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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关于“大学生创业是否靠

谱”的争议不断。日前,麦可思研究院联

合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17年中国大学

生就业报告》显示,近3年,就业大学生创

业率稳定在3%左右,每年创业大学生人

数超过20万人。短短几年,类似“OFO”

“饿了么”等大学生创业估值10亿美元以

上的“独角兽”级别企业不断出现。

大学生创业的真实状况怎么样?泡

沫和风险有多大?当更多的大学生参与

创业,将对中国社会发展和教育带来哪

些影响?“新华视点”记者近日在多地进

行调查。

大学生创业率6年接近翻番
近年来,一些中国的大学生不再因

长辈的怀疑和告诫而止步,而是毫不犹

豫地投身于创业,在实现个人梦想的同

时试图改变社会。

麦可思研究院联合中国社科院发布

的《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数据显示,近5

年来,大学生毕业即创业比例连续从

2011届的1.6%上升到2017届的3.0%,

接近翻了一番。以2017年795万应届

毕业生的总量计算,年创业大学生的数

量超过20万。而东北师范大学2016年

底发布的《中国大学生就业创业发展报

告·2015-2016》显示,多数大学生创业

并不是出于就业困难,超过90%的大学

生是主动的机会型创业。

在被誉为“创客之城”的深圳,很多

大学二三年级的深圳大学学生,就纷纷

找项目、组织团队,“再不创业就老了”是

很多人的心声。对这里的学生而言,“进

大学就不花父母的钱”是一种很普遍的

生活态度。

家庭提供物质和精神支持
《中国大学生就业创业发展报告·

2015-2016》数据显示,73.16%的创业

者在校期间学习成绩排名在前30%；

76.20%有学生干部经历；65.70%有勤工

助学经历；21.42%是中共党员。创业者

的素质普遍较高,多数是大学生中的精

英人才。

拒绝“标准化配置”,让人生更加自由

——这是很多大学生创业者的普遍心

态。2014年毕业于武汉理工大学车辆工

程专业的陈志雷,多次在国际汽车设计比

赛中获奖,职业梦想是到意大利设计汽

车。由于家在农村开不出5万元流水证

明,他被意大利拒签。此时,他收到了东

风日产公司设计部的录取通知书,但这位

“技术宅男”一气之下做出惊人的决定:工

作也不要了,干脆创业。最终,他把东风

汽车从雇主变成了客户,为东风日产设计

了一款车辆的外观数据,目前该车型已经

投产。

“这也许可以视为中国年轻人一场

新的思想解放。”光谷创业咖啡执行总经

理宣洁说。创立4年,仅光谷创业咖啡

在全国已经有20多家,正在孵化的大学

生创业项目超过300个。

不可忽视的是,大学生创业的社会

背景,还包括日益壮大的中等收入群体

家庭。锐气十足的年轻90后,其背后是

60后、70后的父母们在物质和精神上的

支持。

几年前,6名深圳大学的毕业生举办

了一场特殊的“路演”——观众是他们的

父母,产品是他们原创的服装设计。几年

后,他们的创业公司已经成为营业额超

4000万元的企业。“父母不急着让我们就

业,而是允许我们可以试几年。”他们说。

互联网爆发式发展提供可能性
互联网为中国大学生创业带来巨大

契机。“互联网+”的一大特点就是链接和

改造传统行业,而当代大学生正是网络

上成长起来的一代人。

教育部、网信办、发改委等部委主办

的第三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

赛”正在全国各地进行,而仅去年举办的

第二届,参赛高校就达到2110所,学生

报名项目11万多个、直接参与人数超过

50万。

“曾经有人质疑大学生创业是一场

难以持久的运动,但一个最明显的变化

是,过去不少人参加创业比赛的目标是

为了加学分、保送等,现在比赛只是创业

的起点。尤其是处在移动互联网爆发式

发展的时代,给大学生创业提供了更多

的可能性。”宣洁说。

大学生创业蓬勃发展,还与国家和

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密不可分。相关部

门为大学生创业者提供了包括登记注

册、税收、融资、培训、指导等支持服务。

天津规定,对高校毕业生、留学回国人员

注册资本50万元以下的公司可零首付

注册,开辟“绿色通道”支持自主创业。

西安规定,毕业学年高校毕业生可享受

不超过2000元的创业培训补贴。

值得关注的是,尽管有数十万计的

创业群体、诞生了诸多创业明星项目,但

超过90%以上的创业项目失败率,仍然

提醒大学生创业者需要审慎选择项目,

直面困难和挑战。

对创业者的系统培训支持,也成为

大学生最迫切的需求之一。《中国大学生

就业创业发展报告·2015-2016》显示,

尽管全国各大高校已陆续开设创业教育

课程,但接受过系统教育的创业者仅占

17.43%。

武汉理工大学创业学院院长赵北平

等专家介绍,大学生创业的意义,不仅是

提供新的就业岗位,也在倒逼中国教育

尤其是高等教育的转型:“要改变知识灌

输型的教育模式,鼓励学生的创新精神,

引导他们自由发展,勇敢面对人生的各

种挑战。”

作者：乌梦达 李劲峰 孙 飞
张漫子 刘 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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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创业”靠不靠谱？
每年20万大学生创业者给了回答

石向阳 绘
《中国教育报》2017年6月28日

中式英语

幼儿园毕业
别成了家长搞攀比

六月是毕业季，大学校园里随处可见拍

学位服照片、举办散伙宴的学子们。如今，连

幼儿园的小朋友也要像模像样地参与了：大

班毕业照要穿着小博士服、小西服照毕业艺

术照，和好朋友在亲子餐厅、小游乐园、儿童

乐园一起举办幼儿园告别派对，去租礼堂或

公园相关场地来场毕业典礼等，五花八门的

毕业活动、毕业消费，从场面到精细度都丝毫

不亚于大学生。儿童教育专家说，孩子“提前

的”高消费对身心发展不利。（6月27日《北京

晚报》）

从幼儿园到小学，是人生的一个阶段，纪

念一下无可厚非，但花大价钱举办豪华的毕

业礼显然是一种误区。

幼儿园毕业高消费兴起，很多是出于一

种错误的跟风、攀比心理。当下微信朋友

圈，不少家长都在晒孩子大班的毕业照，让

人感觉一家比一家隆重，似乎不如此就不如

人家，就跟不上潮流。于是你花数百，我花

一千，豪华毕业礼异变成大人们财力与能力

的展示窗，你追我赶地陷入盲目跟从、攀比炫

耀的误区。

实际上，儿童纯白如纸，他们的快乐简单

而纯粹，和喜欢的小伙伴在一起玩耍就好，一

张笑颜如花的合影就足以纪念这段日子。反

之，高消费堆砌起来的豪华毕业礼，孩子成了

家长们炫耀的配角，早已背离平等、欢快的良

好初衷。

需要看到，幼儿园毕业高消费后面还有

商业之手在推波助澜。“给宝宝一个难忘的

记忆，别留下终生遗憾。”煽情的广告词，豪

华的场景、服装设计，营造出“花钱多才能把

事情办得最好”的氛围，掩盖了商业机构的

逐利之心。

当大操大办成为幼儿毕业的“标配”时，

其负面影响也必然衍射到孩子以后的成长过

程中，不利于孩子的身心成长。倘若大手大

脚养成习惯，在以后的小学、中学、大学毕业

礼、生日聚会、婚恋仪式上就会尽情演绎，这

样的例子已然数不胜数。

给孩子一个怎样的幼儿园毕业纪念，不

在于花费多少，而在于用心几何，家长要在生

活的点点滴滴中让孩子学会感恩，学会珍惜

友谊，更应该以身作则，用简单的礼物、亲切

的话语祝贺孩子的成长，告诉孩子成长的意

义与责任，要比喧嚣、豪华、晒给别人看的毕

业仪式有意义得多，也体现了现代家长低调、

朴实、瞩目长远的家庭教育大智慧。

作者：斯涵涵
《长江日报》2017年6月28日

三部委协力规范校园贷
网贷机构一律停发校园贷

发高利贷、暴力催收、裸条贷款，让校园贷

一直暴露于聚光灯下。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

员会、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联合印

发通知，要求从事校园贷业务的网贷机构一律

暂停新发校园网贷业务标的，并根据自身存量

业务情况，制定明确的退出整改计划。

校园贷市场一方面要开正门，补服务，另一

方面要强治理，防风险。《关于进一步加强校园

贷规范管理工作的通知》鼓励商业银行和政策

性银行进一步针对大学生合理需求研发产品，

提高对大学生的服务效率，补齐面向校园、面向

大学生金融服务覆盖不足的短板。经银行业监

督管理部门批准设立的机构在风险可控的前提

下，根据大学生群体的风险特点，开发既能满足

大学生融资需求，又能有效控制风险的校园金

融产品。

整顿校园贷市场的同时，《通知》要求抓好

校园秩序管理与学生教育引导工作，引导学生

科学理性消费，健全举报惩戒制度，及时清理各

类借贷小广告。

作者：欧阳洁
《人民日报》2017年6月29日第10版

义乌：
在“游考”中完成学业评价

朗读童诗、背诗识字、拨计数器、摆七巧板、

科学小实验等等，涵盖所有校内学科和家庭实

践活动模块。

这是近日发生在义乌市宗泽小学的一幕。

当天，义乌市教育研修院召集各小学骨干教师

齐聚宗泽小学，参加一年级学业评价游考现场

会。为什么要改变低段单一的纸笔考试方式，

倡导丰富多彩的游考形式呢？多年从事小学教

学研究、家庭作业改革的倡导者、宗泽小学校长

叶立新说，对低段学生而言，比知识更重要的是

学习的兴趣、习惯和方法，是伙伴间的相处和互

助，这是为学生一生成长奠基的最基础的素养。

据悉，近几年义乌市一些学校积极探索小

学低年级期末学业测试评价模式，如绣湖小学

教育集团的“我读我讲我秀，乐考活动送视频”、

苏溪三小的“考试变身游园会 家长化身做评

委”等等都已颇具特色。

作者：董亚娟 刘旦昱
《中国教育报》2017年6月27日第6版

景宁：
小规模学校“变形记”

景宁畲族自治县位于浙南山区，十几万的

人口和地域分布的不均，导致小规模学校不在

少数。据统计，该县农村小规模学校初中占比

90%，小学占比80%，15人以下的微班接近全

县农村教学班的一半。

事实上，从2006年起，在不少地方还热衷

于撤并调整教学点的时候，景宁就已经拥抱“小

时代”，推动了一系列小规模学校的专项改革。

还有标溪乡校的“抖空竹”、大际乡校的“花样跳

绳”、郑坑乡校“剪纸艺术”和“畲族舞棍”、大地

乡校的“成长银行”等一批特色项目应运而生，

全面演绎“校校有特色、人人都出彩”的畲乡教

育新壮景。

景宁县还专门出台了星级考核政策，实行

以奖代补形式，根据考核结果分别给一星级学

校2万元、二星级学校3万元、三星级学校4万

元的经费奖励，推动全县学校“一校一品”建设。

作者：蒋亦丰 禹跃昆 朱军连
《中国教育报》2017年6月27日第1版

打造农村教育现代化的
“潭北模式”

慈溪市周巷镇潭北小学坚持因地制宜,对

全体学生开展全方位的中华传统文化教育和熏

陶。每一个楼层的开放式读书吧,营造自由阅

读、随心阅读的宽松空间。

学校各处装饰,也是整体考虑,尽量采用环

保自然造价低的材料,如采用废旧回收物作画,

尽量少花钱或者不花钱。校园内布置了大量学

生的美术作品:手绘废旧硬板纸做的瓦当、酒坛

丙烯画、传化洗洁精壶上画漫画、鹅卵石上作

画、鸡蛋包装垫上彩绘等等,用师生共同参与绘

制的作品作为校园文化布置的主角。

该校全体教师义务参加辅导,学校适当聘

请校外达人来校兼课指导。在潭北小学,学生

参加各类项目达到100%,不少学生学习项目3

项以上。

作者：解艳华
《人民政协报》2017年6月21日第10版

考生的学习成绩属于个人隐私，任何机构无权公

布，更不应该大肆炒作。

据媒体报道，江苏省今年不公布高考成绩排名，高考

成绩只提供给考生本人，不再向考生所在学校及其他单

位和个人提供，考生可到省考试院网站自行打印成绩

单。此外，为帮助考生了解各批次的分数线、自己的排位

等，今年江苏省还将公布各科类考生“逐分段统计表”。

不只江苏省，从2008年开始，山东省就不再把高考

成绩提供给各地的教育部门或学校，高考成绩只向考生

本人开放。今年山东继续不公布文科成绩前20名、理科

成绩前50名具体位次。而广东省2012年更是祭出“狠

招”，高考成绩位列全省前十名，就被查分系统技术屏

蔽，考生自己也查不到。

客观而言，这一制度的初衷是好的。考生的学习成

绩属于个人隐私，任何机构无权公布，更不应该大肆炒

作。据了解，日本学生的学习成绩也不会排名、不会公

布，如果要考国立或公立的大学需要参加全国统考，但

是考试成绩也是不排名、不公布的。

从操作层面看，不公布高考成绩排名也不会影响招

录的公开透明。毕竟，考生成绩和高校录取之间并非一

对一的线性关系，一个考生是否被录取、被哪一级高校

录取，与他是不是掌握其他考生信息并无必然联系。况

且，高考录取批次线、学校投档线，以及各科类“逐分段

统计表”仍然向社会公开，每一个考生都能了解相关信

息并准确定位。

不过，此举的现实效果似乎并不明显，在很多地方

甚至沦为一纸空文。该炒的继续炒，该排的照常排。缺

乏官方的权威数据，学校往往自行收集数据，不少学校

在出分的当天连夜发动学生报分数、搞排名，然后宣布

本校高考又取得重大突破。不让炒作“状元”，则改称

“最高分”等。当地教育部门对此也置若罔闻。

而家长似乎也不领情。据报道，日前，四川泸州泸

县二中包揽该市高考文理“状元”，欣喜若狂的家长冲到

学校，点燃数十米的鞭炮，现场腾起巨大蘑菇云，晚上还

燃放大型焰火庆祝。

上上下下风气如此，亦可知“淡化高考成绩”究竟有

多难。这也表明，当高考成绩已经形成了一条漫长且稳

固的利益链条时，仅仅捂住前几十名，或者不披露汇总的

“大数据”，并不能彻底遏制住社会对“状元”乃至升学率

的热望。有高三老师笑谈，官方不准排名了，学校借此取

消了例行的高考奖励，老师反倒成了最大的“受损者”。

当下，高考成绩不只关系到学生的出路，也关系到

“超级中学”的声誉与生意，更延伸到初中、小学的择校、

掐尖，从而将整个社会的家长都卷进应试教育的“军备

竞赛”。早就该“动真格儿”、降降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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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公布高考成绩排名，不问责恐成空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