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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ONE

认识大学生
创新创业



（一）创新的概念

创新是指在前人基础之上，以新思维、新发明和新描述为特征的一种概念化过

程，包含更新、改变和创造。例如，提出思想、产生技术、创新产品等行为活

动都属于创新。熊彼特认为创新包含以下五种情况。

（1）采用一种新的产品，即消费者还不熟悉的产品或某种产品的一种新的品质。

（2）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即制造部门在实践中尚未知悉的生产方法，这种

新的方法不需要建立在科学新发现的基础之上；并且，它可以存在于商业上对

一种商品进行新的处理。

（3）开辟一个新的销售市场，也就是相关国家的相关制造部门以前不曾进入的

市场，这个市场以前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

（4）获得原材料或半制成品的一种新的供应来源，不论这种供应来源是否业已

存在，还是需要创造出来。

（5）实现一种新的组织，如造成一种垄断地位，或打破一种垄断地位。

一、创新与创业



（二）创新的特征

一、创新与创业

创新，不分年龄大小、正常人和

不正常人，也不分智商高低，更

没什么内外行、条件好坏之分。

但是人们在实际生活中常常因为

自身条件不足而认为无法创新。

1 .  人人可创新

放大镜的作用，就是把字“扩

一扩”。再如，原来的电视屏

幕较小，看电视节目费力，所

以大屏幕彩电问世。

3 .  处处可创新

创新本身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或许是一次闲谈，或许是在看剧，

或许是在聊天、逛街的时候……

只要保持一份善于联想的思维，

创意随时可能到来。

2 .  时时可创新



（三）创新的分类

一、创新与创业

3. 营销创新

产品创新可分为全新产品创新和改进产品创

新。全新产品创新是指产品用途及原理有显

著的变化。改进产品创新是指在技术原理没

有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基于市场需要对现有

产品进行功能上的扩展和技术上的改进。

4. 组织创新

组织创新是指企业的运营策略、工作

场所或外部关系等方面新的组织方式

的实现。

1. 产品创新

营销创新是指新的营销方式的实现，包括产

品的设计、包装、分销渠道、促销方式以及

定价等方面的重大变革。

工艺创新是指企业通过研究和运用新

的方式、方法和规则体系等，提高企

业的生产技术水平、产品质量和生产

效率的活动。

2. 工艺创新



（四）认识创业

一、创新与创业

创业是一种劳动方式，是一种需要创业者运营、组织及运用服务、

技术、器物作业的思考、推理和判断的行为。

1. 创业的要素

创业的关键要素包括创业机会、创业团队和创业资源。创业机会

是指可以利用的商业机会；创业团队是创业初期一群才能互补、

责任共担、愿为共同的创业目标而奋斗的人所组成的特殊群体；

创业资源是新创企业创业和运营的必要条件。

2. 创业的特征

（1）机遇性。（2）创新性。

（3）价值性。（4）曲折性。

（5）风险性。



（五）创新与创业的关系

一、创新与创业

1. 创业孕育着创新

很多创新并非突发奇想，而是在创业中不

断革新。例如，马云刚刚踏入互联网的时

候，做的是黄页，后来参加广交会被拒绝

受到了刺激，也看到了广大中小企业的贸

易商机，做出了现在的淘宝网。从严格意

义上说，早期淘宝网还不算创新，只算创

业，但后来的支付宝、蚂蚁花呗就算是创

新了。又如百度，从强手如林的搜索引擎

做起，不畏惧强大的对手，不畏惧竞争，

现在又涉足人工智能领域，弄得风生水起、

津津有味，真的算是创新创业的楷模了。

2. 创新未必意味着创业

有些技术或者有些想法，貌似很好，

但是经不起推敲，经不起琢磨，未必

有真正的市场，原因是什么呢？一个

是没有真正的市场需求，或者需求远

远尚未到来；另一个就是不靠谱。如

果拿这些所谓的创新来创业，那么必

然得到两个结果，要么艰苦地等待市

场需求的到来，要么坚持不下去以失

败而告终。



（一）大学
生创新创业
的意义

1

有助于培养大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推动创

新型国家建设

有助于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质、竞争意识和生存能力

有助于缓解就业压力

二、大学生创新创业价值分析

2

3



（二）大学生创新创业优势与劣势

二、大学生创新创业价值分析

1. 大学生创新创业优势

大学生有活力，对认准的事情会义无

反顾地去尝试；大学生具有较高层次

的知识，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及技术

力量，能够为创业提供技术支撑，知

识资源是大学生创业的最大优势；大

学生思维活跃，善于创新；思路清晰，

创意新颖，能将所学的知识很快内化

为本领，外化为发明；为了促进大学

生创新创业，各地政府专门为大学生

制定了相关的优惠政策。

2. 大学生创新创业劣势

大学生缺乏经验，缺乏系统化的

知识结构，尤其缺乏人脉关系和

商业网络；大学生创业启动资金

有限，起步困难；政府各种扶持

政策具体落实困难；目前我国大

学生创业大多属于低水平、同质

化创业，缺少创新性技术和原创

性项目支撑，产品缺少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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