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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依托互联网技术迅猛发展产生的新的创业形态，大学生互联网创业面临着因缺乏风险意识

导致的复杂风险、因支持政策虚置导致的期待危险以及因制度不完善导致的失序危险。破解上述问题

的方法包括以综合素质提升作为培育风险意识的主要路径、优化并落实既有政策加速其发展、通过完

善相关保障及配套制度激活大学生互联网创业氛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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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ay to Solve the Dilemma of College Students’ Internet Entrepreneurship in the New Era 
Qiwen Sheng 

Guangzhou Xinhua University 

[Abstract] As a new form of entrepreneurship based on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technology, college 

students’ Internet entrepreneurship is faced with complex risks caused by lack of risk awareness, expected risks 

caused by the absence of support policies and disorder risks caused by imperfect systems. The methods to solve 

the above problems include taking the improvement of comprehensive quality as the main path to cultivate risk 

awareness, optimizing and implementing existing policies to accelerate its development, and activating the 

atmosphere of college students’ Internet entrepreneurship through improving relevant security and supporting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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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的发展已逐步影响到教育

教学甚至就业创业方式的改变，学生通

过互联网进行创业就是鲜活的例子，尤

其进入2021年，第七届中国国际“互联

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的成功举办，

更是将这一氛围推向高潮。但问题是，

由于互联网技术的突变性，导致其原有

的与之对应的制度因赶不上时代的发

展步伐而呈现明显的滞后性，使得学生

在通过互联网创业的同时不得不面对

制度缺失、政策落后等问题。本文即是

从大学生互联网创业的问题出发，提出

破解该问题的一般方法，以求教于大方

之家。 

1 新时代大学生互联网创业之

困境检视 

1.1因缺乏风险意识导致互联网创

业面临较大的风险 

其一，互联网技术迅猛发展的“风

口现状”，导致不少涉世未深的大学生在

对社会复杂性没有充分认知的时候就贸

然进行互联网创业，从而致使创业过程

中面临更大的资金、政策、收益风险。

例如，新冠疫情的爆发导致世界经济增

长陷入停滞，经济的停滞必然会引发社

会不稳定因素的加剧，这显然给互联网

创业带来了外部不确定性和压力；其二，

自互联网交易诞生的那一刻起，互联网

经济必然与实体经济形成不可调和的矛

盾，这显然又在实体层面为互联网创业

带来了不确定性；其三，由于互联网技

术的“风口效应”，加之多数大学生并未

意识到复杂性和被动性，天性乐观地投

入到创业大潮中，很大概率会因准备不

足而遭受现实打击。 

1.2支持政策的虚置导致大学生互

联网创业面临发展乏力的危险 

保障并培育一项创新从稚嫩走向成

熟的 好方法即是将政策规范细化且被

全面落实。但令人遗憾的是，大学生互

联网创业支持政策因制度规定粗放、落

实过程走样等现实境况导致其可能面临

被虚置的危险，引发政策运行上的两组

张力，这大致可表现为：其一，制度解

读和普及化与政策获知上的张力。从责

任主体观察，政府应当是负责宣传及解

释相关互联网创业政策的直接主体，但

问题是，虽然近年来政府职能部门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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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对相关政策的解读、采取了一些政策

普及的具体措施，但仍然无法满足投身

互联网创业浪潮的“弄潮儿”们对政策

获知和理解上的需求；其二，责任主体

的通常化对接与责任主体政策了解乏力

上的张力。由于大学生互联网创业的主

体应是大学生，这与互联网创业的原初

形态主体存在天然差别，这也就意味着

高校应扮演政策的传达者和落实者这一

双重角色。但问题是，实践中经常发现

高校与政府的对接并不紧密，不能满足

常态化的对接机制要求，这也就意味着

在引导大学生通过互联网进行创业方面

存在机制不完善的地方。 

1.3缺乏完善的制度导致互联网创

业面临失序的危险 

从时间横轴观察，大学生互联网创

业并非一个陈旧的事物，而是互联网技

术迅猛发展的时代产物。相应的，由于

制度必然存在滞后性的特点，对于新事

物的规制当然也会呈现出滞后性及欠缺

性面向。这种滞后性及欠缺性表现在：

其一，从宏观层面而言，缺乏对互联网

创业市场的制度规范。“市场的出现是行

为聚集的结果”。互联网创业作为一种行

为，其必然会因聚集性而产生市场行为，

但由于该市场是一种新兴的市场，天然

存在制度的空白，也就意味着规制市场

的规范处于欠缺状态；其二，从微观层

面而言，缺乏对应的创业激励及保障机

制。市场的成熟是时间成熟与制度成熟

的叠加体，在对成熟因素（或指标）的

衡量横轴上，激励机制、保障机制以及

惩戒机制都应占据主要地位，而市场的

非成熟性，也就意味着市场在相关主要

因素上的缺乏或不完善；其三，从实践

层面而言，市场仍处于培育期，市场活

跃度显然仍处于由弱到强的培育过程。

此外，经济强弱是市场活跃与否的晴雨

表，创业市场受经济发展态势的影响明

显，这就导致互联网创业市场的活跃度

层面的强弱，目前来看，该活跃度并未

满足互联网创业的应然需求。 

2 大学生互联网创业面临困境

的破解方法 

2.1以综合素质提升作为培育风险

意识的主要路径 

如上分析，缺乏风险意识的根源在

于大学生对社会环境的复杂特性了解不

足，由此引发对风险应对、风险防范和

风险克服等意识层面的欠缺。实际上，

风险意识的缺乏正是当代大学生综合素

质不达标的真实写照。我们应以综合素

质提升作为培育风险意识的主要路径，

在大学教育过程中，不断地嵌入相关知

识、方法及能力，具体方法如下： 

首先，在从“思想政治课程”到“课

程思政”的转变过程中提升大学生应具

备的思政意识。课程思政并非是对思想

政治的简单重复，而是有意识、有方法

地将国家的政策、理念、方针与所教授

的知识进行有机融合。由此，在这一转

变过程中，应让大学生充分认识到党和

国家政策在我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角

色和地位，从思想根源提升自身的判断

能力。 

其次，注重专业知识与应用技能的

有机融合。当前大学教育时常面临理论

与实践相脱节的问题困扰，这尤其体现

在应用型学科的教授过程中。诚然，大

学教育的本质应是理论的讲授，培养未

来理想社会的人才，但倘若理想与现实

差距太远，则又有可能引发“屠龙术”

问题。由此， 好的办法即是通过优化

案例教学方法、添加实践素材、实践进

课堂等方法将专业知识与应用技能进行

有机的融合，从而提升学生对实践的综

合把握。 

后，注重人文素养与心理承受能

力的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曾提出，“努力

学习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努力掌

握科学文化知识和专业技能，努力提高

人文素养”。人文素养的提升能够引导大

学生在从事互联网创业过程中更好地认

识到人性的复杂，进而提升风险防范的

思维“股弦”；而心理承受能力的提升往

往能提升对某一现象的观察力和理解

力。实际上，人文素养的提升与心理承

受能力的提升是“一体两面”的关系，

人文素养的提升会直接导致心理承受能

力的提升，心理承受能力的提升要求大

学生具备较高的人文素养，以此提升在

互联网创业过程中的抗压能力。 

2.2通过优化并落实既有政策加速

大学生互联网创业的发展 

当前，我国关于大学生互联网创业

的相关政策亟待优化并落实。首先，通

过摸底调研掌握政策需求情况。目前

亟需的是，按照属地管辖的原则，由各

省份根据本省情况组织相关专家、学者、

职能部门人员针对本省辖区内的大学生

互联网创业的基本情况进行摸底，并根

据本省市场制度、相关政策的现有条件，

出台针对大学生互联网创业的相关政策

文件，以此作为鼓励、支持和帮助大学

生互联网创业的前提和基础。 

其次，从协调高校与政府对接方面

优化现有政策。根据前文的分析可以发

现，由于大学生互联网创业的主体是大

学生，与互联网创业的原初形态主体存

在着天然差别，这就意味着高校应扮演

好政策传达者和落实者的双重角色。但

问题是，实践中经常发现高校与政府的

对接并不紧密，不能满足常态化的对接

机制要求。由此，我们可从协调对接的

方式出发，在政策制定时纳入高校相关

部门人员，在有条件的高校设立具体的

对接岗位和部门；同时，坚持“政策的

制定者多元，政策执行者单一”的反向

模式，减少不必要的协调损耗。 

后，区分不同管理阶段以优化大

学生互联网创业相关程序。“程序的精简

能够反映出制度执行效率的高低”，但从

当前实际来看，可能受部门间利益冲突

的影响，有些制度在制定上并未依遵上

述目的进行设计，程序复杂、过程繁琐

等问题较为突出。一种较好的解决办法，

是面向初创阶段的程序给予极大简化处

理，仅需提交与创业主体相关的必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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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同时，对创业检测、检查和监督制

度进行优化，从而保障互联网创业主体

能够在合规、合法的框架下发展。 

2.3通过完善相关保障及配套制度

激活大学生互联网创业氛围 

由于制度必然存在滞后性特点，对

于新事物的规制当然也会呈现出滞后性

及欠缺性面向，故横在大学生互联网创

业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即是制度的欠缺

或不完善，由此亦导致创业氛围的低迷。

作为新生事物的大学生互联网创业，同

样也携带着复杂性、公众可接受度低等

因子，一种较好的处理办法即是在坚持

举措多元的前提下，区分不同的层次和

市场成熟度，进而有针对性地进行制度

构造。 

其一，根据市场发展层次制定不同

的激励和保障措施。受区域发展不平衡

的影响，我们很难期望教育部出台全国

“一盘棋”式的大学生互联网创业相关

制度。那么，一种可行的办法即是根据

本区域内大学生互联网创业市场成熟

度，分别出台不同的激励和保障措施。

例如，对那些处于市场初创期的区域，

可在扶持力度上着手，给予资金、技

术、税收等方面的支持政策；而对市

场业已成熟的区域，则可以逐步将支

持政策撤离，转而加强对激励措施的

制定和执行。 

其二，以加大宣传的方式促进社会

氛围的持续加码。我国经济持续创造着

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即使受目前新冠

疫情的影响，我国的经济发展势头依然

强劲，而创造奇迹的背后则是我国拥有

独步世界的人口基数和体量巨大的市

场。依托这一人口基数和市场规模，从

理论上讲，任何奇迹的创造都是可能的。

大学生互联网创业可以利用我国社会独

有的优势，在未来创造令人惊叹的奇迹。

因此，相关部门应重视社会氛围的塑造，

一种可行的办法即是，以加大宣传的方

式促使社会氛围持续加码，从而激活创

业市场的未知潜能，推动大学生互联网

创业在数量和质量层面上的提升。 

基金项目： 

中山大学新华学院高等教育教学改

革项目《大学生创新实践能力培养模式

研究》（编号：2020J058）的阶段性研究

成果。 

[参考文献] 

[1]刘坤,赵亚丽.新时代背景下河

南省大学生互联网创业的困境和路径

探究[J].科技创新与生产力,2021(04): 

11-13. 

[2]赵娜.政府作用与市场作用结合

的中国经验：比较、批判与超越[J].经

济学家,2021(05):75-82. 

[3]刘刚,张泠然,梁晗,王泽宇.互联

网创业的信息分享机制研究[J].管理世

界,2021(02):107-125. 

[4]章武生.“个案全过程教学法”

之推广[J].法学,2013(04):51-55. 

[5]习近平在清华大学考察[J].党

建,2021(05):2. 

[6]季卫东.法律程序的意义[J].中

国社会科学,1993(01):83-103. 

作者简介： 

盛琦雯（1989--），女，汉族，湖

南汉寿人，研究实习员，硕士，研究方

向：高等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