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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健）创业者的主体是青年人，世界各国的情况大致如此。但中国的青年

创业比重更高一些。由清华大学中国创业研究中心完成的全球创业观察中国报告

数据显示，在 2009—2013 年间，中国青年人（18—35 岁）的创业活动占到 45%。

因此，鼓励青年创业，实际上不是简单地鼓励数量上的增加，而是鼓励提高创业

者的能力，提高创业的成功率。 

青年创业者的特性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参与创业的积极性，二是参与创业的

动机。积极性表现在有多少青年人参与到创业中去；动机表现为是生存型创业，

还是机会型创业。 

从积极性看，青年创业的积极性主要与性别、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年龄

段有关系。目前，中国男女创业者的比例为 1.5∶1，男性更积极参与创业；受过

大学以下程度教育的青年创业者比重大，占到 90%。青年创业者家庭年收入 80%

以上在 6 万元人民币以下。在 18—35 岁的中国青年创业者中，25—34 岁的青年

创业者占到 60%以上。在创业的积极性方面，城乡之间没有差异。但是在创业动

机上，城市的青年创业者体现为机会型创业，而农村的青年创业者体现为生存型

创业为主。受过大学教育的青年创业者与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青年创业者也存在

同样的情况，即受过大学教育的青年创业者以机会型创业为主，而未受过大学教

育的青年创业者以生存型创业为主。 

中国的创业环境在过去 10 年正在逐步改善，但仍然没有达到良好的状态。

总体看，创业的硬环境优于软环境，比如，创业的基础设施优于服务环境；软环

境中，社会环境优于创业教育、创业金融等环境条件。从我们多年的调查看，中

国创业环境中最需要改善的是创业服务、创业教育和创业金融方面的条件。 

因此，青年创业政策在导向上，需要引导解决两个关键问题，一是改善创业

环境难点；二是提高创业质量，即成功率。 

改善创业环境的难点是提高创业服务的层次。目前各地为青年创业提供的服

务主要在提供公司注册、场地、公司成立后的工商税务服务上。但在技术、市场、

融资、人才流动等专业服务上缺乏，这些服务不完全需要政府提供，但却需要政

府通过制定建立创业生态体系的政策给予保障，并作为创业生态体系的重要服务

基础去建设。 



提高创业质量的关键，在于对青年创业者的教育和激励需要分类进行。青年

创业者情况各不相同，创业基本动机存在差别。政府在政策上需要有两个着重：

一是着重支持那些开展创业实践教育卓有成效的教育机构成为示范基地，使先进

的教育方法得以推广，提高青年创业者的创业能力；二是着重支持各地区根据本

地情况，制定富有地方特色的青年创业政策，充分体现青年创业者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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