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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B5_B7_E5_A4_A7_E5_c123_281592.htm 我们可以理解并能

接受这样的现实：一走出校门就自己当老板，这只对极少数

的大学生存有可能，绝大多数还只能望而却步，而真正能创

业成功的大学生更是凤毛麟角。 华东师范大学最近公布的一

项调研报告显示，尽管约77.6%的大学生表示会考虑创业，但

最终下定决心走上创业之路的不足2%，而能够坚持到五年以

上并且小有成就的更是不足1%。另外，复旦大学提供的一个

老数字显示：从1999年至2001年共三届毕业生中，该大学只

有40人左右选择了自主创业，创办了30多家企业，结果未知

。 事实上，大学生自主创业在目前还停留在“雷声大雨点小

”的阶段：各方呼吁的多，切实帮助的不多；想要创业的大

学生不少，真正行动起来的很少。“总体上来说，大学生自

主创业在目前还处于探索阶段，但是今后这肯定是一个很好

的方向。”上海市开业指导服务中心主任盛祖欢如是说。 即

使这样，从中央到地方，从学校到企业，为推动大学生自主

创业所作的努力还是从未曾间断过。而相对于全国，上海一

直走在前列，2003年，这样的推动力度更大。 4项优惠“套餐

” “要严格区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大学毕业生创业，一种是

在校大学生创业。”盛祖欢向记者表示说，“大学毕业生因

为马上或者已经走出校门，他们的创业属于社会青年创业，

这是我们大力提倡的。但是对于在校大学生创业，他们还处

于创业教育阶段，我们的态度还是比较谨慎。” 如果说，在

校大学生创业纯粹是为了追逐自己的梦想，那么，大学毕业



生的创业则沾染上了更多的世俗气息：在梦想的后面是迫于

就业、生存的压力。 这对2003年的应届大学毕业生来说更是

如此。2003年，他们迎来了扩招后的第一个就业高峰，截止

到6月20日，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的毕业生就业率约为50%，也

就是说，全国还有100万左右的大学毕业生还没有找到工作。

在上海，今年的高校应届毕业生总数达8万余人，毕业生人数

同比增幅高达31%，但今年用人需求数仅比去年同期增

长5.5%。 就业困难给政府带来了巨大的压力。5月29日，国务

院办公厅下发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2003年普通高等学

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03］49号)，鼓励高校

毕业生自主创业和灵活就业，规定：“凡高校毕业生从事个

体经营的，除国家限制的行业外，自工商部门批准其经营之

日起1年内免交登记类和管理类的各项行政事业性收费。有条

件的地区由地方政府确定，在现有渠道中为高校毕业生提供

创业小额贷款和担保。” 之后，上海根据自身情况相继出台

了针对大学毕业生创业的多项优惠政策，几乎涉及到创业的

每一个环节。记者从上海市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等相关

单位了解到，到7月，这些政策演进并被舆论概括成为有名

的4项优惠“套餐”： (一)、风险评估：全部免费。为鼓励大

学毕业生创业，上海今年首次设立了一个专门针对应届大学

毕业生创业需要的创业教育培训中心，可以为想要创业的大

学生提供项目风险评估和指导，以帮助他们确认市场机会的

大小。这一项评估是免费的。 (二)、创业培训：政府买单。

只需带上学生证和身份证复印件，即可到上海创业教育培训

中心报名参加创业培训。作为提供创业培训的试点单位，该

培训中心的开支由政府提供，条件是培训学员的开业率必须



在50%以上，以确保大多数创业能落到实处。日前，该中心

已相继开办了大学生创业培训班，共招收上海交通大学、上

海商业职业技术学院等应届毕业生超过60多人。 (三)、贷款

筹资：政府担保。创办公司筹集资金的方式一般有自筹、借

贷、合伙、风险投资及贷款等。以往，学生创业筹款以前三

种方式居多，后两种较少。原因在于，贷款需要担保人，一

般没有人愿意为此担保。今年则不一样，上海市政府成立了

“促进就业基金”，为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所辖，专门

为大学生创业提供担保，贷款的最高上限为5万元。 (四)、当

个体户：实惠更多。创业的组织形式目前有公司制、股份制

、个人独资、个体户以及非正规企业。今年，上海市工商行

政管理局对大学毕业生从事个体经营采取了政策倾斜，规定

：凡高校毕业生从事个体经营的，自批准经营日起，1年内免

交个体户登记注册费(包括开业登记、变更登记、补换营业执

照及营业执照副本)、个体户管理费、集贸市场管理费、经济

合同鉴证费、经济合同示范文本工本费等。此外，如果成立

非正规企业，只需到所在区(县)街道进行登记，并可享受3年

免税。 在此基础上，各区(县)又推出了更加优惠的政策，在

杨浦区就诞 生了大学生创业“零首付”、“零负担”的概念

。 N种创业选择 但是，政策毕竟是政策，要选择哪一种具体

创业模式来成就自己的老板梦想，还需要大学毕业生“八仙

过海，各显神通”，以及政府和企业对创业渠道的大力开拓

。“适合于他挣钱的不一定适合于你，”上海市创业教育培

训中心负责人指出。 临床医学专业毕业的小刘，出于对音乐

的爱好和对美亚音像连锁市场的看好，想要借助美亚的品牌

和管理经验来实现自己的创业梦想，现在正和美亚进行接触



。而来自上海美亚投资有限公司的消息称，目前已经有10多

名大学生前来咨询加盟事宜，美亚也正在筹备专门的加盟方

案。学生加盟如果遇到资金困难，美亚愿意通过公司担保或

公司借款的方式帮助解决，如果学生只拿得出10万元，美亚

将可以先垫付剩下的2／3资金，等加盟店运营3～5年之后再

逐步退还。 除了社会加盟外，今年上海的4050创业项目(上海

市政府针对40、50岁的下刚职工专门设立了广受关注的

“4050工程”)也为青年(学生)量身定做了不少机会。比如，

由复旦高科技成果转化而来的室内有害气体检测服务，作为

对青年创业项目的支持，经过设计评估后已经成为今年4050

的新项目。 此外，独立工作室、SOHO的形式也正在成为设

计、策划、广告创意等“卖点子”创业的一种选择。而英特

网作为创业试水的平台，正在得到主管部门和相关企业的支

持和推广。上海市开业指导中心表示，他们鼓励青年学生利

用网络平台先试验起来。7月中旬，该中心还联同上海市电子

商务协会举办了“网上创业”研讨会，随后又举行了“网上

创业”咨询活动，天卷书屋、爱姆意机电在线等E色彩浓烈的

项目当天也提供了现场项目咨询。目前，网上创业主要有两

种形式：一种是网上直接开店，一种是加盟到已有成熟网络

商务平台的电子商务企业中去，提供线下支持服务。该中心

透露，目前有关专家正在抓紧评估，一批“网上创业项目”

有望在近期推出。 离成功创业还有多少距离 小张擅长平面设

计，他有一个朋友擅长三维动画，他们决定大学毕业时就开

个设计装潢公司，“我们找到了一个原来做工程队的，让他

占30%股份，他负责施工，他手下还有几个可以施工的兄弟

。然后就去找一个专门注册公司的公司，花5000块钱帮我们



注册到了一个注册资金50万的公司。” 这种做法虽然并不正

当，但在坊间却很流行。“我们现在没有资金，也还没有业

务。这样先把公司开出来，先把业务慢慢做上去再说。”毕

业三年之后在去年自己开了一家广告设计公司的小朱对记者

说。 有分析指出，除了那些自身条件特别优秀、又有很好家

庭背景和社会资源的，其他的大学毕业生创业，走这种“偏

门”的比较多。而这在某种程度上正凸显出目前政策的不足

。 正因为如此，有业内人士也开始提出了质疑：目前的这些

优惠政策到底给大学毕业生创业带来了多少实质性的帮助呢

？主要是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政策本身不完备，附加条件

多；二是这些政策和大学生创业的现实需求有些脱节；三是

怎样通过政策的引导使大学生创业的意识和技能有根本性的

改变。 与此同时，上海市开业指导中心则指出：“主动创业

的很少，大多是被迫创业。还有就是，从家长到大学生本人

，还都是想着一毕业就当白领。这在上海也比较严重。” 一

位复旦大学中文系研究生则向记者坦诚：“要说创业，现在

学校里是大力提倡。但是我们文科生创业很难的，不知道要

去做什么，可能工科类和学技术的创业要相对容易一些。” 

“现在主要的问题不是政策。想要创业的学生首先来问优惠

政策，这是很可悲的。重要的不是先有了什么优惠的政策才

来创业，而是看你应该具备哪些创业的意识和技能。大学生

创业首先不是政策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环境、社会意识、

学校教育等综合性的问题。”盛祖欢说。 上海伟业培训中心

校长朱秋平则将大学生创业面临的困难概括为“六大难题”

： 个人和社会对大学毕业生创业的思想观念还没有得到根本

性转变；资金缺乏；能力缺乏；缺少应对困难的心理素质；



知识结构僵化。 专家指出，要使大学生的创业环境有根本性

的改善，迎来大学生创业的良性繁荣，除了政策急需完善外

，加强大学教育中的创业教育则是根本之策。而在目前，充

分理解和用足现有的政策，挖掘到足够的实惠，对想要创业

的大学毕业生来说也还是非常必要的。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