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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学专业大学生的创业意识现状分析＊

王 燕，赵怀宝，刘书伟，张田田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生态环境学院，海南 三亚 572022）

摘 要：创业是就业的重要形式，而强烈的创业意识是创业行为的持久动力。通过便利抽样问卷和访谈两种方式

调查海南省 3 所本科院校生态学专业在校大学生创业意识现状，从对创业的理解与态度、兴趣、动机、优劣势、

时间与方式、困难及创业能力等方面进行分析，剖析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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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就业成为当下一个热点的社会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根基工程，是社会

稳定的重要保障，必须抓紧抓实抓好。党的十九大报告指明

就业工作的着力点之一是鼓励创业带动就业，切实发挥创业

带动就业的倍增效应。为鼓励高校毕业生积极创业，国家和

地方政府也相继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进行扶持，所以大学

生创业将逐渐成为高校毕业生的一种就业趋势。生态学专业

是一门与生物生存、现代工业发展和城市建设息息相关的前

沿学科，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生态是我校特色学科专业体

系之一，了解该专业学生的创业意识现状，对探讨该专业创

业意识培养策略，进而激发创业动力具有现实意义。

2 调查问卷及对象

调查方法：问卷调查采用便利抽样方式进行集中发放，

访谈采取个别访谈方式。

调查时间：2019-02—04。

调查年级及对象：2015—2018 级生态学专业在校大

学生。

调查内容：从对创业理解、创业兴趣、创业动机、创业

的优劣势、创业的时间与方式、创业困难及创业能力等方面

进行调查。

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 225 份，有效回收 222 份，有效回

收率 98.7%，其中大一、大二、大三、大四学生所占比例分

别为 26%、32.1%、27.9%和 14%，男女比例为 21∶29。

3 结果与分析

3.1 对创业的认识及态度

“你眼中的创业是指？”调查显示，“开办一个企业”

占 18%，“只要开创一份事业就可以叫创业”占 39.2%，“开

发一项前沿的科技项目”占 26.6%，“其他”占 12.2%，“不

清楚”占 4.1%。“你如何看待大学生创业”调查显示，“支

持”占 82%，“不关注”占 14.9%，“不支持”占 3.1%。

由此可知，学生对创业涵义的理解不深入，绝大多数学生对

创业是支持的。

3.2 对创业的兴趣

“你现在是否有创业的想法”调查显示，“完全没有”

占 33.1%，“有”占 52.7%，“正在准备创业”占 11.8%，

“已经创业”占 2.4%。“你是否会主动了解创业方面的信

息”调查中，“不会”占 15.2%，“偶尔会”占 64.8%，“经

常会”占 13.7%，“主动搜集相关信息”占 6.3%。“如果创

业，你会选择哪个方面”调查显示，“与所学专业相关”占

16.3%，“自己感兴趣的领域”占 70.7%，“当今热门领域”

占 8.6%，“启动资金少且风险低的领域”占 27.9%。由此可

知，将近 70%的学生有创业想法，大多数学生并不追随潮流

进行创业，大多数学生对创业信息的获取缺乏积极性。

3.3 创业的缘起及动机

“如果创业，你创业的起源是？”调查显示，“创业人

物事迹的影响”占 22.1%，“专家论坛”占 6.8%，“创新创

业竞赛”占 28.8%，“增加财富”占 42.3%。“如果创业，

你创业的目的是？”调查显示，“实现自我价值”占 53.6%，

“为了增加财富”占 41.9%，“解决就业压力”占 28.9%。

由此可知，创业人物事迹及创新创业大赛可促进学生的创业

意识；以解决就业为目的的创业占比较小；在访谈中了解到

高年级的学生创业目的倾向于赚钱，而低年级学生大多倾向

于实现人生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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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大学生创业的优劣势

“你认为大学生创业相对于其社会他阶层的优势在哪

里？”调查显示，“年轻有活力，勇于拼搏 ”占 64%，“专

业素质较高”占 24.8%，“学习能力强，有创新精神”占 62.6%，

“获取网络信息能力强”占 33.8%，“其他”占 8.1%。“你

认为大学生创业的劣势是？”调查显示，“缺乏经验”占

65.8%，“缺少资金和项目”占 73%，“缺少勇气和支撑力”

占 25.2%，“其他”占 1.8%，“不知”占 0.5%。由此可知，

大学生对自身创业的优劣势认识比较中肯，但专业素质还需

提高和加强。

3.5 创业的困难及需要的帮助

“如果创业，你认为最容易遇到的困难是？”调查显示，

“资金不足”占 64%，“经验不足，缺乏社会关系”占 85.1%，

“没有好的创业方向”占 36.9%，“家人反对”占 7.2%，“面

对风险心理承受能力不足”占 24.3%，“其他”占 8.1%。“你

希望学校为大学生创业提供哪些帮助？”调查显示，“资金

支持”占 39.2%，“创业指导”占 62.6%，“人脉支持”占

50.5%，“其他”占 7.2%。由此可知，创业的困难与创业的

劣势相符；在进行创业训练时，也需关注学生心理健康及抗

压承受力；除资金支持外，学生更希望获得提供创业实践指

导和人脉的协助。

3.6 创业时间和形式选择

“你认为最适合的创业时间是？”调查显示，“大学期

间”占 33.3%，“大学毕业”占 20.3%，“毕业后工作一段

时间”占 44.1%，“其他”占 6.8%，“不清楚”占 0.9%。

“如果创业，你会选择哪种形式？”调查显示，“合伙创业”

占 51.4%，“家庭创业”占 6.8%，“自主创业”占 40.5%，

“其他”占 3.2%。从访谈中了解到学生是想增加阅历和积

累资金后再进行创业，创业形式的选择说明学生具有或渴望

具有独立或团队协作能力。

3.7 对自身创业能力的认知

“你认为创业最重要的能力是？”的调查中，“专业知

识”占 27%，“个人能力 ”占 63.1%，“实践经验”占 54.1%，

“良好的心理素质”占 33.8%，“创业精神”占 28.4%。“你

现在拥有的知识和技能是否满足创业的需要？”的调查中，

仅有 5.4%的学生认为“满足”，“基本满足”占 14%，“不

满足”占 33.3%，“说不清楚”占 47.3%。“如果有较好的

创业机会，你是否会选择创业？”的调查中，“选择创业”

占 38.7%，“不好说”占 41%，“不会”占 20.3%。由此可

知，学生认为“实践经验”和“个人能力”是创业重要的能

力，但对自身拥有的知识和技能认知不清；在面对创业时，

多数学生是犹豫的，经访谈得知原因是多方面的，如资金、

经验、交际及可能不能承受的失败等。

4 结论与建议

该调查结果显示，绝大多数学生对创业行为是认可的并

有创业的想法，说明学生已经认识到创业的重要性和必要

性，但应深化对“创业”涵义的理解；大多数学生创业的主

要目的不是为了解决就业，同时对创业领域有自己的主见，

但很难利用所学专业知识开发创业项目，且趋向选择保守型

创业项目；学生能认识到自身创业的优劣势，也更希望获得

创业实践指导和人脉协助，同时近半数学生认为毕业后一段

时间是适宜的创业时间；对自身的创业能力认知不清等。根

据调查结果，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4.1 理解创业涵义，建立正确的创业理念

需要帮学生理解创业涵义及建立正确的创业理念。首先

可通过理论学习，提高学生的创新创业素养，使学生认识到

“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教育观念且与自己息息相关。再

者结合专业的发展和应用，鼓励学生结合所学专业知识发现

社会“痛点”，思考开展相关创业项目的可能性。

4.2 培养学生健康的心理素质

从访谈中了解到，较多学生害怕失败、缺少承担创业失

败后果的勇气，就算尝试创业也会趋向选择启动资金少且风

险低的保守型项目，因此需要培养学生的自信心。再者，创

业需要有良好的心理素质面对并解决大大小小的困难。所以

高院应该开设心理健康教育的相关课程，使学生拥有积极健

康的的心态、拼搏进取的精神和不服输的勇气去解决创业路

上的种种障碍。

4.3 进一步规划设计创新创业课程体系及设置

很多高校已将创新创业教育列入人才培养方案，但课程

体系和设置还有待完善，如可分年级循序渐进地安排理论课

程和实践内容，使学生较全面、系统地进行创业理论的学习

和相应的实践活动，进而强化理论运用与实践的有效结合。

4.4 改变教学模式，培养创业意识

从调查和访谈中可知，学生认为创业课程理论讲解太

多，缺少实践活动，呈现出学生不喜欢理论教学的假象，但

其创业意识又受创业人物事迹、案例、专家授课等理论的积

极影响。所以应改变教学模式，如教师可采用线上理论教学，

再通过启发式、分组式或翻转课堂等多种线下教学方式，提

高学生理论学习的积极性与自主性，进而提升理论教学效

果，培养创业意识。

4.5 提供多样化的创业实践活动和协助

大学校园中主要有大创项目、挑战杯、创青春等创新创

业竞赛活动，但项目数量有限，实践机会覆盖面较小。大学

生渴望实践，也只有经历实践，才能真正了解创业和拥有正

确的创业意识，也才能认清自身能力。所以高校应寻求各种

机会，多层面地开展创业类实践活动或提供实习机会，为学

生创业实践提供广阔的平台；同时成立相关的创新创业中

心，给学生提供创业指导和尽可能的人脉协助，并利用政策

和资金支持条件给予学生必要的协助等。

（下转第 9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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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外观设计专利申请了 1 984 件，较 2017 年增长了

16.2%。三种专利申请之比为 39%∶53.7%∶7.3%。

3.1 专利授权量

2018 年吉林省专利授权量 13 885 件，较 2017 年增长

25.2%，吉林省每万人专利授权量为 5.1 件，较同期增长了

25.6%。其中发明专利 2 868 件，实用新型 9 493 件，外观设

计 1 524 件，分别比 2017 年增长了﹣6.1%、42.2%和 12%。

2018 年吉林省获得授权的专利仍以实用新型为主，其比例

为 68.3%，发明专利由 2017 年的 27.6%下降到 20.6%，外观

设计由 2017 年的 12.3%下降到 11.1%。

3.2 有效发明专利

2018 年吉林省有效发明专利 13 721 件，比 2017 年同期

增长 19.4%。其中，中央属的有效发明专利 8 551 件，比 2017

年增长了 18.5%；地方属的有效发明专利 5 170 件，比 2017

年增长了 20.8%。在吉林省的 9 个市州中长春的有效发明专

利数最多，为 11 076 件。比 2019 年的 9 178 件增长了 20.7%。

可以看出长春市在数量和增幅上优势都比较明显。吉林市排

名第二，为 1 593 件，比去年增长了 15.7%。延边的有效发

明专利为 383 件，比去年增长了 20.8%，增幅也比较大。紧

随其后的是通化市，为 346 件，基本与 2019 年持平。而四

平市、辽源市、白山市、白城市、松原市等的有效发明专利

数量都在 100 件以下。

4 启示

从吉林省的学术论文、著作、专利的产出情况来看，较

之前都有所增加。总体趋势呈现向好的状态，但是在总量和

增幅上都有较大的增长空间，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科技创新

产出的成果。对于今后吉林省的科技创新产出的发展方向，

笔者认为可以侧重以下几个方面：①结合当前国内和国际形

势确定产出方向。吉林省正在面临经济结构转型的重要转折

点，受新冠病毒的影响吉林省面临经济发展迟缓和结构转型

两大难题。现在，就业岗位减少，社会不稳定性提升，持久

性的损失在所难免。这就要求我们要尽早做出应对，最大化

地减少损失。所以，今后的科技要更加注重其在解决经济发

展方面的问题和社会问题的作用，缓解新冠病毒带来的影

响，以此次危机为契机寻找突破口。在科技创新产出方面要

更加注重科技对解决经济和社会问题的贡献。切实为吉林省

的创新发展提供有效的意见建议，把产出转化成实实在在的

成果。提高科技产出在产业化、商业化方面的成效，不能将

研究成果束之高阁。而是要将成果推广到企业和社会中去，

让科技真正服务于民。②发挥科技的引领作用，大力发展数

字和融合技术。如今，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车联网、

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技术快速发展。哪个省份掌握了先进

技术，就相当于在未来竞争中控制了主导权。为了提高吉林

省在全国创新版图中的位势，吉林省要根据本省特点和情况

优先发展基础好且能够快速占领市场的先进技术。这样才能

在未来的竞争中保持领先地位。鼓励学术论文和著作多出一

些先进技术方面的研究成果，并积极推动其实现成果转化。

在此过程中，要重视知识产权的保护，积极申请专利，形成

良性循环。让科技工作者感受到自身价值的重要性并对岗位

职责有明确认知，使每个科技工作者的劳动都得到回应。让

科技工作者的工作更加充满动力和希望。③培育壮大人才队

伍，建设一批高水平的人才团队。提高人才部署的战略性，

合理用好人才资源。如果说创新是第一生产力，那么人才就

是创新中的核心元素。为了保证人才拥有稳定的研究环境，

要完善制度规定，提高制度的科学性与合理性。使人才能够

专心于研究，创造出更多的创新成果。从而发挥出自身优势，

引领吉林省顺利完成转型，实现经济社会双重飞跃。尤其要

重视长春在科技创新方面的辐射带动作用，以长春为轴心带

动周边城市和地区实现创新。将长春的博士后人才和博士人

才等高级人才合理利用起来，给予其更多从事科技和研究的

机会，提供多样化平台保证高级人才学以致用、用有所成。

促进人才在全省范围内流通，为其他地市的创新产出提供智

库支持，使人才能够根据自身需求和地市需求因地制宜地实

现自身成长和地方发展。

相信通过吉林省政府和吉林省科技从业者的不懈付出

与努力，我们能够在新冠病毒流行的趋势下，将危机转化成

契机，成功完成转型蜕变，提高吉林省在全国创新竞争力方

面的地位，将科技创新产出的成果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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