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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很多成功的“大学生创业者”都在用自己的例子证明，中国的大学生创业者可以在年轻的时候赚到
人生中的桶金，就像硅谷的扎克伯格和比尔盖茨一样。然而，无论是“精神导师”李开复，还是“创业
领袖”周，都在不断地劝告那些渴望创业的年轻人：“大学生不要直接创业，先进入社会积累一些经验
⋯⋯”  “我是一名刚毕业的大学生。我不想为别人工作。我想尝试创业。不知是否可行？”  “我投
了几十份简历，都石沉大海，没有任何消息。我不想继续这样痛苦下去。我想创业，给自己找条出路。
”  大学生该不该创业？  他们有足够的自我意识吗？  如何权衡创业的利弊？ 
资源和能力匹配吗？  想尽快提升自己的能力，有哪些路径和方法可以借鉴？ 
一、公众认知：大学生创业有什么优势？  社会之初没有工作经验的大学生，和已经在社会上混了很多
年的人相比，创业有什么优势？我们认为肯定有好处。  1、激情与活力 
年轻的大学生血液里流淌着对未来的希望和激情，初生牛犊不怕虎，这是创业者的基本素质。 
2、较高层次的知识水平与创新精神  “智力换资本”是大学生创业的特色和必由之路。在校期间掌握
的理论和科学知识，是大学生创业的一大优势。同时，他们也对传统观念和传统行业的挑战有一种信心
和渴望，眼光放得更远。由此激发的创新精神是成功创业的精神基础。 
3、实现理想与自我价值的证明  创业不仅是一种经历，更是实现自我理想的一种方式。通过创业，大
学生可以学以致用，增加社会实践经验，提高能力。大的好处是创业成功后，在获得财富增值的同时，
实现自己的理想，证明自己的价值。  创业是实现梦想的平台。选择创业，意味着你有更多的机会去实
现自己的想法和创意，也意味着你有机会拥有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对成功的渴望，对达成梦想
的期待和对可能的创业失败的坦然包容。  以上优点可能会鼓励一些看到这里的读者，他们恨不得自己
不能马上创业，但是我们还是要给你泼冷水，冷静一下。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创业也不例外。大学生
创业的坏处让你在做选择的时候更加清醒谨慎。 
二、自我认知：作为一名大学生创业者，你的劣势是什么？  1、缺乏实践，心理承受能力不足  对于
大部分大学生来说，十几年的学校生活简单朴素，可谓象牙塔。他们对外面的社会了解不够，也缺乏一
定的社会经验。他们遭受的挫折和失败只停留在考试和情绪上，心理承受能力相对较弱。他们经常在社
交网络上看到各种90后甚至00后创业成功的案例，拿到几千万的融资。他们的心态天生理想主义，认为
只要有创意，什么都有可能。  其实成功的背后更多的是失败。新创业者倒下的不在少数，吹牛被抓原
型的也不少。很多出了社会很多年的老创业者还是觉得很痛苦，很失落，甚至抑郁，更别说大学生创业
者了。  看到成功，也看到失败，这才是真正的市场，也只有这样，年轻的创业者才会变得更加理性，
而不是盲目乐观。马云在湖畔大学开学典礼上发表的演讲，我们认为值得深思：这里只研究失败。 



2、缺乏资金，金钱得来不易体会不足  刚创业的大学生缺乏资本积累，项目不足以引起投融资机构的
关注，大多靠家庭支持。今年2月进行的大学生就业状况调查显示，大学生创业资金70%以上来自家庭支
持。这意味着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些创业者没有意识到钱来之不易，把父母的钱到处“撒”是常
事。  如果他们在社会上干了几年，意识到钱来之不易，创业的时候就会珍惜手中的钱，把每一分钱都
花在该花的地方。  3、缺乏积累，可利用的基础资源不足  除了资金，大学生创业者面临的常见障碍
还包括无经验、无人脉、无渠道.不是我们有意攻击，而是要盘点一下大学生创业者缺乏的资源。这是另
一份研究报告：  双创测评报告显示，39.6%的准创业者认为自己缺乏技术，38.6%认为自己缺乏团队，3
2.7%认为自己缺乏市场渠道，30.7%认为自己缺乏人脉，15.1%认为自己缺乏供求信息. 
4、急于求成，市场意识及管理经验不足  大学生的市场意识相对较弱，很多大学生认为只要有新颖的
创意和独特的技术就能吸引投资人。他们往往忽略了这些技术或产品会有多大的市场空间。在商业计划
书中，即使提到市场话题，大部分也只会计划花钱做广告。  在管理方面，如目标市场定位与营销手段
的结合、专业团队建设等。也都很重要，而大部分大学生创业者根本没有概念。  其实真正让投资者感
兴趣的，不一定是那些极其高级的东西。相反，技术含量一般但能满足市场需求的产品或服务，往往更
受投资者青睐。对于这些，你必须有一整套细致的可行性论证和实施方案，而不是仅仅三言两语的一个
想法就能让人买单的。同时，创业者要有非常清晰的营销计划，能够有力证明盈利的可能性。 
三、自我提升：创业的决心很强。如何提高能力，弥补不足？  可能看了缺点的内容，对比现有的缺点
，有些读者会产生疑惑：按照你说的，大学生不适合创业吗？如果我决心创业，有什么方法可以提升自
己的能力，弥补自己的不足？  我们一直认为，清晰的自我认知是个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能力。  大部
分准创业者资源不足，经验不足，但具体到一个创业者，情况就不一样了。这里我们给出一些建议。作
为一个有意向的创业者，可以从以下几个基本面考虑自省和提升： 
1、科学规划，由小及大确定并完成目标  在创业的过程中，要有规律的规划或者提前规划一些事情。
作为一个企业家的领导，也需要规划和管理不同的目标。  对于还没有马上开始创业行动的读者，可以
尝试先规划一些日常事务。这里有一个实用的方法，就是征求“有经验的人”的意见，然后根据自己的
实际情况，一个一个的确定一些要实现的小目标，然后慢慢开始规划阶段性的任务。同时也要注意，在
制定计划时，一定要整合各种因素，形成可行的行动分解，在实施过程中，要根据当前的具体情况进行
调整。  2、社交拓展，拥有决策的胆识和魄力  创业后会遇到不同类型、不同身份的人，遇到的人大
多和自己的兴趣有关。所以从现在开始，你要学会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尽可能多接触，多认识朋友
，愿意投资自己。同时，一旦创业，就会面临大大小小的各种决策和管理。前期可以和前辈交流学习。
后期需要你仔细评估风险和利益后再做决定，这需要勇气和魄力。  而且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突发事件
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事件涉及到客户，及时处理和避免危险也将考验企业家的适应能力和勇气。妥善处
理突发事件，另一方面可以进一步获得消费者对你、对你的团队、对你的产品的认可，从而达到口碑宣
传的效果。  3、信息获取，培养快速的学习能力  如上所述，有一个词我们非常认可，叫做清晰的自
我意识，这是个体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能力。其实这只是特征之一，可持续发展能力中还有一个重要的特
征，叫做优秀的学习能力。  创业，必须听八方，比如：竞争对手又开始降价了；附近开了一家类似的
商店；厂家有新政策等等。如何尽可能的拓展信息渠道，获取相关信息，识别有效新闻，都需要长期的
积累和锻炼。只有正确有效的信息才能引导创业有序发展。尤其对于大学生创业者来说，缺乏社会实践
经验是一个短板，在信息无所适从的情况下很容易做出偏颇的决策。可以虚心向有经验的人请教，也可
以在网上搜索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管理信息的能力。  从大企业到小个人，与市场的竞争越来越激烈。
想要力争上游，就必须比竞争对手更快的掌握更多的知识，通过不断的学习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4、直面挫折，保持健康的身心  对于习惯了“与世无争”的校园生活的大学生创业者来说，他们往往
比较自大，自尊心很强。但是踏足社会，选择创业，就意味着你需要扔掉这些无用的表面情绪，因为顺
利创业需要极大的运气和天赋，孤独和挫折是常态。现在流行一个词“逆境商”，指的是人适应逆境的
能力。那些现在被人们津津乐道的成功人士，如马云、王健林、余等。都是经历了重重打击和几十年的
事业沉浮才取得今天的成就。  此外，年轻的大学生创业者精力充沛，从事创业时充满激情和活力。但
是，当他们在为事业奋斗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健康的身体是一切的基础。 
第四，我们建议：探索可以学习的途径，勤奋学习，真正投入。 
后，我给大家提供一些学习方法，供大家参考：  1、媒体途径  ，传统媒体，人才、经济、管理、创
业类网站是必要的选择，如ChinaHR.com、中国营销传播网、哈佛商业评论等。  二是新媒体，比如现
在大家都在看的创业中国微信微信官方账号，一直致力于为读者提供实用专业的创业资讯和解决方案。
为了避免广告的嫌疑，其他微信官方账号在此不做推荐，可以自行探索。  此外，还可以从当地的创业
中心、创新服务中心、大学生科技园、留学人员创业园、科技信息中心、知名民营企业网站等学习创业



知识。  2、商业活动及人物途径  关注一下自己所在的城市，有没有创业沙龙和培训活动，甚至一些
产品的推广站点也可以适当关注一下，看看别人是怎么做营销的。还可以找有创业经验的亲朋好友交流
，获得直接的创业技巧和经验，更多的时候，收获比看书更多。《中国创业》目前拥有数百万读者，可
谓是一个庞大的人群圈。我们建立了多个微信、QQ交流群，创业者经常在里面讨论创业话题，分享经验
。  如果你足够勇敢，你甚至可以通过邮件和电话拜访你所仰慕的商业人士，或者咨询与你的创业项目
密切相关的商业团体。  标签  作为一个大学生创业者，即使你有很好的创意和技术，也不要急于求成
，不要不顾当前的市场形势，不要一开始就想着“我能用几十万做我能做的事”，这是不可能的。对于
企业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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