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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创业以特有的魅力改变着一个又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轨迹，创业已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旋律
和最强音，英雄式创业人物不断催人奋进。
但对多数人来说，创业是充满未知与挑战的险途，创业需要激情的涌动，更需要理性的思考。
我国创业实践活动的现状是，创业愿望强烈但创业技能比较低，创业实践快于创业理论和创业教育。
早在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初期，就有很多人开始了创业实践活动，由此产生了中国的第一次创业
浪潮。
近年来，我国的创业实践活动由稚嫩期逐渐迈入成熟期，创业者个人自发创业活动的种种不足日益凸
显出创业教育的薄弱。
　　面对大学生目前就业难的形势和创业与生俱来的风险性这样的双重背景，加强对高校大学生的创
业教育势在必行。
2010年，全国大学生自主创业的人数总计达到10.9万人，虽比往年有明显增长，但在毕业生总人数中
的比率还不到2%，与发达国家20%～30%的大学生自主创业比例还有很大的差距。
因此，创业教育具有极强的现实性，不仅有利于增强大学生的创新能力，还可以开辟新的就业渠道，
缓解日益加重的就业压力，并且有助于从长远和根本上解决大学生的就业问题，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
义。
在这样的背景下，教育部在2012年8月初出台7《普通本科学校创业教育教学基本要求（试行）》，对
大学生创业教育进行了规范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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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家级精品课程配套教材：创业基础》遵循教育部2012年8月初颁布的《普通本科学校创业教育
教学基本要求》中的“创业基础”教学大纲(试行)，系统地阐述了开展创业活动所需要的基本知识，
包括创业的基本概念、创业者与创业团队、创业机会、创业风险、创业资源、创业计划、创业政策法
规、新企业开办与管理等相关理论和方法，以及大量的相关案例，从而使学生树立科学的创业观，掌
握创业的基本理论，具备必要的创业能力。
 　　《国家级精品课程配套教材：创业基础》可用作高等院校创业教育课程教材，也可作为正在创业
或者准备创业人士以及相关研究、管理人员的参考用书，也可作为大学生创业计划大赛和各种创业培
训项目的培训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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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梅强，江苏镇江市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
历任江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院长、江苏林学教务处处长。
2012年7月，任江苏大学副校长。
梅强教授被江苏大学副校长。
梅强教授被江苏省中小企业局聘为创业辅导大师，同时兼任江苏省中小企业发展研究基地首席专家，
江苏大学中小企业学院院长、中小企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江苏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江苏
省一级学科重点学科）带头人，中国管理科学与工程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常务理事等
。
先后荣获江苏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江苏省优秀教育工作者、江苏省优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
江苏省高校新世纪学科带头人、中国机械工业青年科技专家等荣誉称号，是江苏省“333培养工程”培
养对象。
梅强被确定为江苏大学拔尖人才，其领衔的《企业管理》获国家级精品课程称号，讲授的《创业人生
》入选教科文精品视频公开课建设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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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2）融资市场不规范、政策法规不健全 我国金融市场的发育还不够完善，虽然早
在2002年就已经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但在促进新企业融资的同时却存在着信
用定价机制缺乏，对债权人权利的保护不尽如人意，融资担保行业法律法规不健全，以及创业投资的
退出机制缺乏等问题。
这就亟须政府加快相关法律的出台，完善我国新企业融资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
 3）融资渠道不畅、融资结构不够合理 虽然我国有政府的政策支持、银行贷款、创业基金、创业投资
、创业板市场等融资渠道，但有些融资渠道在我国的发展并不成熟。
具体表现在：第一，创业投资作用有限。
我国创业投资起步晚，发展时间较短，数量较少，发挥的功能还很有限，再者创业投资注重的是短期
行为，追求的是高利润，而新企业难以满足其目的，所以很多创业投资商并不热衷于投资新企业。
第二，民间资本的利用率低。
我国民间财富巨大，但多数都作为存款存在银行，只有较少的一部分作为个人投资流入资本市场。
第三，由于银行贷款的抵押担保难，股权融资又容易导致股权稀释，从而影响创业者的控制权和独立
性，创业投资的难以争取，许多新企业迫于无奈只能选择私募方式来获取企业运营资金，企业自身无
形中减少了融资渠道。
第四，创业板市场推出时间较短，管理不够规范，人市的门槛高也使得新企业难以通过在创业板发行
股票融资。
 （4）创业融资的原则 1）效益性原则 新企业进行融资的目的是为了进行投资从而获得更大的经济效
益，而通过融资吸纳进来的资金是要支付一定成本的。
不同融资方式筹集的资金，其支付的成本也是不尽相同的。
企业在进行融资活动时，应当考虑资金的成本，综合平衡资金的效益性。
 2）合理性原则 考虑到资金的使用成本和企业的风险承受能力，新企业在融资时要合理地确定融资的
金额和期限，并确定合理的融资结构。
融资规模过大，不仅会导致资金闲置浪费，而且会导致融资成本增加，加大企业财务风险；融资规模
过小，则导致企业资金供应紧张，影响企业正常运营和业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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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创业基础》可用作高等院校创业教育课程教材，也可作为正在创业或者准备创业人士以及相关研究
、管理人员的参考用书，也可作为大学生创业计划大赛和各种创业培训项目的培训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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