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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公益创业的发展前景和大学生自主创业的趋势结合起来，为大学生就业提供了一个崭新并且富有重要社

会价值的创新路径，高校在其中的作用至关重要。研究通过以社会支持理论为基础构建研究框架与设计

调查问卷，使用SPSS和nvivo20分析数据，揭示了高校在公益创业支持上存在的不足。研究发现，大学

生对高校提供的工具支持、信息支持和资源支持有不同程度的需求，而高校在这些方面的支持主要集中

在相关竞赛、专业导师和保障政策等方面，由此产生了资金补贴渠道单一、平台设施支持缺乏可持续性、

宣传效果不佳、保障政策不足、竞赛支持效果不理想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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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prospects of public welfare entrepreneurship are combined with the trend of 
college students’ independent entrepreneurship, providing a new and socially valuable innovative 
path for college students’ employment, in which the role of universities is crucial. The study con-
structs a research framework based on social support theory and designs a survey questionna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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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zes data using SPSS and nvivo20, and reveals the shortcomings of universities in supporting 
public welfare entrepreneurship. The study found that college students have different degrees of 
demand for tool support, information support, and resource support provided by universities, 
while the support from universities in these aspects mainly focuses on related competitions, pro-
fessional mentors, and guarantee policies, leading to issues such as single funding subsidy chan-
nels, lack of sustainable platform facility support, poor publicity effect, insufficient guarantee pol-
icies, and unsatisfactory competition 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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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鼓励大学生多渠道就业，同时随着我国公益事业的发展，公益创业受到了我国

众多高校的重视，也逐渐成为我国大学生自主创业的新领域。据《中国青年公益创业调查报告》显示，

我国公益创业企业的创始人年龄大都集中于 18~25 岁，主要为大学生群体[1]。公益创新不仅能够帮助解

决社会问题，创造社会价值，更能有效培养大学生的创新精神，促进大学生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协同

发展，然而，现实中大学生公益创业却遭遇了种种困难。 
金伟琼(2018)通过实证调查发现，在大学生公益创业最希望得到的支持方面，学校的支持占了最大的

比例[2]。王胜男(2018)通过从大学生个人特征这个主观因素以及高校公益创业教育这个个客观因素进行

分析高校大学生公益创业意愿影响，认为课程设置、教师数量与公益创业意愿存在显著正向影响[3]，庞

旭(2019)介绍了我国公益创业教育的概况，在调查分析的基础上，得出我国大学生公益创业素养的培育路

径，充分发挥学校教育的主渠道作用是最关键的一点[4]。 
综合多位学者的研究，发现学者对影响大学生公益创业意愿的因素大多从个体和环境两方面切入分

析。在高校与大学生公益创业关系的现有研究中，大多只关注公益创业教育这一方面，而缺少对高校层

面的整体研究，导致对高校在大学生公益创业中的影响作用认识不全面，进而无法充分发挥高校对大学

生公益创业的支持和促进作用。 

2. 理论基础 

围绕高校对大学生公益创业的参与意愿的影响的研究问题，本文以社会支持理论为理论基础。目前

对社会支持的分类界定有从多个方面进行，包括社会支持的功能、社会支持的来源、社会资源作用、社

会支持分类的方式等。 
社会支持包括信息支持、工具支持、资源支持三个方面。信息支持帮助个体认识到引发困境的事件，

并找到解决困境的资源和策略；工具支持提供实质的服务、财力支持以及特殊援助；资源支持是社会提

供的各项政策、举办活动以及导师协助等资源[5]。 
分析路径以问卷数据分析需求，以文件数据分析供给，将需求与供给对比得出问题。基于问卷回收

的有效问卷数据，用 SPSS 研究各指标权重，将各指标间进行相关性分析，从大学生(参与者)直观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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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需求。接着用 Nvivo20 分析高校公开文件，进一步分析供给并探讨该不足是高校方供给的问题。最

后将需求与供给对比，分析原因，再对症下药得出解决方案(图 1)。 
 

 
Figure 1. Paper framework and structure 
图 1. 论文框架与结构 

3. 大学生创业意愿需求分析 

3.1. 问卷设计 

了解高校大学生公益创业意愿的现状，以及影响大学生公益创业意愿的因素，为探讨高校提高大学

生公益创业意愿的有效路径奠定基础。 
本问卷选择在全国公益创业发展较快的粤港澳大湾区内的多所高校的本科生作为调查对象。本文采

取随机抽样的抽样方法对各高校不同性别、不同专业、不同年级的本科生以及研究生进行问卷调查。根

据 Seeman 对社会支持的分类方式将高校层面的社会支持划分为三大结构：工具支持、信息支持、资源支

持，参考苏海泉等学者对高校支持的研究将每一个结构细化为几个具体指标。具体指标与题项如表 1。 

3.2. 收集情况 

本次调查是通过腾讯问卷进行互联网发放。共回收问卷 238 份，对回收的问卷进行了筛查，剔除了

1 份无效问卷。通过剔除无效问卷，最终确定有效问卷为 237 份，问卷的有效率为 99.58%。通过对有效

问卷的来源地理位置分析，广东省的问卷数量为 225 份，占 95%，就调查对象地理位置分布而言，地理

位置较集中，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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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Indicators and specific items setting 
表 1. 指标与具体题项设置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序号 指标内容 

高校支持 

工具支持 

平台设施 

T1 你需要高校提供基础设施(如办公场所等)。 

T2 有与政企交流的平台促使你想参加公益创业。 

T3 你需要高校提供政企交流平台。 

资金补贴 

T4 你没有意愿参与公益创业的主要原因是资金支持不足。 

T5 有一定的资金补贴促使了你想参加公益创业。 

T6 你需要高校提供资金补贴。 

奖励措施 

T7 你没有意愿参与公益创业的主要原因是学校没有相应奖励措施。 

T8 有相应的奖励措施促使你想参加公益创业。 

T9 你需要高校提供心理辅导。 

信息支持 

理论知识 

I1 你不了解公益创业的主要原因有学校缺乏相关课程。 

I2 学校开办相关的课程促使你想参加公益创业。 

I3 你认为你需要高校提供公益创业相关课程。 

I4 你不了解公益创业的主要原因有没有相关的专题讲座。 

I5 参加了相关讲座促使你想参加公益创业。 

I6 你认为你需要高校提供专题讲座。 

实践知识 
I7 参加了相关的志愿工作、社会活动促使你想参加公益创业。 

I8 你认为你需要高校增加相关实践活动。 

宣传活动 
I9 你不了解公益创业的主要原因是宣传力度不足。 

I10 你不了解公益创业的主要原因是宣传力度不足。 

资源支持 

相关竞赛 

S1 你不了解公益创业的主要原因有没有具有吸引力的相关比赛。 

S2 参与了相关竞赛促使你想参加公益创业。 

S3 你认为你需要高校举办专项竞赛。 

保障政策 
S4 你没有意愿参与公益创业是主要原因有失败率高、风险大。 

S5 高校有一定的保障措施以降低公益创业风险促使你想参加公益创业。 

专业导师 
S6 你没有意愿参与公益创业的主要原因有缺乏专业人士的指导。 

S7 老师推荐邀请参与促使你想参与公益创业。 
 

对问卷的矩阵量表数据进行信度分析，信度系数值为 0.891，大于 0.7，因而说明问卷内在信度较高，

可用于进一步分析。调查对象样本分布情况见表 2。 
 

Table 2. The sample distribution of the survey respondents 
表 2. 调查对象样本分布情况 

类别 分类 人数 比例 

年级 

大一 62 26.16% 

大二 146 61.6% 

大三 20 8.44% 

大四 9 3.8% 

学校 
深圳大学 169 71.31% 

其他学校 68 2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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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总体问卷和深圳大学问卷的分析结果，两者在描述性统计结果方面存在高度一致性，包括不同

专业、年级的占比等。同时还发现，两者在学生不了解公益创业的原因，了解公益创业但没有公益创业

意愿的原因，了解公益创业且有公益创业意愿的原因这三方面的分析结果中，最主要因素的顺位顺序非

常相似，不存在较大差异。 
因此，我们选取深圳大学作为总体代表，以进行下面的分析。 

3.3. 工具支持分析 

分析工具支持在三类原因中的占比得出，资金支持不足是学生了解但没有意愿参与公益创业的最主

要原因，占比 28.6%，相应的奖励措施是占比最小的原因，仅占 2.6%；相应的奖励措施是促使学生参加

公益创业的第二大原因，占比 12.9%，与政企交流的平台是促使学生参加公益创业的第三大原因，占比

9.7%，资金补贴在促使学生参加公益创业的原因中占比第二小，仅占 4.8%。 
分析学生对高校工具支持的需要程度得出，资金补贴是学生认为最需要的支持，平均得分 4.33，平

台设施是学生认为第三需要的支持，平均得分 4.13。将调查对象进一步分为有意愿和无意愿参与公益创

业两类，有意愿和无意愿两类学生最需要的支持都是资金补贴，在有意愿的学生中，奖励措施是第三大

需要，平均得分 4.16，在无意愿的学生中，平台设施的第三大需要，平均得分 4.08。 

3.4. 信息支持分析 

通过对信息支持进行分析，得出缺乏信息支持是学生不了解公益创业的主要原因，其中宣传活动不

足是第一原因，占比 29.1%，缺乏课程是第二原因，占 23.6%。对于了解公益创业却无意愿参与的学生来

说，信息支持方面不是阻碍其参与的原因。而信息支持却是促使学校有意愿参与公益创业的主要原因之

一，其中参加志愿活动、学校有相关课程分别是第一、三原因，占比 20.2%和 12.1%。 
学生对信息支持的需要中，位于第一需要的是增加相关实践活动，平均得分 4.11，学生认为相对不

需要的支持为理论知识，平均得分 3.70。同样将调查对象分为有意愿与无意愿学生进行对比，有意愿学

生对实践活动、理论知识的平均打分为 4.19、3.83，无意愿学生对其平均打分为 4.00、3.50，得出有意愿

学生更需要增加相关实践活动和理论知识课程。 

3.5. 资源支持分析 

通过分析资源支持在三类原因中的占比，不了解公益创业的原因中排末位的是没有相关竞赛，占比

8.7%，这说明相关竞赛等资源支持在了解程度方面不是主要原因。促使参与的原因中资源支持共占比

24.3%，在三种支持中排末位，说明学生认为资源支持在促使参与意愿方面影响一般。 
阻碍参与中排位第二、三大原因分别是公益创业失败率高、风险大，占比 24.7%，和公益创业压力

大，占比 16.9%，共占比 41.6%，说明近一半同学无意愿参与公益创业的原因在于认为高校保障政策不足。 
通过学生对高校工具支持的需要程度分析，专业导师的指导是学生认为第二需要的支持，平均得分

4.21，保障政策和相关竞赛则相对需要成都不高，排倒数第二、三位，得分分别为 3.97、3.84。将调查对

象进一步分为有意愿和无意愿参与公益创业两类，资源支持在无意愿学生需要程度的排位均比有意愿的

同学高，说明无意愿参与公益创业的学生对资源支持的需求程度比有意愿的同学更高。 

4. 深圳大学公益创业支持的供给分析 

4.1. 高校支持的分类 

本文以社会支持理论为基础，采取 Seeman 的界定方式，以社会支持的内容来界定社会支持，从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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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工具支持、资源支持三个方面对高校支持进行划分，并参考苏海泉等学者对高校支持的研究对该

模型加以调整，将每一个结构细化为几个具体指标(表 3)。 
 

Table 3. Interpretation of the indicators 
表 3. 指标释义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释义 

信息支持 

理论知识 主要指以公益创业为主题所开设的课程、公益创业有关的讲座，包括一般知识和专业指导知识。 

实践知识 实践知识更强调多种主题，多种任务模式，多种研究方法的综合，学生个体对实践活动主题的

更深入认识和挖掘过程。 
宣传活动 高校运用各种活动、宣讲会等传播一定的观念，以影响人们的思想，引导人们的行动的程度。 

工具支持 

资金补贴 高校有关部门或上级部门下拨的具有专门指定用途或特殊用的资金。 

平台设施 为公益创业和学生生活提供公共服务的物质工程设施和基地，是用于保证高校社会经济活动正

常进行的公共服务系统。 
奖励措施 高校通过特定的方法与管理体系，对学生的进行奖励使组织及工作的承诺最大化的过程。 

资源支持 

相关竞赛 与公益创业有关，公益创业项目能够参与的各种比赛。 

专业导师 指提供公益创业相关指导、咨询服务、指导项目进行的老师。 

保障政策 高校为了保障学生利益，出台的一系列政策。 

4.2. 高校支持情况的统计软件分析 

利用 nvivo20 软件，笔者首先将仔细筛选后的 60 份有关公益创业高校支持的公文通进行进一步的人

工编码，筛选出一些与主旨关系密切的参考点。其后，根据人工编码的参考点，对原文进行小范围的自

动编码，人工剔除部分无效参考点(表 4)。 
 

Table 4. Encoding situation 
表 4. 编码情况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主旨词汇 

信息支持 

理论知识 课程、课堂、讲座、论坛、培训 

实践知识 实践、服务 

宣传活动 活动、宣讲会 

工具支持 

资金补贴 资助、投资、基金、经费 

平台设施 合作、交流、平台、基地、孵化 

奖励措施 学分、奖励、奖项、奖学金 

资源支持 

相关竞赛 参赛、大赛、竞赛、赛事 

专业导师 导师、专家、师资 

保障政策 转化、产权、专利、保障 

 
根据高校支持的编码参考点，利用 nvivo20 的词频查询工具，筛选出了 1000 个长度大于 2 的常见词

汇，通过人工剔除与高校对公益创业支持的无关参考点中，笔者提炼出了 49 个相关常见词汇(下表)。由

词频可分析出：其一，学校提供最多的是相关竞赛方面，信息方面的支持提及更频繁更受重视，但是工

具支持提及方面更多分布更广。其二，最关注公益创业的相关领域主要集中于“管理”“科技”“慈善”

方向。其三，信息支持的重视程度排序依次为竞赛、课程、宣传、师资、实践、讲座；其四，工具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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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视程度排序依次为资金、奖励、平台、基础设施、保障政策(表 5)。 
 

Table 5. Results of word frequency 
表 5. 词频结果 

排序 单次 词频 加权百分比(%) 排序 单次 词频 加权百分比(%) 

1 创业 831 2.64 26 合作 43 0.14 

2 项目 566 1.80 27 资源 41 0.13 

3 创新 486 1.55 28 基金 40 0.13 

4 参赛 285 0.91 29 平台 34 0.11 

5 大赛 174 0.55 30 指导 34 0.11 

6 公益 149 0.47 31 办公 32 0.10 

7 教育 130 0.41 32 孵化 32 0.10 

8 科技 126 0.40 33 慈善 32 0.10 

9 管理 120 0.38 34 产权 31 0.10 

10 社会 119 0.38 35 比赛 30 0.10 

11 服务 99 0.31 36 奖项 29 0.09 

12 资助 96 0.31 37 专家 28 0.09 

13 课程 89 0.28 38 经费 26 0.08 

14 活动 85 0.27 39 产学研 25 0.08 

15 高校 84 0.27 40 场地 24 0.08 

16 老师 82 0.26 41 奖金 24 0.08 

17 培训 71 0.23 42 专利 23 0.07 

18 奖励 60 0.19 43 空间 23 0.07 

19 教师 60 0.19 44 讲座 23 0.07 

20 实践 59 0.19 45 论坛 22 0.07 

21 教学 55 0.17 46 基地 20 0.06 

22 导师 51 0.16 47 演讲 20 0.06 

23 竞赛 50 0.16 48 补贴 20 0.06 

24 交流 49 0.16 49 课堂 19 0.06 

25 转化 45 0.14     

4.3. 高校支持供给情况总体分析 

总结上文，根据对 60 份有关文本的人工编码与自动编码，剔除无关参考点后，首先得出了相关维度

的主旨词汇。接着根据主旨词汇进行词频分析，再剔除掉无关词汇，最终得出了前 50 的与高校公益创业

支持有关的词汇，分析其重视程度，从而侧面反应高校支持的供给情况。其中总结如下： 
总体而言学校提供的三种支持的占比数量差距并不显著，其中工具支持的占比最大、提及程度最多，

但是相关竞赛的资源支持最为频繁。究其原因，是因为工具支持很多都是镶嵌在各种信息支持与资源支

持中所以它的分布更碎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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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5.1. 资金补贴渠道单一 

通过上文对无意愿参与公益创业原因以及了解公益创业的学生对资金补贴的需求程度分析，知道资

金是阻碍学生参与公益创业的最主要原因，资金也是最需要的支持，但是通过高校供给分析知道资金供

给是非常充足的，所以可得出资金补贴的直接激励作用不显著，由此可推出获取渠道不足。 
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其一，目前资金获取是有一定门槛的，需要通过比赛或平台条件筛选出优秀

项目者才能获取资金；其二，学生们可能对外部资金获取信息不足，不了解可以通过外部银行进行大学

生信用贷款或者因为手续复杂而放弃，并且大学生信用体系未建立，难以进入金融投资机构的视野[6]，
学习也没有搭建一个学生与银行或者其他企业之间的沟通渠道(图 2)。 

 

 
Figure 2. Derivation path of the funding problem 
图 2. 资金问题推导路径 

5.2. 平台设施支持缺乏可持续性 

与有意愿参与公益创业学生相比，无意愿的学生认为更需要平台设施的支持，然而促使有意愿参与

公益创业的原因中平台设施又占主要原因之一，并且有意愿的学生对平台设施的需要程度低于无意愿学

生，所以退出平台设施只是学生们参与公益创业的一块敲门砖，但在创业过程中并没有太大帮助。 
由此分析其原因，其一，平台设施主要是学生与企业之间的合作，但是大部分企业是以营利为导向

的，他们选择与高校合作培养创新人才，也是为了自身更好发展，但是他们在公益创业上看不到盈利点，

自然也不太愿意投入资源在这方面[3]；其二，非营利组织能力有限，非营利组织中能够完全提供帮助的

少之又少，即使能提供帮助也是有条件进行筛选的，不是所有项目都能够获得支持，而其他非营利组织

本身就困难重重，所以无力向其他项目提供帮助(图 3)。 
 

 
Figure 3. Platform problem derivation path 
图 3. 平台问题推导路径 

5.3. 宣传效果不佳 

虽然学生认为其不了解公益创业最主要的原因是学校的公益宣传活动不足，但是从学校供给层面的

分析结果来看，学校举办的宣传活动并不少。学校供给不少，大学生却仍认为不足，这说明学校的宣传

活动效果不佳。在促使学生参与公益创业的主要原因中，学校的宣传活动这一因素也占比较小，这一点

也说明了学校的宣传活动没有起到理想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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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该问题的原因有以下几点：(1) 学习采取的宣传方式不佳，没有真正起到宣传公益创业，鼓励学

生积极参与公益的作用。(2) 高校学生大多较为功利，可能会选择性忽视公益创业类宣传，而对于其他能

带来实质性利益的活动较为敏感[7] (图 4)。 
 

 
Figure 4. Derivation path of publicity problem 
图 4. 宣传问题推导路径 

5.4. 理论知识提供方式、参与渠道有误 

在理论知识方面，学校缺乏相关课程和讲座在学生不了解公益创业的主要原因中的占比较大。但是

根据本文对学校支持供给层面的分析得到，学校对公创课程、讲座的供给其实是较充足的，问题反而是

参与的学生较少，还经常发生因选课人数不足而停课的情况，这说明主动参与相关课程学生不多。 
学生在公益创业中对相关课程和讲座的需求程度较低，说明这类理论知识在学生公益创业过程中并

不能发挥持续性作用，并且对于已有意愿参与公益创业的人来说不太需要，并且当前大学生公益创业教

育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缺乏大学生身心发展特点的研究，突出表现在理论课程设置笼统，所以高校盲目

提供课程和讲座反而得不到较好的效果(图 5)。 
 

 
Figure 5. Derivation path of theory class problem 
图 5. 理论课问题推导路径 

5.5. 保障政策不足 

对于公益创业风险的担忧阻碍着学生的参与，而在学校公开文件中，却并没有针对公益创业或者创

业活动的风险制定相关的兜底政策。深入分析，有以下两点原因：第一，政策制定方向不明确。该领域

的各方面实践经验较少，缺乏实践的基础，在中国并没有统一的定义和标准，理论基础也不足。第二，

政策落实难度大。以同类兜底政策为例，在制定后，经常会面临资源分配、保障程度等等实操上的困难，

同时执行和监管将耗费大量人力和财力成本。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国家已经相关制定相关政策，下放到

各所高校仍然不会被妥善落实(图 6)。 
 

 
Figure 6. Derivation path of safeguard policy issues 
图 6. 保障政策问题推导路径 

5.6. 竞赛支持效果不理想 

在所有支持中，高校最为重视的是相关竞赛方面，但令人诧异的是，学生对于竞赛的激励作用、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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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程度的评分都相对较低。积极的供给并没有得到相同的反馈，这说明了其支持效果并不理想。 
进一步分析，存在以下原因。第一，竞赛更面向拥有公益创业的想法和拥有一定方向的学生，对于

真正参与公益创业并且正在落地运营的学生的作用很小。大部分比赛的奖金奖励量设置并不能起到支撑

创业资金作用，更多的是对于个人的奖赏；第二，虽然相关竞赛数量多，但是各种竞赛的同质性大，存

在一个项目多重参赛的情况(图 7)。 
 

 
Figure 7. Derivation path of the competition problem 
图 7. 竞赛问题推导路径 

6. 结语 

本文将社会支持理论引入到高校对大学生公益创业的研究中，构建了信息支持、工具支持和资源支

持三个维度的分析框架，这为后续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并采用问卷调研和文献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从

需求和供给两个角度全面分析了高校支持的现状，这种研究方法更加系统和全面，补充现有公益创业研

究文本分析的不足。 
通过问卷调查发现，大学生普遍认为高校在公益创业方面提供的信息支持和工具支持较为充足，但资

源支持相对较弱，特别是在资金、场地等方面支持不足。从高校层面分析了支持大学生公益创业的现状。

高校大多已建立相关学生服务中心，提供基础培训、项目孵化等支持，并通过竞赛、展示等方式给予资金

补贴。但是，高校支持仍存在一些问题，如服务针对性不强、资金渠道单一、长期支持机制不健全等。 
基于以上分析，后续高校对学生公益创业的支持，可以从以下方面入手，第一，拓宽资金补贴渠道，

建立学校–银行–学生的合作机制，提供信用贷款等支持，高校也应积极与社会企业合作。高校可与社

会企业合作开设公益创业专项补贴；第二，完善平台设施建设，提高可持续性，为学生提供长期稳定的

支持，包括在学校内部官网上开设专门的公益创业的栏目、积极开展公益创业宣传周与公益创业节等活

动、不断深化高校公益活动的价值，在高校内营造良好的公益创业氛围；第三，优化宣传方式，采取线

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提高宣传效果；第四，完善保障政策，降低学生参与公益创业的风险，根据学生

需求调整竞赛设置，提高竞赛支持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本研究为高校如何更好地支持大学生公益创业提供了有益启示，未来可以从多个角度深入探讨这一

问题，为促进大学生公益创业发展贡献更多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 彭伟, 赵帅, 刘巍. 大学生公益创业: 内涵、瓶颈与推进策略[J]. 教育教学论坛, 2020(53): 47-49. 

[2] 金伟琼. 大学生公益创业的现状分析与支持体系构建[J]. 高教学刊, 2018(18): 45-47.  

[3] 王胜男. 大学生公益创业教育问题与对策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北京: 中国矿业大学, 2018.  

[4] 庞旭. 众创环境下民办高校公益创业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J]. 祖国, 2019(17): 65, 75.  
[5] Seeman, T.E. (1991) Social Tie and Health: The Benefits of Social Integration. Annals of Epidemiology, 6, 442-451.  
[6] 赵宏伟. 大学生公益创业的探索与思考[J]. 继续教育研究, 2011(10): 119-121. 

[7] 何健. 大学生公益创业教育体系的构建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长沙: 湖南大学, 2009.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4.128564

	高校对大学生公益创业教育的困境研究
	摘  要
	关键词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Universities on College Students’ Willingness to Engage in Public Welfare Entrepreneurship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理论基础
	3. 大学生创业意愿需求分析
	3.1. 问卷设计
	3.2. 收集情况
	3.3. 工具支持分析
	3.4. 信息支持分析
	3.5. 资源支持分析

	4. 深圳大学公益创业支持的供给分析
	4.1. 高校支持的分类
	4.2. 高校支持情况的统计软件分析
	4.3. 高校支持供给情况总体分析

	5. 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5.1. 资金补贴渠道单一
	5.2. 平台设施支持缺乏可持续性
	5.3. 宣传效果不佳
	5.4. 理论知识提供方式、参与渠道有误
	5.5. 保障政策不足
	5.6. 竞赛支持效果不理想

	6. 结语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