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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客 创业在途03

三年仅一半活着，学生创业难在哪
面临经验、资金、技术等瓶颈，仅有激情不够 专家提醒：至少先用两年积累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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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年轻人创业为“理想”

为什么毕业后选择直接创
业？“因为兴趣！”湖南师范大学
播音主持专业毕业生杨晓薇如
是回答。因为对时尚潮流敏感，
平时也喜欢捯饬自己， 她大二
就开始在微信上卖衣服， 一个
月可以赚5000元的零花钱。

临近毕业时， 与还奔波在
人才市场找工作的毕业生不
同，杨晓薇显得十分淡定，年仅
21岁的她在大三就已经拥有了
一家属于自己的服装店。自
2015年11月开业以来，她每天
早出晚归， 从早上九点忙到凌
晨一两点。

“与就业不同的是，创业需
要更大的勇气，你要自负盈亏，
耐得住寂寞和压力。” 杨晓薇
说，虽然辛苦，但她并不后悔，
因为努力让她的付出没有白
费，现在月平均4万元的利润更
是让她尝到了创业的甜头。对
于未来，杨晓薇充满期望，她表
示， 以后她将与一个在法国的
朋友共同经营， 聘请高端设计
师打造一个自己的服装品牌。

对于2016届毕业生的创业
现状， 湖南师范大学2016级辅
导员曹竞婧倍感骄傲。 她告诉
记者，杨晓薇在学校并非个例，
这几年学校创业人数也在增
加， 如广播电视新闻专业的李
卓桐也早在进入大四学年时就
注册了一家教育培训机构，踏
上了自己的创业梦想之旅。

随着“95后”逐渐面临毕
业，更自主的这一代因为激情
和理想而创业的人越来越多。
《2016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
告》蓝皮书中提到，根据国家

统计局《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统计公报》发布的普通
本专科毕业生人数680.9万估
算，2015届大学生中约有20.4
万人选择了创业，而大学毕业
生创业的主要动因是“理想就
是成为创业者”、“有好的创业
项目”。

七成创业资金来源于父母

2014年，杜伊还是湖南工
业大学大三的学生，现在的他
已经是一个熟食零售店的老
板了，“因为家里有一个熟食
品加工厂，于是我便在长沙开
了个门店，开始了自己的创业
之路。”

“作为一个学生，除了靠
打工存点积蓄，我哪来的钱创
业啊？” 杜伊坦言他的创业资
金70%来自父母资助，30%依
托创业贷款。不过他也算是比
较争气， 每个月6万元的纯利
润，没有辜负父母当初投资的
期望。

对于大学生而言， 资金是
创业的第一道门槛。“2014年毕
业时， 父母给了我们70万元创
业资金， 才有了我们现在的火
锅店。”毕业于湖南农业大学的
宋泽说，毕业时感到很迷茫，正
好有两个朋友邀他做重庆火
锅，三人凑了两百多万，这才有
了他们创业的启动资金。

“近两年餐饮业大环境不
好， 生意也没以前好做了。”宋
泽介绍说， 餐饮成本太高，人
工、租金都是一笔大的支出，而
火锅对季节的依赖性大， 夏天
客源只有冬天的一半， 一个月
赚的钱也全部填进各种开销中

去了。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对于

初出茅庐的大学生而言， 创业
资金无疑是一笔巨款。《2016年
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 显示，
2015届毕业生自主创业的资金
主要依靠父母、 亲友或个人积
蓄（本科78%，高职高专75%），
而来自商业性风险投资（均为
3%）、政府资助（本科4%，高职
高专3%）的比例均较小。

容易上手，但长期存活率低

商场如战场， 历经商场的
老将尚且有败阵的时候， 何况
刚刚初涉社会的大学生。

2012年从吉首大学毕业的
李鑫决定去深圳这个“创客之
城”闯一闯。在深圳一家外贸公
司上了一年半的班， 大致了解
了短信平台的操作模式之后，
李鑫开办了自己的文化传播公
司， 专注于APP开发和短信平
台的运营。

“公司前期效益不错，一年
平均可以赚50万至60万元，但
由于经验缺乏，对市场不熟悉，
后来业务量急剧下滑，仅2年公
司就运营不下去了。”李鑫将创
业的失败归结于年轻， 因为年
轻，在没有仔细摸透市场之前，
他便开始创业，因为缺乏规划，
没有人脉资源，失败是必然的。

和李鑫一样， 因为年轻而
失败的创业者不在少数。2015
年5月，毕业两年的大学生刘磊
在一番市场调查后开始经营起
进口水果店，结果不到一年，该
店却因多重原因而不得不面临
倒闭。

“租金一个月8000元，人工

成本1万元，还有原材料、水电费，
一个月差不多成本在3万元左右。”
刘磊说，现在进口水果实体店生意
都不好， 网上配送竞争又特别大，
很多实体店即使没有倒闭，也只是
勉强支撑，成本都赚不回来。

虽然就业蓝皮书的最新数据
显示，大学毕业生创业存活的比例
在上升，2010届毕业时创业的大学
毕业生，三年后还在创业的比例为
42.2%，2012届的创业三年存活率
增长为47.8%。但是，不到50%的存
活率，对于创业者而言，还是意味
着巨大的风险和压力。

至少先用两年积累经验

近些年来， 随着互联网的发
展、创业热潮的兴起和国家政策对
创业的大力支持，大学生创业项目
越来越受重视和青睐。 但即便如
此，大学生创业项目死亡率依然居
高不下，其原因究竟为何？

对此，湖南商学院就业教育与
实践中心主任姜曙光认为，缺少实
践经验和对市场准确的把握是现
在大学生创业失败的主要原因。大
学生作为新一代的创业团体，年
轻、有想法、有干劲，但缺少高瞻远
瞩的智慧，对于项目不了解、缺乏
资金和经验，导致大学生的创业之
路走不长远。

“要创业，至少要用两年实践
积累经验。”姜曙光提醒大学生，创
业要三思而行。他认为，首先要明
确方向，掌握好与创业项目相关的
知识， 特别是国家的创业优惠政
策；还要增强风险意识，学会整合
资源，实现资源的最大化；最重要
的是学会利用工作实践增加阅历，
了解市场，“这样的创业就会更实
在，成功的可能也更大。”

为了鼓励大学生创业，早
在2014年，长沙市就公布了《关
于鼓励和扶持大学生自主创业
的政策意见》，每年安排3000万
元扶持大学生自主创业。 意见
规定， 对大学生自主创办的新
兴项目， 根据企业规模可给予
最高为200万元的小额担保贷
款扶持，贷款期限最长为两年，
由同级财政部门按贷款基准利
率的50%给予贴息。同时，大学
生创业还可享受500-900元不
等经营场所租金减免及3年的
免费公寓， 也可申请20万元以
内的无偿资助。

来自长沙市人社局的数
据显示， 2015年， 长沙新增创
业主体8.6万户，带动城乡就业
23.5万人， 扶持和服务4919名
大学生在长沙创业。值得一提
的是，长沙市人社局在去年实
施了大学生创业引领计划，完
成高校毕业生创业专项扶持
工作， 扶持257个高校毕业生
创业项目、16家高校毕业生创
业孵化基地， 发放扶持资金
1386万元。今年，该局拟扶持
和服务4000名大学生在长沙
创业，同时积极发展家庭服务
业促进就业创业。

6月17日下午，长沙市开福区凤亭路，毕业后与朋友联手创业的宋泽（左）在火锅店里制作卤水虾。 记者 田超 摄

记者手记

大学生在长沙创业
有多重扶持

纵观如今创业成功的企业
家，如阿里巴巴的马云，虽说创
业成功离不开激情和对梦想的
坚持， 但在阿里巴巴的成长道
路上，对行业发展的准确判断，
强大的资金支持以及创业团队
本身的综合素质都成为缺一不
可的关键要素。

或有人说， 年轻人最富足
的就是时间，应该容许失败。但
是， 基于目前大部分大学生创
业的现实情况， 一个创业项目
的启动， 除凝聚了创业者本人
的时间与精力， 也无不包含着
父母家人的资金支持、 创业伙
伴的希冀与共同努力……

年轻人创业不能只靠激情
与梦想。即将创业的大学生们，
在迈出第一步之前， 应对自身
的性格、条件有清晰地了解，所
选择的创业项目的现状与未来
有认真的研判后， 再谨慎进行
或许能少走些弯路， 降低遭遇
“创业生涯滑铁卢”的可能。

只有激情的
创业远远不够

全民创业浪潮下，
刚刚步出象牙塔、走向
社会的大学生也成为
创业大军中的重要组
成部分。然而，创业并
不像想象中那样简单。

技术、资金、人脉
……对于年轻的大学
生而言，创业过程艰难
且漫长。上周末，麦可
思研究院发布的《2016
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
告》 蓝皮书显示，2012
届的大学生毕业时创
业的比例为2%，3年后
还存活的仅剩1%。这
一数字也意味着，有一
半的大学生创业项目
在创业初期遭遇搁浅。

■见习记者 卜岚
记者 朱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