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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中国大学生创业六问 

 

导语：国务院和教育部支持大学生休学创业的政策，将大学生创业推到了新的注意力高地。

而实际上，大学生创业现状如何？《2015 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为您揭秘。 

 

1.2014 届，有多少大学生创业？ 

 2.9%大学毕业生半年后自主创业 

创业比例连续五届↑ 
 

 
 

 

 

从近五届的趋势可以看出，大学毕业生自主创业的比例呈现上升趋势。根据麦可思调查

研究，2014 届大学毕业生有 2.9%半年后选择自主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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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创业与专业有多大关系？ 

 毕业生创业项目约三成与所学专业相关； 

艺术类专业创业比例相对较高 

 

 

 

 

麦可思对 2014 届毕业生的调查显示，创业项目与创业者专业学习的相关性不大，创业

大学生中约三成创业项目与所学专业相关。具体来看，本科自主创业群体其创业项目与专业

相关度为 33%，高职高专自主创业群体该比例为 27%。 

从专业角度分析，艺术类专业的自主创业比例相对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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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学生创业做神马？ 

 自主创业多做“电子商务专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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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届大学生毕业半年后自主创业主要做“电子商务专员”（本科：5.3%，高职

高专：4.4%），这或许与近年来电子商务的发展有关。从行业来看，创业主要集中在教育

培训相关、餐饮、百货零售、其他金融投资等行业。 

2015年清华大学发布的《全球创业观察报告（2014）》将青年创业者界定为年龄在18~44

岁之间的创业者。该报告指出，中国青年创业者在中高技术上并没有优势。从调查数据看，

不到 2%的青年创业者是基于中高技术的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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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他们创业去哪儿？ 

 近八成创业大学生选择留在家乡 

 

 

 

 

多数大学毕业生选择在家乡创业，其原因可能是毕业生创业的资源更多地来自于家庭，

包括资金和人际关系等，家乡能提供更好的创业环境。另外，这可能也与家乡所在省份创业

成本投入相对较低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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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三年后，还有多少人坚持创业梦想？ 

 近半数创业毕业生坚持创业 

 

 

 

 

毕业半年后自主创业的 2011 届本科毕业生中，有 44.8%的人三年后还在继续自主创

业，比 2010 届（41.1%）增长了 3.7 个百分点。高职高专也呈现同样的趋势。毕业半年后

自主创业的 2011 届高职高专毕业生中，有 48.9%的人三年后还在继续自主创业，比 2010

届（42.6%）增长了 6.3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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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创业创新，中国毕业生差在哪儿？ 

 科学分析、新产品构思能力急需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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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与创新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那么加入创业大军的大学毕业生，其创新能力是否能

满足创业的需要呢？麦可思参考美国 SCANS 标准，把基本工作能力分为 35 项。在 35 项

基本工作能力中，与创新能力相关的能力包括科学分析、批判性思维、积极学习、

新产品构思四种能力。 

根据上述两图所示，2014 届自主创业大学生毕业时掌握的以上四种能力水平普遍略高

于受雇全职工作的毕业生，这或许说明相比于其他职业，创业活动本身有着更高的创新能力

门槛。所以当毕业生自认为已经具备一定能力才会选择创业。 

但同时也应该看到，自主创业毕业生某些方面的能力的满足度相对较低。高校或可由此

入手，提升毕业生创新能力以促进创业。 

 

{名词解释} 

毕业时掌握的基本工作能力水平：用于定义正在工作的大学毕业生所理解的对 35 项基本工作能力在

刚毕业时实际掌握的级别，从低到高分为一级到七级。 

基本工作能力的满足度：毕业时掌握的基本工作能力水平满足社会初始岗位的工作要求水平的百分比，

100%为完全满足。满足度计算公式的分子是毕业时掌握的基本工作能力水平，分母是工作要求的水平。 

 

数据说明： 

2014 届大学生毕业半年后社会需求与培养质量的抽样调查，于 2015 年 3 月初完成，回收全国样本约 26.4

万，其中本科生样本约 12.6 万，高职高专生样本约 13.8 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