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创业是否需要教育？在日前举行的 2016 中
国创业创新教育发展论坛上，上海交通大学安
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原院长王方华提出了这个
问题。

“这看似毋庸置疑、不必讨论，毕竟大家都
已经在做了。但其实，不少人对开展创业教育
持保留态度，有的甚至明确表示反对”。王方华
说，有所著名大学的管理学院院长就曾用质疑
的语气问他：“创业还用学吗？创业能教好吗？
创业者应对市场环境时自然而然就会了，哪还
需要学习？”

许多专家表示，王方华提到的问题确实普
遍存在，有些人喜欢用马云等从草根创业成功
的例子，来证明不必专门搞创业创新教育。新
华都商学院理事长、北京大学教授何志毅认
为，经济繁荣与创业热潮和创业教育的发展成
正比，而且与后两者呈现强相关。他说，研究
美国的百强商学院可以发现，开设有创业创新
学科的多达 60余家。

何志毅表示，自己在国企和创业型企业里
都工作过，所以有所对比，他感觉创业者永远
处在变化的环境中，天塌下来都得顶着，而且
创业者往往很孤独，所以更需要外界通过教育
等形式提供支持和辅助。

“创业的本质是创造价值，所以更需要在思
想充分碰撞的基础上采取行动，创业教育能够
激发创业者自我去探索的动力，会让创业者的
创业过程更完善。”南开大学商学院院长张玉利
认为。

有些人把创新教育简化为学术前沿讲座，
或者等同于就业指导、就业培训，张玉利对此
并不认同，他指出创业与一般的公司管理在企
业绩效、竞争策略、机会把握等方面存在显著
差异，所以建议有志者“激情创业、理性行
动”。张玉利赞成将创业教育作为独立学科进行
设置，认为其和心理学、经济学、社会学、设
计学等都有很强的交叉，但又是一门综合性的
学问。“创业教育要建立问题导向，跟市场社会
需求相结合”。他建议，高校在创业教育实践
中，应向社会开放实验室，这样可能会形成非
常好的众创空间。

中国投资协会股权和创业投资专业委员会
常务副会长沈志群指出，提高创业的成功率，要
在重视创业教育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创业投资的
作用。他建议，不仅要把创业创新教育当成一门
学科，更要把它当成一个产业富矿，比如教育与
资本结合，潜力就很大，可以实现创业、创新和创
投三者的融合。他表示，创业投资具备对创业风
险的识别、防范和承受能力，可为创业企业提供
股权投资等增值服务，是其他资本不能替代的。

王方华认为，以开展商学院的创业教育为
例，要营造鼓励创业的氛围，否则创业教育走
不远。“可以多策划些创业创新大讲堂等活动，
请企业家、创业家来演讲经验和教训，不管博
士生、硕士生还是本科生都可以来听。通过指
导，要让大家明白创业是一个事业，相信创业
可以成功。”王方华说。

沈志群建议，创业教育既要立足高校又要
走出高校，走到“双创”第一线去，走到各地
创业服务平台上去，和创业者实践相结合，和
创业服务平台相结合，和政府创业政策相结
合，和创业投资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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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十二五””期间期间，，我国新注册的创业企业超过千万家我国新注册的创业企业超过千万家——

初创企业积极投身新兴产业初创企业积极投身新兴产业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佘佘 颖颖

“十二五”期间，我国通过推进一系
列改革极大地激发了企业活力，市场主
体 数 量 大 幅 增 长 ， 形 成 经 济 发 展 新 动
能，成为经济发展新引擎。

改革激发企业活力

我国在创新体制机制、优化财税

政策等领域出台了多项政策措施，激

励广大群众投身创业大军，自主创业

企业成为中国经济最新鲜、最活跃的

细胞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记者在北京望京
合生麒麟社发现了一家新开业的喵星球
咖啡店。不同于同行们拿猫做噱头，这家
小店建起了一个餐饮、售猫、饲养的线上
线下全产业链。“我家的猫都是冠军猫，每
只售价在 1 万元以上。”看着记者惊讶的表
情，喵星球联合创始人陶涛笑着解释：“只
要顾客在我家买了一只猫，就成为了我家
的终身客户。如果这只猫不在了，我们免
费再提供一只同级别的猫。当然，前提是
饲料、洗澡、看病等一切跟猫相关的消费
都在店里完成。”

宠物产业比想象的有“钱途”。“上
个周末，因为顾客太多，我们甚至把二
楼的座椅都撤了，顾客才有地方站，而
且门口还排着长队。”陶涛告诉 《经济日
报》 记者，虽然小店开张不到 3 个月，店
里只有 19 只猫，已经有多位投资人想出
资让店主开连锁店，甚至上新三板。

“十二五”期间，像喵星球这样的自
主创业企业成为中国经济最新鲜、最活
跃的细胞。

国家工商总局发布的 《“十二五”
全国企业发展分析报告》 显示，“十二
五”时期，受国际金融危机、国内产能
过剩等多方面复杂因素影响，我国经济
面临较大下行压力。与此相应的是，全
国 实 有 企 业 数 量 和 注 册 资 本 增 速 也 由
2011 年 的 10.26% 和 21.20% 分 别 降 至
2012年的 9.06%和 14.24%。

为了稳增长、保就业，政府加大宏
观调控力度，全面推行商事制度改革，
极大降低了企业登记门槛，提高了企业

注册的便利化程度。
改革极大地激发了企业活力，市场

主体呈现爆发式增长，特别是 2015 年国
家大力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为经
济发展打造新引擎，在创新体制机制、
优化财税政策等领域出台了多项政策措
施，激励更多人投身创业大军。统计显
示，私营企业由 2010 年底的 845.52 万户
增长到 2015 年底的 1908.23 万户，在企
业总量中占比由 74.4%提高到 87.3%。截
至 2015 年 12 月 底 ， 全 国 实 有 企 业
2185.82 万户 （含分支机构），较 2010 年
底共增长了 92.3%。5 年中，新注册的创
业企业超过 1000万家。

第三产业潜力巨大

信息科技、文体娱乐等新兴产

业受到初创企业的青睐，展示出巨

大的能量，推动我国产业结构继续

调整优化

紧跟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步伐，这
些初创企业大都集中在第三产业，企业
数 量 占 比 由 2010 年 底 的 69.9% 提 高 到
2015 年 底 的 74.8% ， 注 册 资 本 占 比 由
61.7%提高到 71.3%，推动我国产业结构
继续调整优化。

更为可喜的是，现在的初创企业不再
满足于在传统服务业做个小老板，而是积
极投身新兴产业，展示出巨大的能量。

3月 24日，北大创业孵化营第二期毕
业梦想秀在方正国际大厦举行，24 支创
业团队中，19 个名字里都有“科技”或
者“信息技术”，没有把“科技”写在名
字里的“有爱医生”“VC watch”“熊孩
纸”等也是利用互联网、信息科技进行
的创业项目。据北大孵化器副总经理陈
畅介绍，在 6 个月时间里孵化营有 80%的
项目孵化成功，获社会融资约 8000 万
元，最高的一笔投资达 1200 万元，投给
了一个做气象大数据的项目。

北大创业孵化营爱科技、爱互联网+
的 口 味 与 全 国 的 统 计 数 据 基 本 一 致 。
2015 年，我国新登记信息传输、软件和
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 24 万户，比去年增

长 63.9%；新登记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企
业 10.4万户，增长 58.5%；新登记金融业
企业 7.3 万户，增长 60.7%；新登记教育
企业 1.4万户，增长 1倍。

在整个“十二五”期间，信息科技、文
体娱乐等新兴产业一直最为抢眼，企业增
速远超同期其他行业。《“十二五”全国企
业发展分析报告》对当前我国企业的现状
进行了象限分析，发现科学研究和技术服
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为代表的新兴行
业，虽然在全国企业总量中占比较低，但
年均增速均为 35%左右，处于较高水平，
发展潜力大。

特别是 2015 年以来,“互联网+”上升
为国家战略，信息技术行业取得飞速发
展，截至 2015年年底，信息传输、软件和信
息技术服务业企业数量达到 89.47 万户，
同比增长 33.2%，注册资本同比增速达到
63.6%。“互联网+”等新产业、新业态的快
速发展，为我国经济结构调整注入了新的
活力。

扶持政策还需合力

初创企业不仅年轻，而且相对

弱小，抵御风险的能力较差，需要

政府为他们的发展营造良好的政策

环境，提高存活率

前景广阔的新生企业当下正面临严
峻考验。从时间上看，“十二五”期间登
记注册的企业到今年最大的不过 5 岁，最
小的尚不满一年，就要跟中国经济一起
经历风浪。更何况初创企业不仅年轻，
而且弱小。去年我国新登记的企业中，
96%是小微企业。而整个“十二五”期
间 ， 我 国 94.2% 的 企 业 注 册 资 本 均 在
2000 万元规模段以下，属于小微企业。
他们抵御风险的能力较差，稍有不慎就
会陷入困境。

因此，提升小微企业存活率一直是
我国“十二五”时期的重点工作。国务
院每年均出台了关于扶持小微企业健康
发展的意见。地方各级财政、工信、科
技、商务、工商等部门切实加大资金投
入，加强业务指导与服务，不断出台政

策措施减轻小微企业税费负担，为小微
企业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财
政部、工商总局等部门还确定了首批 15
个小微企业创业创新基地示范城市，对
每个城市给予 6亿元至 9亿元补贴。

然而，初创企业，尤其是新生小微企
业的发展之路依然艰难。2014 年企业年
报分析表明，初创企业的年报率呈现 U 型
趋势，成立后 3 至 5 年死亡率较高，成立第
4年的企业年报率最低，仅为 83.2%。

“当前，行政审批制度和商事制度改
革在促进新企业注册登记方面取得了突
出的成绩，但如何提高新创企业的存活
率还需更加明确的政策。”中国社会科学
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吕鹏说，“比如
商事制度改革的红利释放，仅靠工商行
政管理部门一家是不够的，一些部门的
政策衔接依然不到位，一些新增的商事
主体有可能成为‘僵尸户’，甚至成为有
照无证的经营户，这就需要政府各部门
的改革最终要形成合力，才能发挥最大
效果”。

吕鹏认为，建立健全就业创业统计
监测体系是做好新形势下就业创业工作
的重要组织保障。“商事登记制度改革在
推动市场主体特别是民营企业的登记数
量和资本规模快速增长的同时，也为企
业 监 管 带 来 了 新 问 题 。” 吕 鹏 说 ，“ 比
如，工商部门难以掌握企业资本金和用
工情况变化，公司虚报注册资本和股东
虚假出资、股东抽逃出资的情况无法监
测。实行年报制度之后，一些活动异常
的企业以及‘一元钱公司’更加难以监
管，对就业形势的判断也更加困难”。

我国已明确提出在促进就业创业工
作中要做到密切跟踪一线情况，完善调
查统计，充分利用大数据。因此，吕鹏
认为除了继续完善小微企业名录、建立
企 业 的 相 关 数 据 库 之 外 ， 还 应 该 在 税
务、人社、公安以及工会等相关部门的
支持与合作下，在被调查的企业内同时
进行企业雇员的调查，从而形成一套既
有企业主和企业信息，也有雇员信息的
嵌套数据。只有这样，才能得到企业运
营、就业创业的最真实数据，为政府决
策提供可靠依据。

创业的辛苦无需赘言。这两年，笔者

经常听到创业者自嘲，“创业真不是人干

的事情”。有勇气下海创业的人不多，被

商海的风浪打翻还能鼓足勇气再出海的人

更少。

中国社会科学院对 1 万多家私营个体

户进行的调查显示，超过九成的个体户和

85%的私营企业主是初次创业，仅有不到

一成的个体户和 15%的私营企业主是再次

创业，并且再创业者中绝大多数创业次数

在 3次以下。

为什么创业者失败后大多彻底退出了

市场？这里面既有经济规律的因素，也有

市场环境和舆论文化的因素。

从社会环境上看，当前鼓励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已经成为共识，但创业失败

后，对于“失败者”不以一时一事论英雄

的氛围远未形成。社会热衷于关注创业成

功者事迹，津津乐道谁又创下了巨额融

资，谁又兼并收购了哪些企业，但是，大

家很少能共享创业失败者的经验教训、被

兼并收购企业的心路历程。其实，这些经

验教训同样具有价值，如果能从创业失败

中吸取教训，经过历练的创业者下一次很

可能走得更远。

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超过四成的再

次创业者创办了超过两家的企业，说明再

次创业的私营企业主并不像一些人想象的

那样只是简单地重新创业，而很有可能在

挫折中奋起，成为扩大就业的力量。

因此，我们在树立新创业个体户和私

营企业主的成功典型、总结和传播新创立

企业成功经验的同时，更要发现和传播再

次创业中的成功做法，总结经验教训，通

过再次创业者中的佼佼者的现身说法，在

全社会形成一种尊重再次创业、敢于再次

创业的氛围。

在政策上，要让创业失败者，尤其是

第一次创业失败的经营者，在合法合理的

前提下，还可以有资本、有扶持、有活

路。尤其是考虑到当前新创企业众多，而

经济减速和结构调整的压力又空前巨大，

创业失败可能成为常态。相关部门可以考

虑在财税、金融、工商、场地、培训、就

业创业服务等方面针对再次创业者的情况

进行专题调研，并出台相应的鼓励政策。

创业的人总有一颗创业的心，只要

政策给力，就会迸发激情。调查发现，

在 再 次 创 业 超 过 一 次 的 私 营 企 业 主 里

面，有 22.5%是在 2014 年及 2014 年之后

创业的，有 50.5%是在 2012 年及 2012 年

之后创业的。这说明，我国自 2013 年进

行的商事制度改革，比如注册资本由实

缴登记制改为认缴登记制，取消了原有

对公司注册资本、出资方式、出资额、

出资时间等硬性规定，取消了经营范围

的登记和审批，以及“先照后证”“三证

合一”“一照一码”等政策措施，促进了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风潮的涌动，极大

地激发了曾经创业的人的热情，让他们

再次拾起创业梦。

对于一个充满活力的市场来说，每一

粒创业的种子都无比珍贵。全社会应尽力

提供充分的政策阳光、舆论空气、资金活

水、市场土壤，避免这些创业梦想昙花

一现。

莫 让 创 业 者 昙 花 一 现
若 瑜

创业教育需要进课堂吗？
本报记者 杨开新

“十二五”期间，我国着力

为大众创业营造宽松平等的准入

环境，从全面实施注册资本登记

制度改革到推进“先照后证”“三

证合一”登记制度改革，有力促

进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新注册创业企业超过1000万

家，并且超过七成集中在第三产

业。新兴产业潜力巨大，为经济新

常态下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

民生、防风险提供了有力支撑。

对于一个充满活力的市场

来说，每一粒创业的种子都无

比珍贵。全社会要形成一种尊

重再次创业、敢于再次创业的

氛围，给创业者提供充分的政

策阳光、舆论空气、资金活水、

市场土壤，激发创业者的热情，

避免创业梦想昙花一现。

△ 卓义山归国后创办了重庆卓识远见艺术培训公司，花

了不到半小时的时间就拿到了重庆市第一张“一照一码”执

照。 本报记者 佘 颖摄

陶 涛

和朋友一起创

办的喵星球咖

啡店。

本报记者
佘 颖摄

孙龙在安徽省舒城县开发区建起了“徽网在线电子商

务产业园”，以“网上认养”的方式销售当地的黑猪肉。

新华社记者 陶 明摄

△

△

当前创业教育开展得如火如荼，在积

极倡导发展创业教育的同时，也出现了不

同的声音，有人持保留态度，有人明确提出

反对。对此，专家提出，创业者需要通过教

育等形式提供支持和辅助，使自己的创业

过程更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