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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轻创业”有别于传统创业活动，是一种基于互联网信息平台低投入、低风险的市场创新创

业活动，能从一定程度上解决后疫情时代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本文通过梳理相关文献界定“轻创业”

的概念,概括“轻创业”活动的特征，从开设相关课程、建立孵化基地、设立促进中心等三个方面提出

推进大学生“轻创业”的实践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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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ight entrepreneurship” is different from traditional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It is a 

low-investment and low-risk market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activity based on Internet information 

platforms. It can solve the problem of employment difficulties for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post-epidemic era to a 

certain extent. By combing the related literature to define the concept of “light entrepreneurship” and 

summariz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ight entrepreneurship” activities, this article proposes practical measures to 

promote college students’ “light entrepreneurship” from three aspects: setting up relevant courses, establishing 

incubation bases, and establishing promotion cen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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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外新冠肺炎疫情反复之际，我国

疫情却早已得到了有效控制，全国上下生

产生活及学习都进入了正常化轨道，并做

好了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这标

志着我国已经进入“后疫情时代”。但后疫

情时代受全球经济整体下行和国内经济复

苏压力巨大的影响，加之今年大学毕业生

人数再创新高达874万，大学生就业将面临

十分严峻的形势。作为解决大学生就业难

题的重要途径，创业一直以来都是高校人

才培养的重要方向和国家创新创业政策的

重要内容。同样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大

学生创业在短期内的经营和资金链承压也

面临着很大的挑战。正是基于这种情况，

“轻创业”以其独有的优势，为大学生创

业提供了新的选择方向，能从一定程度上

为大学生就业难题提供解决方案。 

1 “轻创业”的概念 

“轻创业”是一个非常新的概念，国

内学者目前还没有给出它的准确定义。在

百度百科中“轻创业”是指从最初的帮忙

或兼职性质行为逐渐转变为创业行为的

做法。施有朋（2018）认为“轻创业”就

是基于“轻资产、小规模、低风险”的创

业理念，利用低成本打造小而美公司的创

业行为。郭献山（2019）指出“轻创业”

不仅是一种独特性创业行为，基于有限资

源或成本，借助互联网工具进行市场资源

整合；同时还是一种创新思维，对旧产品

进行微创新，就能使之重获市场青睐。同

时，研究发现“轻创业”主要是基于互联

网平台进行的创新创业活动。由此可见，

“轻创业”有别于传统的“创业”理念，

是一种基于互联网信息平台低投入、低风

险的市场创新创业活动。但是需要注意的

是“轻创业”不是小创业，也不意味着规

模小，“轻创业”也不等同于专业性高的

“精英型创业”，阶段性强的“风险型创

业”，以及周期性长的“开发型创业”，也

不是团队性低的“孤立型创业”。 

传统创业是指有创新精神的人，通

过整合资源，捕抓商机，并把商机转化

为盈利模式的过程。这需要一定的人力

和财力的投入，还必须具备一定的经营

管理能力和行业知识及风险承受能力。

自然对于大学生群体而言这样的创业活

动是具有一定的门槛，也不易在大学生

群体中广泛推广。与传统创业活动不同

的是，“轻创业”只需要少量人力物力的

投入，对经营管理等方面要求也不是很

高，从而可以有效降低创业活动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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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确保风险可控条件下，使更多的大学

生加入到创新创业活动中去。虽然都是

创新创业活动，但是“轻创业”明显更

适合大学生这样低风险承受群体。 

2 “轻创业”的特征 

2.1低门槛。“轻创业”并不需要严格

意义上的公司注册，也未必需要固定的营

业场所，也可能不需要太多的资金投入，

只需要投入一定的时间精力，在一定的市

场经营意识基础上就可以实现。比如，有

学生专门从1688网上批量进货，然后利用

“咸鱼”平台进行销货，这样只需要少量

的进货成本，基于一定的网络条件就可以

实现。甚至有学生利用学校身份的背书，

与供应商合作，在不需要库存的情况下利

用自己的渠道进行销货（比如带货直播），

从而赚取利润。因此，“轻创业”并不是

传统意义上的创业活动，在互联网时代可

能只需一根网线，一台电脑，一个点子再

加上一腔热忱就可以实现的活动。 

2.2微创新。传统意义上的创业活动

意味着产品的生产或技术的突破或商业

模式的创新，这需要一定的技术能力或

生产经营经验或创新思维。“轻创业”并

不一定需要达到传统意义上的创业要

求，大学生可以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对

市场既有产品进行微创新，可以是功能

上的增加，也可以是款式上的改进，或

是性能上的提升，使之获得市场的青睐。

微创新在技术要求上相较于传统创业活

动低很多，大多数大学生都能达到这种

要求。比如，有大学生在学校生活区宿

舍楼推销T恤，与别人不同的是，他推出

定制服务，客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在T

恤上印制图案或者文字，凭着这样的“微

创新”他赚取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2.3低风险。创业环境的不确定性和

创业机会的复杂性是创业风险的主要来

源。传统创业活动面临的创业环境的不确

定性比较大，创业机会的复杂性也比较

高，风险自然比较高，对于在校大学生而

言一般比较难以承受，比如可能需要休学

或退学创业抑或创业资金的重大损失。

“轻创业”需要的不仅资金投入较少，而

且其它方面的资源投入也不多，都是在学

生所了解的领域内进行微创新，大多的活

动都在自己所能控制的范围之内，不需要

在学业和创业中取舍，利用自己的空闲时

间结合自己的专业技能及兴趣可能就可

以实现，风险自然也就比较低。 

3 推进大学生“轻创业”的实

践措施 

3.1开设“轻创业”课程，培养“轻

创业”意识。创业需要技能，更需要意识。

只有通过培养大学生的“轻创业”意识，

才能激发大学生的创业意愿，从而让更多

的大学生去从事“轻创业”。目前高校普遍

开设创新创业课程，培养大学生的创业意

识，让他们在创业前就能接受系统的创业

训练和有效的引导。这也是教育部对高校

人才培养提出的新要求。为培养大学生“轻

创业”意识，高校应在原有创新创业课程

体系下，进行充分的市场调研，并结合时

下互联网技术高度发达的现实基础开发出

适合大学生“轻创业”的教学单元或者教

学模块，抑或教学课程，从理论上予以积

极引导。同时，高校还应利用具有创业经

验的教师或者企业兼职人员进行针对性的

授课或指导，从实践上予以积极帮助。 

3.2提供“轻创业”场地，进行创业

孵化。单靠培养大学生“轻创业”意识

还是不够，高校还应该提供“轻创业”

的场地，把有希望走向市场的“轻创业”

项目进行孵化，进而推向市场。目前很

多高校都创立了创新创业园，为学生搭

建了一个集创新创业教育与创新创业实

践相结合、创新科研活动与创业企业孵

化相结合、校内创新创业园与校外合作

企业相结合的实践平台。然而，要推动

“轻创业”活动，真正发挥创新创业园

的孵化功能，那么高校不能只是停留在

场所提供的初级阶段，更应该利用创新

创业园提供创业辅导、人才推介、资本

对接、技术支持等高层次服务。 

3.3设立“轻创业”促进中心，助推

创业成功。推动大学生“轻创业”活动，

不能仅靠高校力量，政府应该扮演重要

的角色，从社会服务的角度提供更多的

资源，从而助推创业成功。政府可以通

过设立“轻创业”促进中心，组建强大

的运营团队，整合各方资源，为“轻创

业”人员提供各种帮助。与高校“创业

孵化基地”不同的是，“轻创业”促进中

心是以政府为角色担当，集合社会各方

力量，旨在打造一个“轻创业”的平台

和生态圈，并以其开放性和公益性的特

性最大限度为“轻创业”人员提供全方

位的服务，降低其创业风险。全方位的

服务包括项目论证、资金扶持、专家指

导、政策解析、运营培训等，从而使“轻

创业”人员能从“轻创业”促进中心得

到“安心、放心、舒心、贴心、开心”

的全方位支持。 

4 结束语 

提高大学生就业是后疫情时代的重

要命题和难题，也是保障大学生从校园走

向社会最为关键的环节。在“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的背景下和“后疫情时代”的

现实基础上，结合大学生群体的特征，“轻

创业”从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传统创业活动

高门槛和高风险的问题，也解决了大学生

就业难的问题。但是，要真正推动大学生

“轻创业”活动，还需要学校和政府立足

于现状，为大学生群体“轻创业”活动提

供更多的支持，减少大学生“轻创业”活

动的风险以及后顾之忧，使更多的大学生

能够投入到“轻创业”活动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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