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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2003年以来，国务院办公厅多次发出通知，要求有条件的地区由地方政府确定，在
现有渠道中为高校毕业生提供创业小额贷款和担保。一般办法是在当地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登记失业的
自主创业高校毕业生，自筹资金不足的，可申请不超过5万元的小额担保贷款；对合伙经营和组织起
来就业的，可按规定适当扩大贷款规模。二是创业基金政策，但仅上海等少数经济发达地区启动了大
学生创业基金，用于资助当地高校及科研院所毕业生以其科研成果或专利发明创办科技企业，鼓励大
学生依托科技自主创新创业，然而执行情况并不理想。 政府的这些促进大学生创业的融资政策，对于
缓解大学生创业的资金困难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然而它作为政府的一项新兴政策，存在着许多不
足，也很难对大学生创业融资难问题起到更大的缓解作用。在一项对辽宁省大学生创业政策情况的调
查中发现，贷款担保申请的成功率极低。大学生创业融资政策的低效率是政策执行上的最大问题，而
这一问题的核心因素是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从而造成银行不想贷，大学生不敢
贷的局面。 除了政策执行上的问题，该政策本身也存在着若干缺陷。申请过程过于繁杂，申请担保的
成本高昂，而能贷到的金额却很少。若利用政府发放的小额贷款融资，创业者往往人不敷出。同时，
即使申请到适合的贷款，大学生创业者本身又很容易形成道德风险。另外，整个创业政策的融资渠道
太过单一，在这里我们很难看到民间资本和风险资本参与的影子，而这两项正是大学生创业最应该利
用的资金来源。因此，制定可行的政策，促进民间资本和风险资本积极参与到支持大学生创业中来，
都是政策改革的一个方向。民间风险投资对解决政策缺陷，缓解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逆向选择和道德
风险等问题都具有自身优势，本文也将加以分析。 二、文献综述 很多国内学者对目前大学生融资困
难以及政策发挥不理想的现状作以了分析研究。王宣植（2009）认为目前国家针对大学生创业的融资
政策的主要问题是资金数额太小，贷款门槛过高，而政府的优惠政策对大学生来说缺乏吸引力。王巍
（2004）根据研究指出目前国家政策的针对性和实用性不强，仅仅是将针对下岗、失业人员的优惠措
施进行了移植。王玉君（2008）通过对大学生创业融资问题的调查问卷中发现，大学生有创业想法和
项目的人却往往无法付诸实践，原因是在利用政策申请大学生个人创业小额贷款时手续十分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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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经济学特色专业建设点发展与创新人才培养研究》是国家重点教学基地“辽宁大学国家经济学基础
人才培养基地”研究成果，同时也是教育部“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简称“质量
工程”）全国高等学校特色专业建设点“辽宁大学经济学专业”、国家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辽
宁大学国家经济学基础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国家级教学团队“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团队”和
国家精品课程“政治经济学”研究成果，同时还是国家“211工程”三期重点学科建设项目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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