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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宿舍舍零零食食店店””好好的的时时候候两两个个 小小时时净净赚赚110000元元
不再局限于发传单做家教，借助互联网大学生玩起花样创业

据了解，如今在校大学生一腔创
业热情的背后，也有着整个社会背景
做支撑。除了互联网发展本身带来的
便利，王广伟介绍，自2014年，国家方
面就提出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
号召，也给学生在校创业提供了很好
的氛围。

“和以前相比，学生想自己创业
的观念强多了，学校也一直给予支
持，比如经常搞创业讲座、举行创业
论坛、开展创业比赛等。”山东师范大
学招生就业处一名工作人员介绍，通
过大学生创业训练，已经孵化出很多
优秀项目，比如最近学校的“幕影春
秋——— 泰山皮影传播与推广系统”项
目团队就在“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
业大赛上获得了金奖。

但大学生创业进行得如火如荼
的背后，仍有不少问题。“学生创业容

易表现出‘性情不定’的状态。”王广
伟表示，比如有的人想法太大却没有
有效资源支撑，有的人找到初始资金
却后续乏力，对于团队创业的人来
说，则容易出现一有盈利就陷入利益
纠纷的问题。

不光如此，王广伟说，从积极的
一面看，大学生通过创业可以更好地
与外界沟通，学会计较利益得失，但
一旦创业失败，也容易陷入阴影中。

“互联网给大学生创业带来便利，但
存在很多陷阱。大学生毕竟心智不成
熟，还是需要多加防范。”王广伟说。

山东师范大学招生就业处的工
作人员也表示，创业毕竟是有风险
的，不是所有人都能成功。“学生创业
最好还是选择跟专业相关的项目，前
期经过培训，有经验了再去做。”该工
作人员建议。

说到为什么在大学期间做兼
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释。根据
媒体报道，2013年的一项调查曾
显示，八成美国大学生正在做兼
职或全职工作，来应对日渐高昂
的大学费用。

现在，在中国的大学生中，靠
自己的力量完成学业也不再是稀
罕事。李昱佳就坦言，自己做兼职
主要就是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
由于她还承担了一些学校里的学
生工作，加上课程本身也有压力，
她称赚得并不是很多，但足以缓
解家庭的经济压力。

吕姚也表示，自己高考完就
有在大学做些兼职赚点生活费的
想法，瞅准做日妆这个机会后，吕
姚就迅速动手干了起来。没想到，
两年左右的时间，她的微信上就
有了3600多名顾客，其中比较忠
实的客户有200人左右。

“平均每个包裹的商品价格
在200元左右，也有约20%的大单
总价轻松上千。”吕姚说，自己卖
东西虽然是薄利多销，但线上线
下的总利润每月也轻松过万。“刨
去给合伙人和房租的钱，每月收
入在三四千左右。”吕姚觉得特别

有成就感。
与此同时，互联网给了大学

生更多契机的同时，也给了他们
把兼职做成事业的机会。在济南
职业学院读大二的周胜魁对自己
的“事业”就颇为自豪。学汽车检
测与维修专业的他做的却是校园
生活服务。

“一句话概括我做的事，就是
宿舍零食店，5分钟送货到床。”
周胜魁说，借助一个叫59store的
平台，他开始向整个宿舍楼供货。
同学们可以躺在床上直接线上下
单，他则负责迅速送货到床。

周胜魁同样做出不错的业绩，
最好的时候，他两个小时就卖出
500多元的商品，净赚100元。这给他
带来了更大的收获：他从普通店长
做到管理一个学校的管培生，又到
现在负责六个学校的主管。

对已经创办公司的孙浩然来
说，赚生活费也不是他聚焦的点，
对他来说，刚刚成立的公司俨然
已经成了他苦心经营的一项事
业。“这是我自始至终都很看重的
东西。”孙浩然说，他在里面倾注
了很多心血，也渴望通过这个平
台来证明自己。

大学生创业警惕互联网陷阱

专家提醒

目的不同

有有的的为为贴贴补补生生活活
有有的的当当事事业业来来做做

以前是发传单、当家教，现在是开淘宝、做代购，甚至还能成立公司当老板。大学生兼职
从来不是个新鲜事，但借着互联网的东风，如今大学生一边上学、一边玩起花样创业。不光
依靠一己之力解决日常花销，有人甚至还没毕业就有了自己的事业。

文/片 本报记者 万兵 见习记者 张阿凤

刚下课不久，吕姚就赶回日妆店里，忙着给微信下单的顾客发货。

以前是发传单、做家教，现在是当老板

从微商到淘宝，互联网让兼职玩出花样

下课铃一响，山东艺术学
院大三学生吕姚就迫不及待地
往山师东路赶去。和其它慢悠
悠回宿舍看电影或者休息的同
学不同，吕姚除了是个在校学
生，还有另外一个身份是个“老
板”。她在山师东路水云间开了
一家小小的日妆店，商品多是
来自日本的护肤、彩妆、家居生
活用品等。

虽然有线下实体店，吕姚
更重要的销售渠道其实是微
信。“最多的时候同时和20多位

客户沟通商品信息。”吕姚说，
沟通好后，自己就得马不停蹄
去店里给顾客发货，“最多的时
候一天能发四五十个包裹”。

吕姚的生活是现在很多大
学生创业者的真实写照。“大约
在2003年以前，大学生的兼职
主要还是靠体力，比如发传单
做家教或做保洁。”山东创客联
盟的创业导师王广伟说。其实，
不光是2003年以前，很长一段
时间内，发传单都是大学生兼
职的重要内容。

2006年在省城某高校读大
一的小王说，那会儿最热门的
兼职就是做家教和发传单，还
有人会去学校提供的勤工助学
岗，做的也都是清洁教室或在
图书馆整理书籍类的“体力活
儿”。“赚钱不多，像勤工助学
岗，一个月可能也就200块钱。”
小王说。

王广伟介绍，到了2013年，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创业的人
多了起来。山东建筑大学的李昱
佳，也是从大一下学期就瞄上了

微商。李昱佳说，其实选择传统
兼职的人还是多数，但利用互联
网创业的也在明显增加。

“之前也发过传单，一整天
都耗在大街上，是最廉价的劳
动力。”李昱佳称。相比之下，利
用互联网做的兼职更加自由。

“只需要有一部手机，随时随地
都可以工作。可以把中午吃饭、
课间休息等零散的时间都利用
起来。”李昱佳说。吕姚也表示，
最初选择这种创业方式，主要
就是因为时间比较自由。

在互联网影响下，兼职的
形式也不限于某一种或几种。
微商、代购、开淘宝店乃至网络
科技研发都成了大学生们的

“战场”，没毕业先创业也不再
是多么新鲜的事了。

“周围有开淘宝店的，也有
做同学的生意卖些生活用品
的。”李昱佳说，摆在他们面前
的选择有很多。她粗略估计，周
围同学中约有十分之一的人都

在利用互联网做兼职或创业。
作为创业导师的王广伟也

表示，大学生创业的发展拐点
和互联网的发展基本是吻合
的。在2010年以前，大学生的
兼职还主要集中在线下，比如
做家教、当主持、代写文案等，
此后便开始渐渐有了“主动出
击性”，一个典型的表现就是大
家开始自主创业。

“从不务正业的小毛孩，到

自己拉点小业务，慢慢开始团
队化作战。”王广伟说。今年还
在电子商务专业读大二的孙浩
然就是一个团队的带头人。今
年10月初，他在之前已经接收
相关业务的基础上，成立了济
南途云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成
了名副其实的老板。

孙浩然说，他本身对互联
网就有很大的兴趣，借助一些
契机，他建立起自己的公司，专

门做网站搭建、APP开发等业
务。“目前承接着东阿县政府
筹备的‘阿胶易购’垂直电商
平台的全面建设与开发。”说
起自己公司的业务，孙浩然难
掩自豪。

王广伟说，根据他个人观
察，一个3万人左右的院校里，
可能就有5%的学生走在利用
互联网创业的路上。“月收入过
万已经不新鲜了。”王广伟说。

周胜魁的宿舍零食小铺。他常常给泡面冲
上热水再给下单同学送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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