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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创业对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服务地方和解决学生就业具有重要的意义。为深入了解后疫情时期民族院校

大学生创业意愿，对兴义民族师范学院的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和访谈。调查显示：学生整体创业意愿较强，

男生创业意愿强于女生，年级越高创业意愿相对越低，理工科专业相对于文科创业意愿要低，少数民族

学生创业意愿整体比汉族学生创业要低，居住在农村的学生创业意愿比城市学生创业意愿高，同时学生

内外部环境对于学生的创业意愿起到一定的决定性作用。而在后疫情时期影响学生创业意愿的困境主要

有，经济基础薄弱、创业的资金不充裕、创业领域受限制，选择性不足、地域限制，政府的扶持力度不

够、学校教育存在不足等。因此，为促进民族院校学生的创业，政府应加强引导，推动相关政策落地生

根、学校要优化服务，为学生搭建创业平台、学生要树立良好的创业观念，提高创业能力和以地方民族

文化为底色来打造创业环境来进一步推动大学生创业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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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ntrepreneurship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promote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serve local 
and solve the problem of student employment.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entrepreneurial inten-
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post-epidemic period,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interview were 
conducted among students of Minzu Normal University of Xingyi. The survey shows that the over-
all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of students is strong, and the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of boys is 
stronger than that of girls. The higher the grade, the lower the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Science 
department and engineering course majors are less willing to start a business than liberal arts 
majors. The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of minority students is lower than that of Han students, and 
the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of rural students is higher than that of urban students. At the same 
time, students’ internal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 plays a decisive role in students’ entrepre-
neurial intention. In the post-epidemic period, the main difficulties affecting students’ entrepre-
neurial willingness include weak economic foundation, insufficient funds for entrepreneurship, 
limited fields for entrepreneurship, insufficient selectivity, regional restrictions, insufficient gov-
ernment support, and inadequate school education. Therefore,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entrepre-
neurship of students in ethnic universities, the government should strengthen guidance and pro-
mo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relevant policies. Schools should optimize services, build an entre-
preneurial platform for students, students should establish a good entrepreneurial concept, im-
prove entrepreneurial ability and create an entrepreneurial environment with local ethnic culture 
as the background to further promote the entrepreneurial willingness of colleg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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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创业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驱动力[1]，也是一种行为动机，由创业者的意愿等构成，而非商机，没

有一个良好的创业意愿，就不会出现创业行为[2]，其一直以来都得到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习近平总

书记明确指出：“要营造有利于创新创业创造的良好发展环境，释放全社会创新创业创造动能”，以创

业带动就业促进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与带动市场经济和缓解就业压力，尤其是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在“大

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号召下，大学生已然成为社会创业的主力军。但近年来大学生创业意愿的趋向有

所下降，且生存率不容乐观，许多高校大学生在创业一段时间后会相继退出寻找新的出路。与此同时，

2020 年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打乱了人们的正常生活秩序，经济和社会发展等遭受巨大的冲击，这也对后

疫情时期大学生创业提出了考验。因此，在后疫情时期高等民族院校的学生创业意愿如何？创业意愿受

哪些方面的影响呢？采取什么样的举措能增强民族院校学生的创业意愿等都值得深入的探究，这些都需

要通过实际的调研数据进行分析，并提出优化策略。 
当前，关于大学生创业意愿影响因素、创业意愿、民族地区学生创业意愿等已有相关研究。有学者

认为，大学生创业意愿受性别、年级专业、环境等影响[3]。夏仕武[4]等对少数民族大学生返乡创业进行

研究，发现少数民族大学生创业整体意愿较强，但影响创意意愿的有家乡基础设施、民族特色产业、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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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扶持政策等因素。冯君莲[5]等对国内 8 所顶尖高校 2017~2021 年毕业生就业调查发现，在疫情背景下

顶尖高校总体就业率相对较好，但自主创业有所下降，且就业和创业区域分布不均。于博[6]对大学生创

业意愿的演变趋势、因素和效能因素研究，发现在疫情的影响下大学生创业意愿有所下降，考研考公等

社会趋向也会影响大学生的创业意愿。可见，现有关创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普通高校大学生的创业上，

对于民族院校大学生的创业研究相对较少，且创业意愿作为创业行为的重要指标能较好的反映出学生的

创业行为[7]。因此，研究以兴义民族师范学院学生为调研对象，采取发放问卷和访谈的形式对后疫情时

期学生创业意愿行为进行调查分析，这有利于进一步保障和促进民族区域的发展，也能为民族院校大学

生的创业行为提供参考和策略。 

2. 研究设计 

2.1. 调查区域概况 

兴义民族师范学院位于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首府——兴义市，校园地处黔滇桂三省交界

处，其中南邻广西，西接云南，处于珠江中上游。目前学校有三个校区，分别是市内校区、中心校区和

安龙校区，总面积约为 1118 亩，学生有 12,000 余人，拥有 12 个二级教学学院和 40 余个本科专业，包

括理工科类、体艺类、文学类、经济管理等相关学科和专业，主要以招收本省学生为主，且学校处于民

族自治州又是一所民族高等院校涵盖多个民族类型的学生，选择其作为研究对象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2.2. 调查对象与方法 

本研究的调查对象为兴义民族师范学院全体学生，调研方法为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研究主要以通

过信效度检验的问卷，借助问卷星线上平台进行发放问卷和线下访谈为主，问卷发放和访谈对象包括三

个校区大一、大二、大三和大四的学生，其涵盖所有学科和专业类的学生。其中，共发放问卷 450 份，

收回 415 份，回收率为 92.2%，实际有效率 415 份。问卷内容包括学生个人基本信息、创业意愿的内部

环境与外部环境、后疫情时期创业面临的困境四部分，并结合访谈来了解民族院校学生对于创业意愿的

心理和行为，以此获得较为全面的分析资料。 

3. 调查结果分析 

3.1. 后疫情时期民族院校大学生创业意愿的基本信息 

大学生创业意愿的基本信息包括“性别、民族、专业、居住区域、年级、对创业的理解”等内容。

如图 1，男生有 157 人，占总数的 37.83%，女生有 258 人，占总数的 62.17%。其中，少数民族包括苗族、

侗族、布依族、仡佬族和侗族等共有 201 人，约占总数的 48.4%，汉族有 162 人，约占总数的 39.3%。学

生就读专业文史类约占总数的 34.9%，理工类 37.1%，艺体类约占总数的 18.8%。而通过数据和访谈结果

显示，总体上男生的创业意愿和兴趣高于女生，正如有学者指出，在性别上男生创业意愿比女生高[3]一
样。这可能与传统观念中的“男主外，女主内”有关，男性更多的承担着家庭的责任、更具有挑战风险

与冒险精神和女性参与创业的满意度较低与实践不足所致[2]，故男性创业意愿强于女性。在民族上，访

谈结果显示少数民族的创意意愿整体比汉族的要低，这可能与少数民族学生所处的区域位置、获取的信

息、对创业的理解受到限制和个体因素、学校教育、社会和家庭环境[8]等因素有关。而在专业上，理工

科创业意愿低于人文和艺体类，可能是由于理工科的就业方向更强调专业对口，创业门槛较高，就业竞

争相对于文科要小，故文科类和艺术类的学生创业意愿相对较高。 
从所在年级上看，如图 1，大学一年级的学生有 58 人，占比为 14%，大学二年级的学生有 90 人，

占比为 21.7%，大学三年级的学生 113 人，占比 27.2%，大学四年级的学生有 154 人，占比为 37.1%。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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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调研和访谈发现，整体上大学一年级的学生创业意愿比其他年级的学生创业意愿要强，大学四年级的

学生创业意愿较低。 
从居住的区域上看，如图 1，居住在县城及以上的学生有 215 人，约占总数的 51.8%，农村和乡镇有

200 人，约占总数的 48.2%，但农村学生约为 27.3%，是整个居住区域性质中学生人数最多的。这也从侧

面反映出调研中的大部分来自于农村的学生，可能对于创业意愿比居住在城市中的学生创意意愿更强烈，

正如有学者指出：“很多农村学生具备更高的创业态度和创业倾向”[9]一样。同时，约有 25%的乡镇和

农村学生对于创业的理解只要是开创一份事业就是算创业，这也验证了农村和乡镇学生对于创业意愿的

强烈。 
 

 
Figure 1. The basic information of students’ willingness to start a business 
图 1. 学生创业意愿的基本信息 

3.2. 新冠疫情下大学生创业意愿的内部环境分析 

大学生创业意愿的内部环境是指创业系统内部影响大学生创业活动的要素，包括大学生创业的动机

和背景、创业的地点选择、已有的知识和技能是否满足创业要求、家人对于创业的态度和提供的创业条

件等几个主要方面。从大学生创业的动机和背景上看，创业动机是推动创业能力实现创业的重要驱动力，

根据调研发现学生选择创业的背景和动机具有多重因素，包括通过创业减轻家庭负担、生活变得更好、

锻炼自己、实现财富自由、增加财富等。可见，大学生的创业动机、创业能力和环境在创业意愿中发挥

着中介作用[9]，并影响着大学生的创业成长。 
如图 2，从大学生创业地点选择上看，居住在乡镇及农村的学生将创业地点选择在农村的意愿约占

总数比的 24.6%，而居住在县城及以上的学生选择在城市创业的意愿约占 31.56%。可见，居住区域一定

程度上决定创业地点选择。正如有学者指出：“创业地点具有特殊性，一般大学生将创业地点选在机会

更多的大城市，而农村学生更偏向于将创业地点选在农村”[10]一样。其原因可能是由于城市的信息、资

源、政策和创业条件等比农村更具备优势。同时，学生认为在后疫情时期创业是机会与挑战并存，虽然

对企业和创业者都带来了困境，但创业的机会也是存在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说在我国受到疫情冲击时

反复强调“在危机中育新机，变局中开新局”[11]的辩证思维一样，这为推动经济发展和创新创业指明了

方向。 
从知识技能是否满足创业上看，知识和技能是创业的前提和基础，在创业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如图 2 所示，约有 23.6%的学生认为所学的知识和技能满足创业，32.8%的学生认为所学知识和技能基本

满足创业要求，32.6%的学生认为所学的知识和技能不满足创业的要求。可见，知识对于学生的创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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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多维度的，其知识包括较多学科的知识和实践经验启示，组成的要素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和多变性[12]。
这些知识和技能包含了较强的专业知识、丰富的社交经验与出色的沟通交流能力、组织策划和市场洞察

力等方面。从家人对于学生创业的态度和提供的条件上看，有 34.49%的学生家人支持学生创业，42.65%
的学生家人对学生创业呈无所谓的态度，23.86%的家人反对学生创业。这表明学生创业意愿受多方面的

影响，其中调研发现只有少部分学生的家人能为学生提供一定创业资金、创业教育和亲朋好友等方面的

支持，而大多数家人对于创业没有任何的资金或朋友对其进行创业支持。也正如有学者指出，家人对创

业行为和项目的认可，以及朋友的帮扶是对其认可最可靠的支持，其不仅体现在资金上，还体现在精神

上[13]。 
 

 
Figure 2. The internal environ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willingness to start a business 
图 2. 大学生创业意愿的内部环境 

3.3. 新冠疫情下大学生创业的外部环境分析 

创业意愿是个体对创业行为的期望度，对个体是否选择创业有着直接的影响，在个体的创业意愿中，

外部环境具有基础且重要的作用[14]。根据调研和问卷显示后疫情时期兴义民族师范学院大学生创业意愿

包括后疫情时期大学生对创业的认识、后疫情时期对大学生创业积极性的影响、少数民族可以依托那些

方面进行创业、政府和学校对大学生创业做什么扶持等方面。从后疫情时期大学生对创业的认识上看，

在后疫情时期大学生有创业意愿但没有得到实施的学生约占总数的 54.2%，已经开始创业的约占总数的

8%，没有创业意愿的学生约有 37.8%。同时，在后疫情时期，学生选择求职就业的约占总数的 36.9%，

自主创业的约为 32%，考研深造的约占总数的 27.7%，出国深造约占 3.4%。而根据《2019 年中国大学生

创业报告》的数据资料统计显示，在被调查的大学生中，有创意意愿的学生高达 75%，具有强烈意愿的

有 25%。可见，疫情对于学生的创业意愿具有强烈的冲击性，以及在后疫情时期选择求职就业、持续深

造和稳定的工作已成为学生的一个趋向。 
从后疫情时期学生对创业积极性的影响上看，有 58.8%的学生认为疫情对创业积极性是消极的。这

可能是因为疫情打破了外部环境的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很多行业都面临倒闭的风险，这增加了创业的

风险，学生在学校树立起的创业意愿、热情、信心和规划与方案都受到了打击，创业的风险管控得不到

有效的控制，让学生对创业易形成一个消极和悲观的状态，从而使创业意愿降低。从少数民族可以依托

那些民族文化进行创业上看，学生认为以少数民族文化为载体可以以饮食、建筑物、服装服饰、手工艺

品和技艺等进行创业，同时在手工艺和服饰上，其特有的布依族和苗族服装服饰是推进学生创业的一个

突破口，并依据地方特色和民族传统节日进行手工艺和技艺上进行创业。 
从政府视角看，在后疫情时期学生普遍认为政府应该提供创业基金支持、专业化管理服务、政策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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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和开展系列创新创业培训来帮助和扶持学生创业，同时应有目标性、规划性和责任性的引导学生创业，

并及时对相关创业政策进行解读，并研制规章制度和创业政策，以此来更好和广泛的推进创业的进行。

从学校视角看，通过问卷显示，学校经常会邀请创业成功人士和相关领域的专家来校对学生进行创业知

识培训和指导。譬如，2021 年学校组织开设为期 1 个月的线下 SYB 培训课程，让学生通过培训学习到

创业过程中的知识和技巧。同时，数据显示学生认为学校开展这些课程体系并不够全面和深入，也不能

从实践中去充分发挥效能。正如有学者指出，当前创业教育的主要问题是学校对创业教育不够重视，投

入资源不足和缺乏专业创业教育的教师[15]一样。 

4. 后疫情时期民族院校大学生创业的困境 

从统计数据看，后疫情时期民族院校学生创业面临的困境有，经济基础薄弱，创业的资金不充裕、

创业领域受限制，选择性不足、地域限制，资源不足、线上或线下创业，后疫情时期影响了创业的渠道、

健康安全得不到保障、政策扶持力度不足等。从经济上看，大学生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在资金上是其创

业的难点，同时有大部分学生来自于乡镇和农村，其家庭经济难以支撑和提供其创业资本。从创业领域

上看，虽然学生可以依托餐饮、建筑、服饰和手工艺等当地特色的资源进行创业，但这些创业在选择上

还存在不足。像科学技术、信息技术、互联网创业的类型较为欠缺。从创业的形式上看，线上创业也逐

渐成为创业的一种主要方式，虽然新的一些教育平台、短视频、学生在线教育辅导等成为契机。但线上

创业作为一种新的方式，学生对其运营平台、发展方向等了解还不充分，这也是学生认为线上创业受到

了阻碍的原因之一。而线下资源调动有限，创业困难增多。政策的扶持力度不足，政策的扶持力度包括

学校的政策支持和政府的政策支持。整体上，政府和学校提供给学生的创业支持力度还存在不足、鼓励

性措施欠缺，包括资金、场地设置、创业指导等方面。 

5. 促进民族院校大学生创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5.1. 政府加强引导、推动政策落地生根 

政府是社会发展的引导者，也是创业者的指挥者。在创业上政府应该积极的鼓励、扶持学生创业，

推进相关政策落地生根，以此来优化和完善创业服务体系。从政府视角上看，政府部门之间应构建协同

管理机制，并结合民族院校的发展特点、地方资源和学生的优势出台符合学生创业的相关政策，优化政

策制定方案、执行效果、监评等方面的管理举措，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的创业政策链条体系。在政策

制定方案上，应制定鼓励学生自主创业的方案，提供资金支持，简化创业的审批流程和税收减免，并加

大对创业学生的扶持力度和提供创业的一些方案。在执行效果上，虽然政府出台了系列的政策，但从学

生的需求和实践的关系上看，政府创业政策与学生匹配度不高，需求不一致，这就需要强化政府政策与

目标群体的执行效果，有效的针对性的收集创业群体、学校和学生对创业的意见。在监评上，监评是指

对政府政策的执行或宣传的监督与创业群体或落地实施的进行评估。在政策方案、政策执行和制定的过

程中，其涉及到创业的多个方面，这就必须对其从多个角度进行监督，以便掌控创业政策的方向性。同

时，构建合理的创业评价指标体系，让创业政策可评、可测，以此来建立科学的、高效的评估监督体系，

为学生创业提高制度保障和完善创业政策提供参考，来推动创业政策的落地生根。 

5.2. 学校优化服务、搭建创业平台 

学校作为学生创业的直接培育者，良好的师资队伍、课程教学设置、实践基地等方面是学生创业教

育的核心保障。从师资队伍上看，当前学校创业师资队伍较为欠缺，这就需要从内部培养和外部引进两

个方面进行，内部培养主要是加大对创业教育的知识、实践经验进行培训，并激烈教师不断学习创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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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以此来提高教师的创业素质和水平；外部引进主要是以聘用为主，面向社会聘用不同类别的、经验

丰富的和知识渊博的创业者、企业家、专业技术人员、专家和学者到学校中来开展创业培训或传授创业

知识，以此来强化学校创业师资队伍，并为学生创业提供指导。从课程教学设置上看，学校应根据实际

情况在课程的设置上，将创业基础课程融入学生的专业课程中或将创业课程纳入必修课程，来保障创业

课程的实用性，形成专业知识为主，创业为辅的课程教学，以此来培养学生的创业能力和强化创业知识。

从创业实践上看，学校应该设置创业实践基地，以此来帮助学生增加创业实践和研判创业市场的发展趋

势，并在学校实践基地建立创业辅导工作站，利用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等为学生提供创业分析、指导和咨

询，发挥“产学研”“深化校企社合作”相结合的创业实践网。同时，由学校、企业或政府开设线上和

线下创业平台，以此来优化学校创业服务和为学生搭建良好的创业平台。 

5.3. 学生树立正确的创业理念、提高创业能力 

学生应该树立正确的创业观念，认识到创业不仅仅是如何建设企业和实现财富自由、拥有属于自己

的财产和财富堆积的观念，还应该树立起正确的学习创业理念，明白为何创业，厘清创业的意义、价值

和局限性。同时，明白创业道路上充满着许多的困难，除了需要强大的心理素质外，还需要增强自我效

能感，其是学生对自身是否具备完成某种工作能力的判断。表现出学生克服创业过程中的坚定信念和态

度，并认清自身所处的环境来制定属于自己的创业目标，拓展创业思维和观察创业市场。这此过程中既

有失败也有成功，需要学生自身不断的从学习和生活中去发现、思考、领悟和感受创业的过程和市场的

变化，同时用批判性的思维去辩证看待事物的发展变化，并学会审视与定位自己的不足和存在的缺陷，

以此来强化自身的专业技能和知识，增强创业的综合实践能力，构建学习效能，积极的作出创业方案规

制，加强创业思路、方案、技术、产品等方面的学习和了解，为后疫情创业提供启发和夯实创业运营基

础，规避盲目创业。 

5.4. 以民族文化资源为底色打造创业型环境 

Maxim 认为民族文化资源和高等教育对学生创业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民族地区的文化资源为高等

院校学生开展创业教育提供了思路和坚实的保障基础。高等民族院校要依托政府、社会和学校三个方面

来持续推进以民族文化为底色的创业。从政府上看，政府要以民族文化资源为创业的载体，依托系列的

民族文化资源，包括国家级、省级和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来建立民族文化创业园，在其中设各种民族文

化资源非遗展品、文化资源体验区、电商服务平台、科技企业创业区等多功能区域，在突出地方民族文

化的同时，为学生和创业者提供一站式的创业服务。从社会上看，学生缺乏社会实践和创业经历，其要

依托学校主动寻求与社会上的相关企业家或创业者以民族文化资源为基点进行融合，探寻经验和需求帮

助，同时社会也要为学生提供一些参考，并鼓励学生积极创业，包容他们的失败。从学校上看，要依托

地区民族资源，在校建立相关的民族课程，增强校政合作、校企合作和校校合作的多元化模式。从而通

过从政府、社会和学校融入民族资源文化底色的方式来优化和打造创业环境和创业氛围，这既能够引起

学生对于民族文化资源学习的兴趣，也能通过民族文化开展创业的思路和拓展创业视野。 

6. 结语 

研究通过对兴义民族师范学院学生的创业意愿调查，发现性别、居住区域、专业和年级等都对创业

意愿会产生影响，且男生创业意愿强于女生，居住在不同区域的学生创业意愿和想法各有不同，同时随

着年级的递增学生的创业意愿逐渐下降，这与学生的认知理念存在密切联系，以及专业不同创业意愿的

偏好也不同。除个人基本信息外，学生的创业意愿在内环境和外环境上各有不同，内环境是基于自身内

部的环境，对于创业意愿上有一定的先天影响。外部环境是受外界环境因素的影响，可以通过后天的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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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和机会得到改变。但是，这些内外部环境都与学生的创业意愿形成了一个整体的信息网，都影响着学

生的创业。同时，在后疫情时期对学生创业最大的困境是经济基础薄弱，创业的资金不充裕、创业领域

受限制，选择性不足、地域限制，资源不足、线上或线下创业等方面，而针对这些创业困境，应该从政

府、学校、学生和民族文化资源等方面去帮助和支持学生的创业，以此来推进民族院校学生的创业生成和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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