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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创业是大学生职业生涯选择中的一种，它是一种不同于任何职业的“职业”。
创业者没有上司来告诉你应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创业者的决策完全自由；同时，创业者的时间也
完全自由支配，没有人要求你每天按时上班，何时工作、何时休息完全由创业者自己决定。
因此，正是创业本身的这些特性决定了创业成功与否，与创业者本人的素质有很大关系。
我们在研究分析创业者行为和结果时发现有以下3条定律。
1.大学生的创业成功率与大学里的考试成绩不是正相关的在当前的教育体系下，我们无法得到可以评
价学生创业能力的结果。
一个在校的三等生，毕业后成为了成功的创业者；而某些在校园里成绩非常优秀的学生，毕业后却表
现平平。
这种现象表明，一个人的创业能力仅仅通过考试和学习是无法得到准确评价的。
2.创业成功率与学历也不是正相关的创业成功与否，与学历的高低没有直接线性关系。
高学历的人创业未必一定能成功；反之亦然。
很多博士、硕士在商场博弈时斗不过初中没毕业的竞争对手，这样的例子经常发生。
3.创业的低成功率说明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创业根据2009年上海市教委的一份调查结果表明，大学生
创业成功率仅仅在3％左右。
这就是说，创业是一个成功率相对较低而风险相对较高的职业选择。
并不是每一个想创业的人都能取得创业的成功，因为创业需要创业者具备多方面的素质，如果不具备
这些必需的素质，就难免以失败而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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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力求通过国际上流行的人才能力测评方法，结合我国当代大学生的实际群体特征，根据冰山原理
，对准创业者潜在能力的不同纬度进行分析和测定，力求测量出大学生是否具备创业的必备素质，给
即将面临职业选择的大学生一个决策参考。
    本书理论严谨、案例丰富，注重方法与技能的培养，适用于普通高等院校各相关专业本科及高职高
专在校学生作为创业管理相关教材，也适用于所有准备创业和正在创业的年轻人阅读和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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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下面来看人才测评发展的“第一”，能让我们加深对人才测评的理解。
（一）西方人才测评史1.第一个心理实验室1879年，德国心理学家冯特设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心理实验
室，开始了对个体行为差异的研究，从而引发了旷日持久的心理测验运动。
心理测验从早期的心理缺陷诊断，演变为后来的心理评价，从教育领域拓展到社会管理的其他领域，
为学生升学、就业、人才选拔、晋升、培训等提供指导和服务，在西方已成为一个重要的产业。
2.第一个测量室出现1884年，英国伦敦举办“国际健康展”，小小的展台摆着一些简单的仪器，其中
有一个摆锤、一个反应键、一个手柄、一台光度计，还有一只可发出哨音的长管儿，据称可测量人体
的基本特征，如视力听力、色彩分辨力、拉力拧力、反应时间、判断长度的能力以及肺活量。
这就是历史上第一个“人体测量研究室”，尽管参观者并不知道这是什么，还是有9357人愿意付钱并
前来接受测试。
这个测试的发明者就是业余的心理学家弗兰西斯·高尔顿。
他发现：智力迟钝者，感官辨别能力差；专业工作者如品酒师、钢琴调音师，感官敏感度较高。
高尔顿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相信人的智力是有差别的，智力好的人“应该多多繁殖”。
这就是历史上第一个“人体测量研究室”。
3.历史上第一个测量表1905年，历史上第一个智力量表比奈－西蒙智力量表诞生。
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具有应用价值的心理测量表，由法国人比奈（A. Binet）与西蒙（T. Simon）合作完
成。
虽然他们不是专业的心理学家，但比奈成为举世公认的智力测验的鼻祖，其贡献在于提出了测量智力
的方法——不足的是它只是一个测量表，而非智力测验，因为它没有评分方法。
但这一发现给千百万人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了不小的影响，并运用于教育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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