法，对三个层次大学生创业认知的

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分析，得到表４、表５和表６。

表４　专科生创业认知水平影响因素参数估值

项目
是否关注创业

信息 （Ｙ１）
是否关注创业

教育 （Ｙ２）
是否关注创业

融资 （Ｙ３）
对创业环境

评价 （Ｙ４）

性别 （Ｘ１） ００１１４＊ －０２４０７ ００５４１ ０００５１＊

学历层次 （Ｘ２） ０３１８５★ ００４８９★ ０００８６＊＊ ０００２２＊

专业类型 （Ｘ３） ０００１８ －０１５２２ ００１８３ ０１２３７

学校所在城市 （Ｘ４） －０３５４３ －０００７９ －００３４２ ０１０５２＊

家庭所在地 （Ｘ５） －０２９８７ －０００７３ －０３１０７ ０１８６２

家庭年纯收入 （Ｘ６） ０００３１ ００７５３＊ ００３８８★ ０００４１＊＊

　　注：＊表示在１０％显著水平上显著，＊＊表示显著水平为５％，★表示显著水平为１％，其他为未通过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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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本科生创业认知水平影响因素参数估值

项目
是否关注创业

信息 （Ｙ１）
是否关注创业

教育 （Ｙ２）
是否关注创业

融资 （Ｙ３）
对创业环境

评价 （Ｙ４）

性别 （Ｘ１） ００１７２＊ －０３２６５ ００６４４ －０００６４

学历层次 （Ｘ２） ０３８９５＊＊ ００５２２★ ０００７９＊ ０００３１＊

专业类型 （Ｘ３） ００１０２ ０１７２０ ００１６８★ ０１５４２

学校所在城市 （Ｘ４） ０３７９１＊ ００１０２ －００２２１＊＊ ０１１０７＊

家庭所在地 （Ｘ５） －０２５４２ －０００８８ －０２９４６ ０１７８１

家庭年纯收入 （Ｘ６） ０００７３＊ ００８５２ ００４１７＊ ０００６７

　　注：＊表示在１０％显著水平上显著，＊＊表示显著水平为５％，★表示显著水平为１％，其他为未通过检验。

表６　硕士生创业认知水平影响因素参数估值

项目
是否关注创业

信息 （Ｙ１）
是否关注创业

教育 （Ｙ２）
是否关注创业

融资 （Ｙ３）
对创业环境

评价 （Ｙ４）

性别 （Ｘ１） ００１０３＊ －０２８６４ ００６８１ ０００７２＊

学历层次 （Ｘ２） ０３２１７★ ００５７１★ ０００８０＊＊ ０００４３＊

专业类型 （Ｘ３） ００１１８ －０１７０７ ００１７４ ０１０５６

学校所在城市 （Ｘ４） －０２７４５ －００１２２ －００３５４ ０１２４８＊

家庭所在地 （Ｘ５） －０２７１４ －０００７９ －０３０４０ ０１６９４

家庭年纯收入 （Ｘ６） ０００６４ ００８８３＊ ００４０９★ ０００５９＊＊

　　注：＊表示在１０％显著水平上显著，＊＊表示显著水平为５％，★表示显著水平为１％，其他为未通过检验。

　　１大学生对创业信息的关注。从表 ４、５、６
的计量结果看，性别和学历层次对三类学生关注

创业信息均呈正影响，不同的是本科生的关注度

更高，其他两类相近。性别对三类学生的边际影

响值差别不大。

２大学生对创业教育的关注。统计结果表明，
三类学生对创业教育的关注都受到性别、专业类

型和家庭收入等因素的影响。其中，本科生所受

影响更大，因其更为关注创业教育，硕士生可能

是更关注学术方面的信息，专科生关注创业教育

的主动性较弱。此外，女生的关注度不如男生。

３大学生对创业融资的关注。上述三个表数
据显示，家庭所在地、学历层次和家庭收入三个

因素对三类学生的创业融资关注都有影响，三类

学生的关注度由高到低依次是本科生、硕士生、

专科生。硕士生比本科生对创业融资关注度低的

合理解释是硕士生对自主创业的热情不如本科生，

专科生比本科生关注度低可能是对自身的还款能

力质疑。

４大学生对创业环境的评价。计量结果表明，

学历层次、学校所在城市对三类学生创业环境评

价呈正向影响，且随着学历层次越高，学校所在

地城市越大，其评价影响越显著，其他因素影响

不明显。可见，高学历更善于对创业环境提出更

高要求，更在乎大城市的创业环境。

四、结论与对策建议

（一）结论

通过运用Ｐｒｏｂｉｔ模型对西部高校大学生的创业
认知及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可得如下结论：

１学历层次对大学生的创业认知有显著影响。
表２的数据显示，从横向看，学历层次对大学生的
创业信息、创业教育、创业融资、创业环境评价

四个方面的关注都呈正向影响；从纵向看，学历

层次对大学生是否关注创业教育的边际影响值最

大，其次为对创业信息的关注，第三为对创业环

境评价，最后是创业融资。

２家庭收入对大学生的创业认知影响较大。
家庭收入对其中３个相关变量都呈正影响。其边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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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值有高到低依次为创业信息、创业融资和创

业教育，家庭收入对创业评价的影响不显著。

３家庭所在地对大学生的创业认知影响有较
大影响。家在城镇对创业信息、创业教育、创业

融资产生正影响。而家在农村对创业融资具有负

影响。

４三类学生创业认知的影响因素有所区别。
专科生受创业信息和创业融资的影响更为明显，

本科生受创业融资和创业教育的正向影响，硕士

生受创业融资和创业环境评价的正向影响。此外，

家庭收入对专科生创业认知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二）对策建议

本研究对高校优化大学生创业教育、提高大

学生创业意识和激发大学生创业活力以创业带动

就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针对大学生创业认知

的影响因素，本研究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１高校应加强大学生的创业教育。鉴于大学
生的学历层次对其创业认知具有显著的正影响，

高校应加强大学生的创业教育。２０１２年，教育部
印发了 《普通本科学校创业教育教学基本要求

（试行）》，对普通本科学校创业教育的教学目标、

教学原则、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组织做出

明确规定。当前，各普通本科高校纷纷开设了

“大学生创业基础”等相关课程并取得了良好效

果。但在专科生和硕士生当中尚未开设有此类课

程，在专科院校主要以职业技能训练为主，硕士

生则是以学术训练为主，因此，建议创业教育课

程实现全面覆盖，以提高大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

同时，创新高校创业教育体系，通过组织学生开

展创业实践训练或参与各种创业大赛等，不断提

高他们的实战能力。

２建立健全大学生创业支持体系。目前，各
级政府和高校都在提倡 “双创”，但还是停留在倡

导阶段，或者只是扶持个别 “花瓶式” “盆景式”

的创业企业，其价值只是停留在供人参观、标榜

政绩的阶段，并未上升到制度层面的改革突破，

大学生的创业门槛依然很高，难以激发大学生的

创业热情。要突破这个困境，美国斯坦福大学的

经验告诉我们，高校要通过建立大学科技园，引

进科技型企业和风险投资机构，共同为大学生的

创业提供孵化基地、技术支持和创业融资，形成

较为完善的创业支持体系，既解决大学生创业融

资难问题，又解决大学生创业的场地与技术困境。

百色学院正在倾力打造这样的大学科技园，其效

果已日益显现，大学生的创业激情已经点燃。

３引导大学生利用优势资源进行创业。我们
调研发现，现在的大学生创业大多还是很低端，

如送外卖、收快递、摆小摊，或者平时挨个宿舍

兜售日常用品等，很难提升大学生的创业水平。

农村地区有着丰富的创业资源，农业产品、乡村

旅游等基础雄厚，在新农村建设的大潮中，这些

更是前景广阔，高校可以结合大学生的专业知识

和家庭所在地优势，引导他们开发现代农业、有

机产品、养生度假等资源，当然，需要高校与地

方政府协同推进，为大学生的创业提供孵化平台，

这也是各级政府留住人才、发展地方经济的期望

所在。

４对不同类型大学生的创业教育要有所区别。
创业课程不仅有助于构建大学生的自信心，而且

有助于提高大学生发现机会的敏感度。由于专科

生的知识面相对较窄，所以在创业基础课程教育

方面应尽量全面具体，且注重实践性创业培训；

硕士生因其学习侧重理论研究，建议以创业讲座、

报告为主；本科生则强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通

过创业大赛等形式提高其创业技能。在创业课程

建设上，要结合地方优势和市场需求，开发实用

性强和接地气的特色课程，同时，还要结合大学

生的专业特长开展创业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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