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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节是重要的传统节日，自 2008 年

起正式成为法定节假日。和煦明媚的春天

遇上清明“三天小长假”，为人们提供了祭

祖、踏青的便利。近日，中国青年报社社会

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 2003 名受访者进

行的一项调查显示，本次清明假期，受访者

主要活动有：扫墓（包括祭扫烈士公墓等）

（54.3％ ）、祭 祖（44.1％ ）和 在 家 休 息

（43.9％）。其他还有：外出春游（34.3％）、朋

友聚会（22.1％）、加班工作（9.3％）和学习

充电（5.1％）等。

“平时工作忙，正好可以利用清明假期

在家好好休息一下。”来自陕西咸阳的公务

员范立明（化名）这个假期在家看书、刷剧，

“放松心情，顺便补补觉”。

“抓紧时间备考，查漏补缺。”河北邢台

的萧旭今年高三，“平时上课要跟着老师的

教学进度走，节奏很紧张。假期的时间相对

自由，可以着重补习短板科目”。

“假期最重要的事就是回老家祭祖。”在

北京工作的张平亮老家在山东济南，每年清

明，他都会赶回老家祭奠爷爷。

河南郑州的苗红钰一家则利用这次假

期到北京游玩，“难得一家三口都有时间”。

扫墓祭祖是清明节的重要习俗之一。

本次调查中，59.1％的受访者家中还保持着

清明祭祖的传统，24.5％的受访者家中有时

会因某些原因中断，也有11.9％的受访者家

中不再有类似的活动。

“我家每年清明都会祭祖、扫墓，从未

中断。”张平亮表示，即使家里人当天有事

难以成行，也会由家族中的其他人代劳。

范 立 明 一 家 3 年 前 卖 掉 了 老 家 的 房

子，举家搬到咸阳市区。“老家的亲戚越

来 越 少 ， 逐 渐 也 就 不 再 回 去 了 。 清 明 节

时，会在城区内指定的文明祭祀点寄托哀

思”。

清明祭祖的意义深远，不同人对此也

有着不同的理解。数据表明，清明祭祖对受

访者最大的意义在于追忆先人（60.9％），

其他意义依次为：继承传统（53.5％）、以此

契 机 家 人 团 聚（29.9％）、了 解 家 族 历 史

（29.1％）、增强生活的仪式感（25.0％）、铭

记 家 乡 故 土（24.7％）、追 求 幸 福 的 动 力

（21.7％）和对生命保持敬畏（20.5％）等。

“每次祭祖结束后，一家人都会聚在一

起回忆祖辈们当年的故事。”萧旭认为，清

明祭祖是了解家族历史的好机会。

张平亮觉得，清明祭祖使他的生活更

有仪式感。“我们现在的生活太匆忙，需要

一 些 有 仪 式 感 的 活 动 ，帮 助 自 己 沉 淀 下

来”。

清明节扫墓、祭祖、追忆先人的同时，

也常有一些不文明现象发生。

在范立明老家，不少人都有扫墓结束

后燃放鞭炮的习惯，“墓园、墓地大都在山

上，随意燃放鞭炮非常危险”。此外，范立明

还观察到，尽管城区内设置有专用的文明

祭祀点，“随意祭祀的情况依然存在”。祭祀

后，遗留下的物品如果没有及时清扫，也会

对市貌环境造成很大影响。

关于文明祭祖，人们有哪些建议？调查

中，52.2％的受访者建议不燃放烟花爆竹，

43.1％的受访者建议不带火源上山，41.2％

的受访者认为应拒绝铺张浪费，40.7％的

受访者建议不焚烧纸钱香烛，35.8％的受

访者觉得可采用鲜花、纸花等作为香烛替

代品，32.9％的受访者认为不应搞庸俗封

建迷信，22.6％的受访者建议积极宣传文

明祭祖理念，21.3％的受访者觉得可通过

网络祭祖。

“‘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才是对待传统

节日和习俗应有的态度。”张平亮说。

受 访 者 中 ，00 后 占 1.1％ ，90 后 占

19.3％ ，80 后 占 50.6％ ，70 后 占 20.9％ ，60
后占 6.5％，50 后占 1.1％。

29.4％的受访者来自北山广深，31.7％来

自其他省会城市或直辖市，23.1％来自除省会

城市外的地级市，10.5％来自县级市，4.9％来

自乡镇或农村。

59.1％受访者家中一直保持清明祭祖传统
受访者清明假期主要活动是扫墓、祭祖和在家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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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杜园春
实习生 孙 山

如今，摩拜单车、ofo 小黄车、小蓝

车等“各色”共享单车正大批量“进驻”

街区，成为街头一景。低碳环保，方便出

行，形成了一种文明共享的人文环境。但

人为破坏、占为己用以及乱停乱放等不文

明行为在共享单车上频频体现。在刚刚过

去的“清明节”，因共享单车的加入而让

一 些 景 点 陷 入 “ 瘫 痪 ” 的 情 况 也 不 断 出

现。

上周，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

合问卷网，对 2000 名 生 活 所 在 城 市 有 共

享 单 车 的 受 访 者 进 行 的 一 项 调 查 显 示 ，

50.5％ 的 受 访 者 表 示 破 坏 共 享 单 车 的 情

况 为 自 己 出 行 造 成 不 便 ，63.6％ 的 受 访

者 表 示 共 享 单 车 乱 停 乱 放 侵 占 盲 道 、 人

行 道 的 现 象 常 见 ，88.6％ 的 受 访 者 赞 同

专门制定“破坏公共设施法”，78.8％的

受 访 者 建 议 将 共 享 单 车 纳 入 城 市 规 划 统

一管理。

受 访 者 中 ，78.6％ 的 人 均 使 用 过 共

享 单 车 。00 后 占 0.7％ ，90 后 占 21.1％ ，

80 后 占 54.4％ ，70 后 占 18.1％ ，60 后 占

4.6％，50 后占 1.0％。

因 共 享 单 车 被 破 坏 ，
50.5％受访者出行受影响

毕业后在北京工作了两年的廖彦 （化

名） 手 机 上 至 少 有 3 个 共 享 单 车 App，

“ 虽 然 到 处 可 见 共 享 单 车 ， 但 好 多 不 能

用，得多预备几个”。最近的地铁站距廖

彦的家也有 20 分钟的步行时间，“一次加

班回家晚了，看见地铁口停着十几辆小黄

车，我特别开心，可挨个试过去发现没有

一辆能用，非常气愤”。廖佳只好挨个报

修之后，步行回家。

“逛街时看到有的小黄车被卸了车轮、

车座、车把，只剩车身，真是太‘可怜’了。”

廖彦说。

广州某大学大四学生苗悦经常遇到找

不到共享单车的情况。“常碰到被人加上私锁

的共享单车。在高峰时段，有时甚至要花20分

钟才能找到一辆可以正常使用的单车”。

“ 车 牌 被 毁 被 拆 卸 、 脚 踏 板 被 弄 丢 、

车锁失灵、车座被拆等问题，只有你想不

到，没有遇不到。”北京市民钱佳每天上

下班都使用共享单车，常遇到人为破坏痕

迹很明显的单车。

共享单车的使用中，存在哪些问题？

63.6％ 的 受 访 者 指 出 乱 停 乱 放 ， 侵 占 盲

道、人行道现象普遍。其他问题还有：故

意损坏车闸、车锁、车轮 （59.0％），将

共享单车据为己有 （50.2％），利用系统

漏洞、多人使用单车 （38.0％），将单车

拆卸、变卖等 （17.2％）。

50.5％的受访者表示破坏共享单车的行

为为自己的出行造成过不便，33.9％的受访

者表示没有，15.7％的受访者表示不好说。

88.6％ 受 访 者 希 望 制 定
“破坏公共设施法”

在廖彦看来，当前对于破坏共享单车

的行为缺乏监管，只是发起方单方面的维

修 和 处 理 ， 治 理 效 果 、 震 慑 效 果 甚 微 ，

“如果公众能起到监督的作用，同时加大

对破坏公共设施行为的惩处力度，破坏者

应该会有所顾忌”。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交通所

所长赵杰表示，共享单车满足了城市日常

庞大的短途出行需求。“无论城市规模多

大，短途出行的需要都占到了40%～50％。

一些城市的公共自行车，大多是有固定车

位的，只能从固定的地方使用，然后停放

到固定的地方。而日常生活中的短途出行

更多是灵活、直达的。共享单车在这一点

上实现了突破，可以满足更为高效、便捷

的出行需求”。

针对目前出现的不文明情况，赵杰认

为 要 加 以 教 育 和 引 导 。“ 这 些 只 是 暂 时

的，是新事物在发展中遇到的负面情况。

我不建议因此就将其扼杀或一味地指责公

民素质，反而要通过这个机会来积极地宣

传和引导。宣传做得好的典型，比如自觉

把车码放好、参与车辆检修和维护的志愿

者。另外也可以在技术手段上加以完善，

比如和个人积分、信用建设相联系等。要

抓住这样一个机会，把共享单车当做公民

素质的试金石，克服发展中的负面问题，

把优势发挥出来”。

面对比较普遍的共享单车被破坏的现

象，88.6％的受访者希望制定“破坏公共

设施法”，其中 40.7％的受访者非常赞同。

为 了 解 决 好 回 家 的 “ 最 后 一 公 里 ”，

有人建议将共享单车纳入城市规划统一管

理 ， 对 此 ， 78.8％ 的 受 访 者 表 示 赞 同 ，

12.3％的受访者不赞同。

宁波某职业学院的学生李怡然认为，

有的人一旦破坏了第一辆车，就会去破坏

第二辆、第三辆，长久下去会影响大家的

使用。“我觉得应该加强惩处力度，提高

破坏成本。另外，要实名制使用”。

“住建部在几年前发布了 《城市步行

和自行车交通系统规划设计导则》，指出

了自行车在城市规划中的三个定位：短途

出行、公共交通衔接换乘和休闲健身。自

行 车 是 全 民 的 出 行 方 式 ， 需 求 也 是 很 大

的。城市的规划一定要为中短途出行创造

条件。”赵杰认为，城市规划中实现自行

车的定位，要满足三个条件，“首先是自

行车的通行权，也就是自行车道。在城市

建设中为了扩宽马路，会出现为机动车让

道、侵占自行车道的现象。在一些北欧国

家，非常重视自行车道的建设，还有专门

的自行车高速公路。其次是自行车与其他

交通工具的衔接。比如在地铁站的设计规

划中，要预留足够的自行车停车处，否则

就会出现地铁站附近绿化带、马路旁违规

停放自行车的现象。最后一点，就是在城

市规划的理念中要尊重自行车出行。比如

在哥本哈根等城市，标志性建筑附近都有

鲜明的自行车停靠点，而在我国一些地方

不允许自行车通行，在方便性、连续性上

还没有创造足够多的条件”。

管理共享单车，67.7％的受访者希望

相关 App 健全监督举报渠道，62.5％的受

访者建议平台和单车点张贴文明使用单车

标语，58.9％的受访者建议媒体、社区等

向人们宣传倡导文明共享精神，37.8％的

受访者建议平台及时修复系统漏洞。

78.8％受访者建议将共享单车纳入城市规划统一管理
因共享单车被破坏，50.5％受访者出行受影响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杜园春
实习生 高辰辰

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宁吉

介绍，去年登记的大学生创业人数达到

61.5 万人。近日，教育部颁布新修订的《普

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要求健全休学

创业的弹性学制，对休学创业的学生可单

独规定最长学习年限，简化休学批准程序，

进一步为大学生“创客”（指具有创新理念、

自主创业的人——编者注）扫除后顾之忧。

上周，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

合 问 卷 网 ，对 2004 人 进 行 的 一 项 调 查 显

示，在受访者看来，能接触专业的创业培训

（54.2％）、年轻有闯劲（50.9％）和思维活跃

（45.1％）是大学生创业优势，而心理承受

能 力 差（57.8％）、人 脉 等 社 会 资 源 不 足

（51.7％）是大学生创业的最大短板。56.2％

的受访者建议增加大学生创业指导课程，

51.7％的受访者希望尽快出台休学创业的

实施细则。

受访者中，2.2％的受访者自己就是大

学生“创客”，68.2％的受访者身边有大学

生“创客”，29.7％的受访者身边没有。

能接触专业的创业培训、
年轻有闯劲和思维活跃是大
学生创业优势

兰州大学 2016 届本科毕业生元帅（化

名）在大学期间见证了美团、饿了么等外卖平

台的火热发展，被O2O这种线上线下相结合

的营业模式触动，有了第一次创业热情。

元帅团队的创业项目名叫“超社惠”，

立意是超市、社区、优惠。“在成都起步，后

来有投资方介入，我们就整体搬到了北京，

但后期消耗巨大，资金注入不足，目前项目

已经处于停止运转的状态”。

26 岁 的 云 南 省 怒 江 傈 僳 族 自 治 州 某

互联网电商公司创办人吴立阳（化名）在一

次对某村的社会调查中了解到，该村正面

临经济转型，以前赖以生存的小型煤矿被

关停，当地村民正选择新的谋生之路。“那

儿的生态环境非常好，我跟村书记聊天时

想到，可通过电商平台宣传推广，后来在当

地村委书记的支持下，成立了一家电商公

司”。

吴立阳的创业经历可谓“一波三折”。

“我们选择了当地的野蜂蜜作为王牌销售

产品，找工厂加工售卖，设计包装、做品牌、

商标等。”几个月后他们慢慢感到了压力，

“产品成本较高，价格没有优势，且怒江比

较偏远，快递寄出需要较长时间，我们做了

很多尝试也没效果，店铺生意就冷清了。中

间一度停止项目，之后有了新的投资，我们

又申请了网络众筹，项目才被拉回了正轨。

可后来资金链还是断裂，公司规模大幅缩

减 ，现 在 我 已 经 退 出 来 了 ，交 由 村 书 记 运

作”。

调查中，11.5％的受访者表示大学生创

业效果非常好，44.9％的受访者表示比较

好，认为一般和不好的受访者分别占32.3％

和 11.3％。对于大学生创业，66.1％的受访

者表示支持，15.4％的受访者不支持。

“大学生创业的优势是时间充裕，而且

大学生的专业知识背景会有一些作用，当

然相比有着丰富工作经验的人来说还是有

差距的。”吴立阳说。

“大学生思维禁锢少，总能想些很有创

意的东西出来。而且大学生 20 来岁，血气

方刚，创业有激情，办事效率也高。”元帅还

表示，大学生群体的想法比较一致，在思维

和想法上更容易一拍即合。

受 访 者 指 出 大 学 生 创 业 的 优 势 主 要

有：能接触专业的创业培训（54.2％）、年轻

有闯劲（50.9％）和思维活跃（45.1％）。其他

优势还有：时间充裕（42.8％），专业知识丰

富（41.1％），有 家 庭 、朋 友 等 多 方 支 持

（38.3％）和掌握更多资讯（20.2％）等。

心理承受能力差、人脉等
社会资源不足是大学生创业
最主要短板

“我想成立一个口腔诊所，提供一对一

的周到服务，这可以作为我未来创业的方

向。”医学专业本科生冯玉衡说，她身边一

些同学正在创业 ，“虽然单从结果来看不

是很理想 ，但大学生很有创业热情 ，加上

国家政策的鼓励和支持，相信大学生创业

的成功率会越来越高”。

吴 立 阳 的 创 业 项 目 一 开 始 就 进 驻 了

云南大学的创业园，后来又进入了清华启

迪创新研究院，通过这样的孵化器认识了

一些同龄的创业大学生 。“但我感觉大学

生创业情况还不太乐观 ，成功率并不高 ，

即便成功了也多处于小本经营的状态。资

金非常重要，我创业经历中的几个转折点

都和钱有关”。

“创业中面对的事情很多都是超乎想

象的 。你会发现很多都需要从零学起 ，慢

慢尝试 。同时学生普遍受人脉限制 ，团队

伙伴选择范围很窄，到后期问题会更多。”

吴立阳说。

“ 专 业 的 人 做 专 业 的 事 。” 元 帅 认

为，“大学生不具备创业需要的专业技能

和 社 会 经 验 ， 容 易 对 市 场 判 断 不 准 。 而

且 互 联 网 创 业 环 境 下 需 要 大 量 的 投 入 和

推 广 ， 大 部 分 大 学 生 没 有 这 样 的 社 会 资

源”。

“最初成立公司时，对股权结构、合作

或 投 资 条 约 的 签 署 以 及 法 务 等 方 面 的 问

题弄不清楚，会留有后患。另外，做 App，会

涉及技术外包的价格、产品功能等方面的

细节和问题 。”元帅认为 ，大学生经验不

足，很可能遭遇“创业陷阱”。

心 理 承 受 能 力 差（57.8％），人 脉 等 社

会资源不足（51.7％）被认为是大学生创业

的主要短板。其他问题还有：经验有限，难

以 应 对 复 杂 情 况（48.9％），经 济 实 力 弱

（48.5％），创业项目同质化（41.4％），面临

生活、学习、事业等多重压力（34.5％），没

有清晰的目标和想法（22.6％）和对自身认

识不足（20.8％）等。

56.2％受访者建议增加大
学生创业指导课程

元帅认为，从趋势上看，大学生创业

经历了一次快速起飞到平稳发展的过程。

通过自身的创业经历，元帅觉得，创业即

修行，创业时心态一定要打开。“失败不

要紧，重点是一定要学会做人。另外，创

业就是创新、开创，所以凡事要主动，主

动去学习、主动去推进项目、主动去整合

资源”。

吴立阳表示，大学生在学校期间还是

要 注 重 专 业 知 识 的 积 淀 和 个 人 能 力 的 提

升，“大学生创业需要对做生意这件事有

更深刻的认识，切不可为了创业而创业”。

吴立阳建议学校请一些专业性强、有

多 年 行 业 经 验 的 人 来 开 展 讲 座 和 培 训 。

“学校对学生的支持，不应仅是提供适当

的经济支持、给予适当奖助，而更应该开

放能够把握的资源，例如减少审批程序，

降低学生在校园内以及周边创业的成本，

提供一些绿色通道”。

冯玉衡希望学校、政府等给予适当的

提醒，避免学生走弯路。“国家也要加大

对欺骗大学生的犯罪分子的惩罚力度，让

他们无机可乘，为大学生创业营造良好的

社会环境”。

调 查 中 ， 受 访 者 认 为 大 学 生 在 校 期

间，培养为人处世能力 （63.3％）、创新

意识 （56.5％） 和实践能力 （55.6％） 非

常 重 要 。 另 外 ， 专 业 领 域 知 识 的 学 习

（50.0％ ）， 团 队 合 作 意 识 的 培 养

（44.4％ ） 和 综 合 管 理 能 力 的 提 升

（29.8％） 也很重要。

为 大 学 生 提 供 更 好 的 创 业 环 境 ，

56.2％的受访者希望增加大学生创业指导

课程，51.7％的受访者建议尽快出台休学

创业的实施细则。其他建议还有：学校帮

助学生“把控”创业风险 （46.5％），对

优秀创业学生给予奖励 （40.2％），对创

业学生给予经济支持 （38.0％），落实好

休学创业政策 （36.7％），营造更加宽容

的创业环境 （32.2％） 和对学生的项目保

持关注 （16.7％） 等。

受 访 者 中 ， 28.4％ 是 在 校 大 学 生 ，

71.6％ 已 经 毕 业 。 其 中 ，00 后 占 1.8％ ，

90 后 占 27.5％ ，80 后 占 47.1％ ，70 后 占

17.6％，60 后占 4.9％，50 后占 0.8％。

56.2％受访者建议增加大学生创业指导课程
受访者认为大学生创业最主要短板是心理承受能力差和人脉等社会资源不足

实习生 高辰辰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杜园春

“创客”在大学生群体中已经不是新

鲜词汇。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投身到创业

的 浪 潮 中 去 。前 不 久 ，教 育 部 新 修 订 的

《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的颁布更

增加了大学生创业的信心。大学生创业

还面临哪些困难？新政策会带来什么效

果？对此，记者采访了清华大学经济管理

学院创新创业与战略系教授杨德林。

中国青年报：目前，大学生创业氛围

在高校已经被带动起来了吗？

杨德林：整体的情况不清楚，单就清

华大学的一些情况来看，清华学生学习

有关知识和技能，准备今后创业的氛围

还是比较浓的。

我本身就在给学生上有关创业的课

程，本学期就有两个本科生课堂：创业管

理 和 创 业 训 练 营 。两 个 班 加 起 来 有 113
名学生。这些学生中，3 个学生曾有休学

创业的经历，目前暂时重回课堂了；还有

3 个学生正在经营自己的创业项目；另

有 15 个学生曾花费不少时间与他人共

同准备创业，但由于资金、项目等方面的

问题没再继续做下去；还有 55 位有过创

业培训经历，如参加创业大赛、创业培训

项目等，但目前还没有真正开始创业。

中国青年报：您如何看待在校大学

生创业？

杨德林：在校学生首先该做好的是学

好基础和专业知识与技能，这是首要任

务。大学教育主要培养基础能力，包括基

础的创业能力。专业知识和专业本领是这

些基础能力的主要方面。学生不将专业领

域的知识学好，即便创业也不会持久。

当然，我并不反对休学创业，不同的

学生有不同的情况。在校学生中，有少数

学生创业热情很高，也找到了合适的创

业项目，设计了有效的经营模式，自己也

对 相 关 领 域 有 较 清 晰 的 了 解 ，团 队 、资

金、技术等创业条件都具备后，去尝试一

下也是合理的选择。

但对大多数学生来说，我觉得还是应

该优先考虑学习好自己专业领域的知识，

同时，同学们也可以去做一些创业准备工

作，包括学习、培训，以及做一些创业实践。

中国青年报：我们已经有了一些支

持大学生创业的政策，您认为政策效果

会如何？

杨德林：以休学创业来说，学生在创

办、经营企业一段时间后能够再回到学

校，我认为这是一大进步，因为它使学生

有了更多的选择，是对学生创新和创业

精神的一种保护。我曾与斯坦福大学和

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合作进行过一项研

究，在对多种因素进行控制后发现，能给

人们提供更多选择的制度，会使处于其

中的人们更愿意去创业，创业效果也会

更好。允许休学创业等许多新政策就属

于这类性质的制度，肯定能够鼓励一部

分人去创业。当然，在具体落实上，会有

一个磨合和调整的阶段。

中国青年报：政策在大学生创业上

的放宽与支持，与大学“求学求知”的宗

旨如何共进？

杨德林：政策上的改变，并不是说大

学教育就不需要了，大学生都该去创业。

事实是，大学中开设相关创业课程、给学

生一些创业培训和训练，是希望提升学生

的能力和精神，不是说在校期间就需要去

创业，强调的还是能力的培养，精神的养

成。大学期间的积累能够使学生们在真正

步入社会后变得更强大，也能为社会作出

更大的贡献。即使不去创办企业，做各种

各样的工作也是需要这种精神和能力的。

中国青年报：大学生创业面临哪些

现实问题？

杨德林：最重要的，学生群体社会经验

不足，面对创业的问题和时机，一些社会经

验丰富的人都不一定能处理和把握，更何

况是大学生。创业也是创新，本身就具有风

险，还要带领团队去做这件事情，大学生缺

乏经验这一劣势会导致更容易出岔子。

学生如果没有想清楚自己和市场的

定位等问题就跟风去创业，会遇到各种

各样、数不胜数的问题和陷阱。之前中央

电视台曾录制过一个节目，一名清华的

学生，在第一次创业过程中被人骗走了

20 多万元，一个工人家庭积攒的资金就

这样被骗走了。

中国青年报：您对大学生创业有哪

些建议？

杨德林：为了应对各种各样的困难，

学生们在决定创业前一定做好充分的准

备。大学生在校期间的主要任务就是踏

实学习，培养创新和创业的各种必备能

力。我认为，想要创业的大学生应当先到

他 喜 欢 的 产 业 领 域 或 行 当 中 去 积 累 经

验、人脉，了解清楚相关情况。当他们准

备比较充分的情况下，再去创业，这时候

大学生创业的优势——思想活跃、接触

过很多新东西、能够把握科技前沿等，才

能够发挥出来。

杨德林：

想创业的大学生应
先到相关领域积累经验

漫画：朱慧卿

杨德林，清华大
学经济管理学院
创新创业与战略
系教授

漫画：罗 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