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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82/2021_2022__E5_9C_A8_

E6_A0_A1_E5_A4_A7_E5_c123_282787.htm “刚开始租店面的

时候，轻信了店主，没有直接和房东签合同，结果被骗500元

后不了了之。以为大学生创业有优惠政策，加上一直忙着店

铺的事没有办理营业执照，开张一个月后就被工商局查处，

罚了300元。”小郑，海南师范大学2004届毕业生，毕业时他

和3位在读大学的朋友筹资5万元创办起一家影楼。他们都曾

经是学校摄影协会的成员，对摄影近乎痴迷。 小武，海南大

学大四在读，法律专业。正和4名同学在学校第五食堂的天台

筹办一家名为“集点”的餐饮娱乐式酒吧，酒吧的投资超

过20万元。 几位大学生始终不愿意在报纸上公开姓名，他们

谈起自己的创业历程时均表示在大二、大三的时候就已萌发

了自己创业经营的念头，或者是有了一些不成形的想法。 他

们的创业梦想真正开始付诸实践时，也迎来了残酷的现实。 

创业是梦想更是残酷的现实 “刚开始的时候想法确实挺简单

。比如说做包厢的封顶以为没什么，到了建材市场简直眼花

缭乱，不知道该买哪一种！”和小武一起投资筹备酒吧并负

责土建的小王如是说，“从买沙子、买砖到各种涂料，既要

考虑质量又要考虑价格。那段时间就一个字形容累”。 小武

他们起初想将酒吧的外墙涂成红色，最后不得已改成了淡绿

色，理由是“影响附近宿舍学生的视觉”。小武接着说：“

原先的合同是打算给食堂5％股份，经过几次谈判最后定为10

％，我们是弱势群体，只能妥协妥协再妥协。” “大一大二

的时候，无聊成了口头禅，整天就是在宿舍里上网聊天，现



在，无聊对我们来说是一种奢望。”小武的话得到了同伴们

的认同。 小武他们的酒吧虽然已做好了装修等前期工作，但

现在还没有开业，海南大学校方的书面同意是他们最重要也

是最后的一关。小武说：“我们的申请已经交上去，学校出

于学习等各方面考虑，并不太赞同学生在校期间经商，所以

迟迟没有批下来。” 在校大学生创业需要良好的社会环境 近

年来，随着高校扩招和收费的不断攀升，“天之骄子”“象

牙塔”这样的词汇已成为过去时，“诗与歌”的时代早已终

结，“商品经济”悄悄现身校园早已是不争的事实。 小武、

小郑这几个人的创业过程与众多希望创业的在校大学生相比

应算是好的。毕竟，“我们的家长很开明，全力支持”。但

仅有父母的支持远远不够，学校、社会对待大学生创业还缺

乏足够的透明度。 对于在校大学生创业，海南师范大学团委

书记杨海的看法很具代表性，他说：“这个问题要区别看待

，不能一刀切，比方说专业是经济、金融的学生，自主创业

对他们来说是学以致用，也是一种实践。从总体上说，学校

并不支持大学生在校期间就出去搞一些实体经营。但只要在

保证完成学业的前提下，遵守校规校纪，搞经营学校至少是

不压制的。因为法律没有规定在校大学生不能创业。” 海口

市某工商所负责人李所长同样不支持大学生在校期间创业，

该工商所曾经以无照经营处罚过小郑的影楼。李所长说：“

对于已经毕业的大学生自主创业，国家有免工商管理费、税

收一年的优惠政策，工商等职能部门也是本着引导、扶持的

原则给予支持。但前提必须是合法的主体。我个人认为，在

校大学生应该以学业为主，不应该过早出来创业。” 尽管如

此，大学生们却并未知难而退。“就业压力大、考虑未来生



计、社会经验有限”，所以要出来闯荡！海南大学、海南师

范大学等海南高校的几位自主创业的在校大学生向记者解释

自己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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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