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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寒假来临，云南大学学生赵世明却没有像

往常一样在家“宅”着，而是在鼎鑫孵化园为自己的

创业项目——好马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创业点子搜

肠刮肚。对他而言，增加了创业者这个身份的他，这

个寒假过得并不轻松。

事实上，像赵世明这样的高校学生并非单例，高

校毕业生创业比率呈上升态势。75 所教育部直属

高校日前陆续公布了各自的 2015 届毕业生就业质

量报告，绝大多数高校公布的 2015年毕业生自主创

业数据显示：这部分学生已占到高校毕业生总数的

百分之一。

科技日报通过数据分析发现了如下现象：东中

西部高校创业集中的行业有差异，东部地区高校毕

业创业者倾向于信息科技、文化产业领域，中西部大

学生创业范围则更偏重于诸如餐饮、教育培训等传

统行业。

大数据告诉你
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偏爱啥

西部高校与东部高校从毕业生创业数量方面来

讲，趋势是一致的。“毕业即创业”的比例逐年升高。

例如，位于东部的浙江大学 2015 届毕业生中，有 83

名学生选择自主创业，其中已成立公司并向院系申

报了单位名称的达 30 人，正在创业筹备中的有 53

人。同样，据官方数据显示，中部地区的华中师范大

学截至去年 10月底，已有创业团队 130多支，注册公

司 65个。此外，西南大学 3.16%的本科生和 3.22%的

研究生选择了自主创业等灵活就业方式，仅次于在

企事业单位就职和升学及出国留学的人数。

西部高校创业者数量所占比重也基本与中东

部持平。在四川大学毕业生创业生中占该校 2015

届所有毕业生中，自主创业毕业生共有 179 人，超

过毕业生总数的百分之一。重庆大学 2015 届毕业

生创业和参与创业人数占毕业生总数的 1.71%，也

就是每一百个毕业生当中就有近两人创业或参与

创业。

根据各高校官网发布的就业数据分析，在行业

类型方面，东部高校毕业生在生物技术、机器设备、

咨询服务等领域更有侧重，其中，手机软件开发、互

联网研发与服务等听起来很“潮”领域是他们的重点

参与领域，而西部高校毕业生则偏向传统领域，在通

往新兴产业创业的路上，步伐略显“小娇羞”。在零

售业、餐饮业和教育培训类等领域创业集中现象更

为突出。这些创业公司涉及行业多样，其中比例较

高 的 是 批 发 和 零 售 业 ，占 比 超 过 三 成（占 比

31.41%），教育与住宿和餐饮业也占比近三成（教育

业 18.32%、住宿和餐饮业 10.99%）。这明显与在东

部地区偏重的 IT 产业和文化创意类产业的现象有

所差异。

——自主创业——
东部很“潮”，西部略显“保守”

西南某高校就业办负责人告诉科技日报，产生

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是中西部与东部的产业结构不

同。作为城市密集的东部地区，互联网、电子、信息、

生物等领域发展日新月异，同时人们的生产生活也

需要这些行业的产品，市场需求充分，因而具有较高

的发展可能性。

——现象解读——
产业结构和市场影响决策

高校毕业生创业者数量占各高校毕业生的总数

的 1%左右的，学生创办的也多为小微企业。高校毕

业生创业工作如火如荼，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但同

时也仍然不能忘记冷静思考。刚刚走出校门的高校

学生是否适合“毕业即创业”呢？

据调查显示，创业原因选择回流创业的应届毕

业生，对其创业原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 62.5%的

创业者想要实现自我价值，50%的学生想要自己当

老板，之后是积累工作经验和增加经济收入（均占

43.8%），紧随发展趋势和实现就业的比例最小（分

别占比 12.5%和 6.3%）。只有极少的人为了规避就

业压力而创业。这也体现了高校毕业生创业趋于

理性。

“对待高校毕业生创业问题需要谨慎，”据一

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相关专家分析，“学生在毕

业 之 初 ，还 没 有 接 触 社 会 和 应 对 各 种 风 险 的 能

力 ，不 如 慢 慢 走 ，别 着 急 ，先 就 业 提 升 各 方 面 素

质，从而提高创业成功率。”毕业生不应该只是因

为没有找到工作“病急乱投医”，而是因为有了具

有可行性的企划、成熟和谐的团队和相对稳定的

商业模式，这样才能顺应“双创”之风，真正抓好

机会创业。

正如这位专家所言，就业状况报告所显示的，

在各大高校毕业生中，毕业后直接创业的学生毕

竟还是少数，对于大多数学生的态度还是鼓励先

就业。

——专家观点——
高校毕业生创业趋于理性

放寒假那一天，8岁的赵伊湄被自己抽到的一道
寒假作业难为哭了。作业题目是：如果没有移动设
备。主要任务内容是：坚持在一个月的时间内不打电
子游戏，不碰手机和电脑，每天用阅读、运动和同学互
动来代替网游和上网。“妈妈，这道寒假作业我肯定完
成不了！”赵伊湄愁眉苦脸地哭诉着。爸爸、妈妈看了，
也觉得这题“相当棘手”，对成年人来说也是几乎不可
能的。 视觉中国

另类寒假作业

近日，山东大学一硕士毕业生论文涉嫌抄袭引

发广泛关注，该校刚刚认定该毕业生的学位论文作

假。很快，又有媒体曝出，另外两所高校的硕士毕

业生论文也陷入高度雷同的尴尬境地。

比较这两组论文可以发现，论文的正文部分、

中文题目、关键词，甚至致谢语都高度一致。两位

涉嫌造假的毕业生恐怕很难想到，曾经的作假论文

多年后被“晒”到网络上，并和原论文对比展现，令

他们自己和导师颜面扫地。然而，更尴尬的是，这

些事件暴露出论文“查重”系统等高校论文评估体

系中的问题。

记者发现，这两篇作假论文和原论文之间的

时间差在一年之内，考虑到学位论文的上载和编

辑，查验不到是很有可能的，更不用说早前还没

有启用“查重”系统的高校。两位涉嫌造假毕业

生的导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都提到“查重”系统：

这个系统不是学校没有启用，就是启用了没有查

出来。

判断论文是否抄袭，“查重”系统是否可靠尤为

重要。记者调查发现，在一些网络平台上搜索“论

文”，可以轻松找到“论文查重”“论文代写”等服务

的网页链接。这些所谓“服务”号称，可以准确快速

“查重”，并提供修改建议，修改后的论文能保证顺

利通过。可以想象，除了那些一眼望去高度雷同的

论文，还有更多经过巧妙处理躲避了“查重”的论

文，出现在了“监管真空地带”。这表明，现有“查

重”系统，确实存在可以被利用的漏洞。

为何会出现如此多的“服务”呢？这或许是由

于，学生对于“论文”的需求很大，进而催生出了一

个有着完整利益链的“市场”，来帮助一些学生“过

关”。那么，本该以学业为重的学子，又为何需要

“帮助”呢？这又引发了另一思考，是造假成本太

低，学生“勇于”造假？还是学生的能力达不到毕业

要求，从而需要论文造假？

针对上述问题，尽管教育部有《学位论文作假

行为处理办法》，国务院办公厅日前也发布了《关于

优化学术环境的指导意见》，但由于缺乏完善的法

规细则，对于论文作假行为的约束和惩处力度依然

不够。

除此之外，还可将论文作假纳入诚信档案进入

个人征信系统，对参与论文答辩的老师也应严格考

核，杜绝答辩“走过场”。同时，是否可以在毕业生

的评价体系上进行一些调整，建立更加多元的评估

标准，不以一“文”定学位。这或许能逐步解决“假

论文”问题。 （据新华社）

“假论文”背后有什么真问题
文·夏 鹏

近日，山西某中学高三教室的一组标语在网络

上被广泛传播，班级中出现了像“不学？将来别人

壁咚的墙是你砌的”“人丑还不多读书，哪儿来的

自信？还玩，说你呢？”“我一定不会就这样轻易地

go die”等诙谐幽默的网络式标语。部分网民认

为，这些包含了网络流行语的标语虽然俏皮，但不

知能传递给同学们多少“正能量”。（2月 1日中国
青年网）

还有四个月，九百万考生就要面对高考的残酷

洗礼，挂横幅、贴标语这些鼓舞士气的手段在各大高

校早已成为一种传统。高考动员的标语，长期以来

都是励志性的、鼓舞人心的话语警句，营造奋发向上

的战前氛围。山西某中学的网络式标语，相比较常

规“激励标语”，在风格上独树一帜，诙谐幽默的风格

也充满了活泼与风趣，对于长期处于“极端压力舱”

中的高三学生来说，更能缓解高三的紧张与压力，可

以尝试更大范围推广。

长期以来，高考在全国高校之中，形成了一些像

“百日誓师大会”“高考横幅”“励志标语”的固定活

动，其目的在于激励学子、令其保持昂扬的斗志，在

最后宝贵的数月中奋勇拼搏，发挥出最好的水平。

这种激励方式，在长期的高考动员中已经固化成一

种传统程序。

在班级中挂横幅标语，很大程度上是在表明一

种态度，既代表着班级同学对自己的目标设置，也

体现了老师对学生的期许。然而，长期以来，标语

的内容几乎千篇一律，本应作为励志的横幅，内容

主题几乎常年不变。而且随着教育竞争力的增

大，标语内容的激励性被极端放大，甚至出现了

“只要学不死就往死里学”“累死你一个幸福你全

家”的极端化倾向。

标语的作用无疑是彰显动力、鼓舞学习，只要不

偏离这个目的，也不妨给学生们一些自主发挥的空

间，允许学生将网络流行语等流行元素带入标语之

中，在严肃紧张的学习氛围中，增添一丝活泼、风趣

的教育氛围。“壁咚”“go die”这些网络词语，是属于

这一代青少年的集体文化记忆，在传达认真学习重

要性的同时，也彰显了他们自己的个性。从这个角

度说，18 岁的青春，正值最美好的花季，尽管高考令

每一位莘莘学子都不可避免地面对青灯黄卷与挑灯

夜战，但是在生活点滴的细枝末节处也应当为青春

的悸动和新奇留出一小片天地。

对于高三学子来说，标语起到的作用更多也只

是形式上，在抬首时给予一些警示，学子的动力最主

要的还是来源于学生个体内部动力。仅仅是几则标

语，不管写些什么，都不会对最终的发挥造成影响，

为何就不能把这一块地方赠给学生，成为压力舱中

获得轻松的小小天地？

对网络流行语式的高考标语不妨一笑而过

1 月 28日，在高青县常家镇蓑衣樊村寒假学堂，
来自山东淄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大学生志愿者侯路
路（左一）在指导孩子们学习绘画。

进入寒假，山东高青县在全县9个镇（街道）130多
个行政村开设假期学堂，每个学堂配备一名在校大学
生或教师志愿者担任辅导员，给当地农村孩子提供一
个寒假里学习和娱乐的场所。 新华社记者 周科摄

农村孩子的寒假学堂

他说，“产业结构很大程度影响到创业者的决

策”，如果没有良好的相关资源作为依托，高校创业

项目很难生存。东部地区高新技术发展较快，相关

产业链健全且集群效果好，把这些领域为创业的突

破口具有较大优势。与东部地区相比，在产业结构

有待升级的中西部地区，传统行业仍然是经济发展

的主力。

市场对创业者的影响也至关重要。太原和禾教

育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周扬帆也向科技日报表示，

大学毕业在创业时选择教育培训类与此类行业在中

西部地区更有市场这个因素密切相关。他在接受采

访时说：“我之所以选择在中西部地区做教育培训类

这部分，就是觉得这个行业依然是中西部最有市场

的行业。”码尚吃精品餐厅的创始人张翼鹏的选择

也是对这一现象的验证。

此外，在这项调查研究中，笔者发现还有这样的

特点：从创业与就业的关系来看，创业带动就业成果

显著。就创业地点而言，学生大多选在学校生源地

或家乡所在地，尤其是在中心城市的高校毕业生更

倾向于选择回家乡创业。这一倾向性很大程度上与

当地的资源有关，包括相较于北上广等城市，在家乡

创业更具有人脉、办公地点以及政策方面的优越

性。各高校就业创业处对此持肯定态度，他们认为，

在熟悉的地方创业会降低难度且更理性。

1月20日，一位应聘学生在接受面试。
当日，吉林省公开招聘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2016

届免费师范毕业生专场招聘会在长春市启动。招聘会
实行用人单位与免费师范毕业生双向选择方式，包括
资格审查、抽签排序、面试、评委评分四个环节。

1月20日至30日，吉林省在长春市、吉林市、延边
朝鲜族自治州等9个地市州举办免费师范生专场招聘
会，共计提供1516个岗位供应聘学生选择。

新华社记者 张楠摄

吉林师范生专场招聘

1月 30日，国学班的小学生在山东省日照市图书
馆少儿国学礼仪公益讲堂上学习男女坐姿。寒假期
间，在日照市，不少家长纷纷将孩子送进国学培训班，
让孩子学习《三字经》、《弟子规》等国学经典，在感受中
国传统文化的同时，度过一个快乐而充实的寒假。

视觉中国

学国学经典度寒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