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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创业融资的现状与对策 

王小兵，陈声勇，么新辉

（湖南工业大学 科技学院 ，湖南 株洲 ４１２００８）

［摘　要］由于本身融资能力先天不足，以及学校、社会、政府的支持效应不够明显等主客观原因，创业资金难以筹集已成为
阻碍大学生创业成功的一大障碍，应从完善政府相关政策体系，优化各金融机构融资服务流程，提升大学生融资能力诸方面

入手，通过多方努力，以有效缓解大学生创业融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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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世界经济环境复杂，经济复苏不确定性
突出，国内经济面临转型升级、速度放缓等压力，就

业的总体形势严峻。随着我国高校的不断扩招，在

校生人数和毕业生人数未来仍将迅猛增长，导致劳

动力市场的供需进一步失衡。据人力资源与社会

保障部统计，２０１３年全国大学毕业生达６９９万人，
被称“史上最难就业季”。２０１４年高校毕业生有
７２７万人，就业形势更是难上加难。此外，今年的
毕业生面临的挑战还包括连续几年饱和的就业市

场以及未就业的往届毕业生。鉴于就业形势的严

峻，政府明确提出“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使更多就

业者成为创业者”的政策方针，积极鼓励并支持大

学生创业，缓解就业压力。但是，受各方因素的困

扰，大学生创业形势仍不理想，尤其是大学生创业

融资难的问题没有得到缓解。［１］所谓创业融资，就

是启动或者进行一个创业项目而进行资金融通的

过程。大学生创业的主要融资渠道有银行贷款、亲

情资助、政策扶持、风险投资、民间资本等，［２］但是

由于现阶段我国的金融市场还不够完善，产品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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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于单一，大学生创业的高风险以及在债券融资中

缺乏信息优势，以致投资者很难看好大学生创业

项目。

　　一　大学生创业融资渠道现状的调查分析

目前的创业环境尤其是创业融资环境究竟怎

么样呢？为了进一步了解当代大学生的创业融资

环境，探究大学生的创业融资渠道，笔者对中南大

学、湖南师范大学、湖南工业大学、湖南科技大学、

湖南铁路职业技术学院等长株潭本地高校１０００名
在校及已毕业大学生进行了抽样调查，发放调查问

卷１０００分，回收有效问卷 ８９０份，有效回收率
８９％。其中从学历层次看，本科一批、本科二批、本
科三批、高职院校各占２５％；从年级看，本科层次大
一、大二、大三、大四学生各占 ２０％、２０％、２５％、
２５％，高职层次大一、大二、大三学生各占３０％，已
毕业学生各占 １０％。具体调查内容和调查结果
如下：

１．创业意向不明。在创业意向调查上，本科
一批、本科二批、本科三批、高职院校分别有高达

４６％、５１％、６１％、５５％的受访者有创业的想法，但
其中真正参与过创业或参加过创业比赛的却只有

４．３％。本科一批、本科二批、高职层次分别有
５４％、４９％、３９％、４５％的人从未有过创业想法。由
此可见，目前大学生对于创业的前景和创业的环境

不是很乐观。相对而言，本科三批的学生因为就业

形势相对严峻，有创业想法的较多。

２．创业融资渠道匮乏。在对创业渠道了解程
度的调查上，无论那个学历层次的学生，８０％以上
都只了解银行贷款和亲情融资这两种普遍的融资

渠道，３９％左右基本了解到企业创业基金这种获取
资金的方式；对于民间资本和风险投资，分别有

３７％和４２％的受访者表示了解。在调查对象中，大
学毕业生的创业资金 ８０％来自于个人和家庭的资
金，仅有１０％左右来自于银行贷款。此外，天使基
金、融资租赁等融资方式由于大学生创业者单薄的

自身能力及人际关系的原因，大学生创业时很难获

取，由此可见，大学生创业融资渠道匮乏，创业环境

先天不足。

３．贷款融资手续繁杂。在对银行贷款在融资
中的重要性调查上，６２．５％的受访者认为银行贷款
是一种很重要的融资方式，５４．２％的受访者认为银
行贷款是大学生创业融资的有效补充，更有１６．７％
的受访者视其为创业融资的首选。但参与过创业

的学生普遍反映，银行贷款申请程序复杂，申请周

期长，实践当中并不被看好，而且政府支持缺乏连

续性，创业融资难以获得二次贷款。大学生贷款门

槛偏高，获取商业贷款难，主要难在门槛高、额度小

且手续繁杂。

４．优惠政策受益面有待提高。近年来，各级
政府系相继制定了涉及免息贷款、税收减免、创业

指导与培训等一系列优惠政策，以鼓励和支持大学

生自主创业，但实际上，资助政策专门针对大学生

创业的偏少。就调查情况来看，了解国家这些优惠

政策的创业学生不到１５％，真正受益的不到６％。
创业贷款申请手续也繁琐，要先失业登记，以失业

人员身份才能得到贷款，且各省创业贷款的申请细

则不同。政策不够细化，可操作性不强的问题仍然

不同程度存在，这也成为大学生创业融资的障碍。

５．创业者自身融资能力不强。通过大学生创
业成功率调查，无论哪个学历层次，大学生创业成

功率不足４％。一方面，高校毕业生由于资金、技
术、经验等方面的制约，其创业成功率比较低，风险

相对难控制；另一方面，大学生创业缺乏有效的抵

押担保，将资本投向大学生创业的项目存在高风

险、低收益的特点。而大学生创办的初创企业，大

都由于自身管理基础薄弱，公司制度不够规范，财

务制度不健全，使得资信度不高。因此，大学生初

创企业借款的特点呈现出“少、急、频”的特点，银行

等金融机构常常因贷款监控成本高、风险大而不愿

意放款，投资者、民间资本积极性也不够。寄予厚

望的大学生创业基金，也因申请程序复杂，限制条

件多，且经费有限，也难以成为扶持大学生创业的

中坚力量。

综上所述，受国家和各地方政府政策的鼓励，

当下大学生的创业热情有所升温，但受限于各种条

件，尤其是资金的不足、融资渠道不畅，大学生创业

很难进入实施阶段。

　　二　大学生创业融资渠道不畅的成因

（一）自身原因

１．创业项目缺乏规划性。据调查，许多大学
生就业意向依次为事业单位、政府机构、大中型国

有企业或者薪酬水平较高的民营、外资企业上

班。［３］受福利地位等因素影响，近年报考公务员人

数又有所下降。在理想的就业受阻，不少大学生才

萌发自主创业的念头。也往往因为创业动机不浓，

准备不足，成功的可能性就大大降低。而项目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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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性也是导致失败率居高不下的原因。对大学

生而言，他们大都在象牙塔中成长，社会经验普遍

不足，经营能力尤显稚嫩。很多创业项目还不完

善，就想先做着试试，或因一时冲动仓促创业而

失败。

２．创业项目科技附加值低。在众多大学生创
业项目当中，只有极少部分的项目市场定位在高科

技产业，相对而言，教育培训、家政咨询、小型餐饮

及零售业等，成为大多学生选择的香饽饽，这些项

目融资较少且风险不高，但因科技附加值不高，自

身独特性不强，自然很难获得市场融资，风投注资

的可能性也大大降低了。

３．创业者缺乏财务管理能力。调查发现，大
学生创业者大都缺乏经济、管理、营销与金融等多

方面的实际运作经验，解决问题的能力较差，眼高

手低，缺乏社会经验和市场开拓经验，对创业风险

认识不足。其往往表现为创业前期忽视了市场调

研和论证，缺乏合理的发展规划和规范的财务管

理，有的甚至不能提供象样的财务报表，且自身消

费和经营支出混淆不清，致使投资机构无法知晓其

经营情况，导致融资难度明显增加。

４．创业往往脱离实际。大学生创业能力弱是
其融资难的又一障碍。社会各界对大学生的综合

印象偏低：如眼高手低、纸上谈兵、孤军奋战等

等。［４］此外，当前大学生毕业生不少是独生子女，往

往个性强，团队合作精神较差，加之创业经验明显

不足，常常酿成创业失败的结局。

（二）外部环境原因

１．相关政策的扶持效应不明显。当前，各级
政府支持大学生创业的扶持政策较多，如财政部、

国家税务局出台的有关税收减免政策，政府所属的

人才中介服务机构免费提供的相关人才服务政策、

优惠培训、测评服务以及小额担保无息贷款政策，

等等。但是由于政策实施的细则不明确，执行经验

又不足，导致政策的扶持效应不明显。如对于发放

贷款的项目标准以及金额缺乏统一的执行细则；全

国性创业基金尚未建立，毕业生可申请的创业资金

主要散见于有限的中小企业创业基金、中小企业发

展专项资金中，［５］而去年国家出台了“实施更加积

极的就业政策”，４２０亿人民币中央财政投入绝大
多数补贴大学生到基层从事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

岗位，政府扶持大学生创业的专项资金仍然有限，

真正有效落实并发挥明显作用的更少。

２．银行创业贷款手续繁琐。银行贷款不仅程

序复杂，审核周期长，而且需要抵押物。但是大学

生实属典型的“四无”群体，即无资金、无固定资产、

无人脉、无经验，［６］学生信用等级难于评定，我国目

前也尚未建立多用途的中小企业融资渠道和完善

的担保体系，作为大学生，自身经济实力有限，缺乏

抵押和担保，难以找到担保人，加之刚进入社会，缺

乏长期的信用记录，导致银行对大学生创业贷款持

犹豫态度。尽管各商业银行扶持大学生自主创业

的优惠措施也不少，但难以落到实处。实际上银行

大都惜贷，很难放贷给利润低、风险大的大学生自

主创业项目。学生群体即使得到小额贷款，也要面

对门槛高，还贷压力大的局面。

３．大学创业教育不够系统。大学生创业融资
难，创业所需掌握的知识、技能和信息同样匮乏。

当前大部分高校尚未系统地开设创业课，有少部分

开设创业课的高校则还是偏重知识的灌输，没能和

一些实战性的创业大赛等实践教学很好地结合，也

忽视了技能培训、社会实践能力的训练，创业者社

交圈狭小，市场信息闭塞。往往仅凭极少部分学生

自我培养创业意识，自我进行实践锻炼，致使大学

生自主创业的氛围和规模难以形成，［７］有时也缺乏

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指导。甚至不少学校担心创业

会直接冲击正常教学秩序，因此有意识地限制大学

生创业活动，更无意支持培育。

　　三　优化大学生创业融资的建议

（一）政府完善扶持大学生创业的政策体系，优

化融资环境

首先，政府搭台，建立大学生校企（金融机构）

合作创业联盟。依托创业联盟，设立大学生创业基

金及担保基金。政府通过适当的资金支持、税费减

免和物质表彰等政策进行引导，授权创业联盟提供

大学生创业指导、定期组织创业大赛、审批创业项

目，为优秀创业项目提供免息贷款或贷款担保，并

为评估成功的项目颁发创业许可证，创业者则可以

此作为申请凭证，获得政策性金融机构贷款，有关

机构则宜尽可能简化申请程序，从创业伊始就给予

实质性支持。其次，在创业项目经营过程中，政府

相关部门适宜构建和完善长期有效的税费减免机

制和风险担保补偿机制，切实减轻创业企业负担，

允许条件好的创业项目通过市场融资的合法渠道

吸收闲散的民间资金，［８］营造有利于自主创业的宽

松有效的体制机制环境。与此同时，加大对创业贷

款的财政贴息力度，尽可能扩大创业贷款的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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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第三，从制度供给方面入手，依托创业联盟定

期公布大学生创业信息，以解除商业银行对创业贷

款发放的后顾之忧，打通创业贷款融资通道。

（二）各金融机构创新信贷技术，优化融资服务

首先，根据国家鼓励大学生创业政策，各金融

机构的放贷结构应适当调整，确保大学生创业信贷

的保底指标，以扩大对大学生自主创业的扶持总量

和比例。其次，各金融机构应设置大学生创业信贷

的专门机构，针对大学生自主创业固定资产少、规

模小等特征，创新信用评分、租赁融资等贷款技术，

实施动产质押担保方式，允许创业企业以应收账

款、存货、知识产权等动产作为担保物来申请贷款，

并以此作为放贷的长效机制。第三，各金融机构应

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开辟大学生创业融资绿色

通道，为大学生自主创业提供全方位多元化的金融

服务。譬如，为创业“孵化期”的创业项目提供理财

咨询或融资解决方案；在项目经营过程中加强后续

服务，为大学生创业企业提供信息、核算等财务咨

询服务；在贷款审批时，以风险可控为前提，简化程

序，创新信贷产品，在抵押担保条件设置上适度放

宽，在贷款额度、放贷利率、还款期限和偿还模式上

给予优待，以缓解当前大学生创业信贷难题。

（三）高校改革创业教育，营造自主创业氛围

首先，高校应从优化创业课程和导师结构入

手，改革创业教育。如探索设立“学校理论导师 ＋
企业实践导师”的创业双导师，为创业项目提供更

具针对性和实效性的跟踪指导，确保提供自主创业

的成活几率，通过扩大社会影响，以集聚更多社会

资金。其次，高校适宜完善创业服务，做好创业信

息发布及项目推介。如定期召开学生自主创业项

目推介会，邀请知名校友或成功企业家开展天使投

资，及时向外推介优质创业项目，以获得市场认可。

第三，成立类似“创业者之友”的专门机构，对学生

创业项目实施目标管理和绩效考评，为创业成功或

者失败的创业团队编制档案，通过整合和挖掘创业

资源，优化重组学生创业团队，以能否通过与企业

的双向选择获得资金投入，或实现与企业的实效性

合作作为成功标准接受市场检验，提升创业项目的

市场免疫力。此外，高校还需加强创业融资教育，

培训学生融资渠道选择、市场机会识别、资源需求

规划和资金运作等方面的融资技能，提升创业者经

营管理能力。

（四）大学生加强综合素质，提升融资能力

首先，创业对大学生自身融资技能、经营经验

和社会声誉等综合素质要求很高，因此大学生应该

尽力拓宽知识面，加强经营与管理、营销与金融、人

际关系等多方面知识的学习，以提升自身综合素

质。其次，要加强理论基础知识的掌握，提升大学

生创业企业财务管理水平。尤其是融资渠道的选

择，应该结合创业项目的性质、资金需求规划、融资

成本与风险以及投资收益率、投资回收期、举债能

力等综合因素，选择适合企业自身资金需求且财务

风险小，投资收益高的融资渠道。第三，把好项目

选择关。资本具有逐利性，优质创业项目一般要体

现出较强的创新性与较高收益率。假如大学生自

主创业项目这一投资领域的收益率高，众多风险投

资者必然涌入。因此，提升创业者自身素质和创业

项目收益是解决大学生融资瓶颈的内部动力。

总之，面对大学生自主创业的融资瓶颈，它不

仅需要创业者从融资意识、知识和技能等方面不断

地进行自我提升，而且需要国家、社会以及高校在

制度保障、资金扶持、信息服务等多方面进行扶持

与帮助，这样才能有效缓解大学生创业融资难的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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