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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烟台

关注

开学总动员

六六成成大大学学生生想想创创业业但但没没见见行行动动
一项大学生创业调查显示，大学生创业难主要卡在启动资金上

对于创业困难的原因，大
学生归咎于多种因素。

在“您(大学生)认为创业
最大的障碍是什么”这一道多
选题中，66 . 54%学生选择了经
验不足，缺乏人际关系，75 . 53%

的 学 生 选 择 了 资 金 问 题 ，
32 . 71%学生选择了缺乏一个好
的想法，26 . 22%学生选择了社
会关注度、环境等问题。可见资
金与经验不足，仍是制约大学
生创业的主要障碍。

值得注意的是，调查结果
显示，有80%以上的学生认为
创业教育是有必要的，95%的

学生对学校目前自主创业教育
给出的评价是一般或不好。同
时，80%学生认为大学生自主
创业需要具备出色的沟通及交
际能力。

数据显示，尽管80%以上
的学生认为创业必要，但对
国家出台的扶持大学生自主
创业方面的相关政策和法规
却很少关注。49%的学生不主
动关注，知道一点；2 9%的学
生偶尔关注；12%的学生一点
也不清楚，仅有10%的学生经
常关注并对扶持政策法规非
常清楚。

大学生创业，离不开启动资金，
而资金来源往往是大学生创业面临
的主要障碍。

在关于创业资金的多项选择中，
40 . 57%的学生会选择合伙拉赞助的
方式来筹备资金，35 . 71%的学生选择
贷款，20 . 22%的学生使用自己的储
蓄，而16 . 6%学生表示会伸手向父母
要创业资金。

而创业选择的领域，一半学生会
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行业，两成多学生
会分别选择与自身专业相结合的领
域以及启动资金少、容易开业且风险
比较小的领域。

另外，对创业的定义，不同的学
生也有自己的定义。49 . 8%的学生认
为只要开创一份事业就是创业；
39 . 2%的学生认为开办一个小店铺或
一家企业(公司)是创业；而在10 . 36%

的学生眼里，开发一项科研技术才叫
创业。

四成学生

找合伙人筹资金

大大学学学学费费自自己己赚赚，，还还贴贴补补家家用用
90后小伙毕业一年，买了车开了公司，已有40多万元的固定资产

“现在有很多扶持的政策，你看
我们的培训机构，三年之内都不用交
税。”潘大卫说，不仅不交税，目前他
的办公地点安置在烟台职业学院的
大学生创业园内，半年之内免交任何
费用，“刚创业时是我们最难的时候，
这么多好政策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
和鼓励。”

据烟台大学文经学院大学生就
业创业实验园就业指导中心高老师
介绍，目前不管是政府还是学校，对
大学生创业都很支持，烟台市还出台
了多项帮扶大学生创业的举措。

大学生自主创业从事个体经营
的，税务、工商等有关部门自首次注
册登记之日起3年内，依法免收管理
类、登记类和证照类等有关行政事业
性收费，免除前置审批的各项费用。

“另外学校也给学生提供很多便
利，学生如果想创业，可以落户大学
生就业创业实验园，半年之内不收任
何费用。”高老师说，每年新生开学，
都会有不少学生利用这样的机会做
些生意，学校对此也是十分鼓励的。
不过，创业前一定要做好积累和准
备，提高创业的成功率。

本报记者 李静

潘大卫是烟台职业学院
2009级韩国语专业的学生，他和
同学创办的培训机构主要培训
项目有计算机等级考试、高级办
公室自动化培训班、会计从业资
格证培训班等。目前聘用了五位
高校老师，三名会计，两名前台
文员和一批校园代理，人最多的
时候能达到50余人。

潘大卫告诉记者，这两天

他正忙着做校园内培训机构的
广告布置，主要是做箱体和展
示牌等形式的广告宣传。下一
步计划招聘更多的校园代理人
员。他分析，新生刚来手里会有
一部分钱，必须赶在学校组织
收取其他报名费用之前，抢先
赚取学生手里的钱，所以军训
之前的这段时间显得尤为关
键。

“上大一时，一周就赚过
5000元钱，连学费都出来了，当
时别提有多高兴了。”潘大卫笑
着说。2009年刚来大学，他就开
始寻找商机。开学两个月后，他
用一周的时间赚取了人生的第
一桶金，这一次给了他很大的
鼓励，让他在以后的创业路上
充满力量。

潘大卫告诉记者，到大学

以后他发现，烟台职业学院没
有英语四六级考试的报名地
点，学生需要到济南等其他城
市的学校报名才能参加考试，
这样给学生带来了很大的不
便。于是他联系济南报名点，组
织学生在他这里统一报名，“当
时一共有100个学生报名，每人
收取了50块钱的费用，这样下
来就赚了5000块钱。”

本报记者 秦雪丽

近日，烟台大学环境与材料工程学院学生面向驻烟高
校，做了一项关于大学生自主创业现状的调查。结果显示，
六成学生有过自主创业想法但没有实际行动，不到一成的
学生尝试自主创业，但是以失败告终。对于就业创业难的
原因，六成学生归咎于自身能力，九成多学生对目前的高
校创业教育评价不高。

近期，烟台大学环境与材
料工程学院Try实践队的10名
学生花费了近一个月时间做这
项调查。负责人赵舒悦介绍，此
次调查共发放1000余份问卷，
收回801份有效问卷，发放学校
包括烟台大学、鲁东大学、山东
工商学院等本科院校，另外还
包括烟台职业学院等职业学
院。调查学生涵盖大学各个年

级，以及部分研究生。
调查结果显示，26 . 59%的

学 生 从 没 考 虑 过 自 主 创 业 ;
60 . 92%有过创业想法，但没行
动 ; 6 . 74%有创业想法，也尝试
过，但失败了 ;5 . 74%已经尝试
或正在尝试创业。

这组数据反映出大学生的
行动力不足，六成学生有过创
业想法却没有付诸行动。

不到一成学生创业遭遇失败

缺钱缺人脉成失败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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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创业

有不少优惠政策

本报记者 李静

90后小伙潘大卫毕业一年，但一直没离开学校。因为他和另外两个学生一起创办了一家培训
机构，聘用了高校老师，会计，人最多的时候有50余人，固定资产有40多万元。大学时，他不但没花
家里一分钱，还用创业得来的钱贴补家用。9月新生开学，他忙得不亦乐乎，因为新的商机来了。

在大学期间，潘大卫通过自
己的努力，赚取了自己的三年学
费和生活费，没有花家里一分
钱，有时还给家里寄钱。2012年毕
业的他，目前已经有40多万元的
固定资产，自己买了车，开了培
训机构，下一步还要做电子产品

的劳务代加工业务。
创业让潘大卫赚了不少钱，

也吃了不少苦头，因为没有经
验，还差点被骗。“有一次我倒卖
演唱会门票，就遇见了骗子，还
好我留了一个心眼，没有先交
钱，要不然至少要赔4000多块

钱。”潘大卫说，2010年，周杰伦、
蔡依林等明星来烟台开演唱会，
当时有人找他倒卖演唱会门票，
给他很大的利润空间，但要提前
付一部分钱。

为防止上当，潘大卫找个借
口称等票卖出去一部分再付钱，

结果当天他和女朋友拿着票入
场的时候被告之是假票，他才恍
然大悟。事后再也没有联系上给
他票的人，后来他把钱退给了买
票的学生。“虽然有些苦，但是我
坚持了，事实证明我的坚持是对
的。”潘大卫说。

新生开学，不少学生瞅准
商机，有的倒卖电话卡，有的打
算卖被褥和生活用品，还有的
为培训班做招生代理。同是校
园创业，模式却不相同。有的学
生看到商机就要马上抓住，立
即行动，而有的学生觉得先创
建团队要紧。

山东工商学院国际商学
院市场营销专业大三学生宋
晓洋说，以前他也做过不少
的创业尝试，像是开淘宝店、
帮企业招人、与团购网联合
卖茶叶等等，这些他都尝试
过。在创业探索的路上，他明
白了一个道理，创业靠一个

人是不行的，必须要有自己
的团队。

“今年7月份，我开创了烟
台学生创业群，通过‘群共享’、

‘群讨论’等方式，把自己成功
或者失败的经验拿出来分享，
只有理清思路，创业才能得心
应手。”宋晓洋说。

据宋晓洋介绍，目前他们
的创业团队已经尝试做过一些
项目，“暑假我们在海边卖水母
就很顺利，不仅赚到了钱，还积
累了不少经验。”宋晓洋说，新
生来了以后，他们还想做水母
生意，同时也在找新的创业项
目。

瞅准商机，一周赚了5000块

倒卖演唱会门票，差点被骗

单打独斗不行，创业还得抱团

多知道点

半数调查者

想留烟台创业

在发放的调查问卷中，记者看到
共包含13道题，12道选择题和1道主
观问答题。

对于“您是否会留在烟台创业”
这一主观题的回答上，一半学生选择
了会在烟台创业。多数选择在烟台创
业的学生认为，烟台有较好的环境及
不错的竞争力，而且政府有扶持政
策，适合创业。而选择不会在烟台创
业的学生大部分是因为家不在烟台，
自己没有很好的社交网络。

本报记者 秦雪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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