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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如何促进青年创业

长期以来，欧盟国家一直受到青年失

业率居高不下的困扰。特别是在欧债危机

背景下，欧盟国家的宏观经济形势不佳，增

长乏力，青年人实现就业非常困难。但是，

在欧洲这种青年就业普遍困难的“阴霾”之

中，德国显得一枝独秀。2014年德国青年

失业率为7.7%，为欧盟国家中最低，并且远

远低于欧盟 28国 22.2%的平均水平。德国

之所以能够很好地解决青年就业问题，不

仅因为其强劲的经济增长，还与德国促进

青年创业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密不可分。在

德国，自主创业是实现就业的一种重要渠

道，而青年在其中占据了相当的比例。“双

轨制”的职业教育体制、政府的金融支持以

及对青年创业意识的培养是德国促进青年

创业的主要措施。

一、“双轨制”的职业教育体制为青年

创业奠定坚实基础

青年创业不缺乏激情，但是缺乏必要

的社会经验和技术技能，而德国的“双轨

制”职业教育体制恰恰弥补了青年创业的

这一不足，为那些有志于走向创业之路的

青年提供了必要的社会经验和创业所需技

术技能。所谓双轨制职业教育，就是企业

与学校联合办学，受教育者在企业内是学

徒，在学校内是学生。德国学生经过中、小

学 10年学习并顺利毕业后，就有资格申请

双轨制职业教育，一边在职业学校学习，一

边在企业从事实际的工作。德国职业教育

学校与企业之间紧密合作，相互融合，既培

养学生的基本理论素养，同时也注重培养

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德

国职业教育的成功有两点不容忽视：一是

职业学校的师资非常优秀，不仅要求具备相

应的学历水平，而且还需要有一定年限的企

业实际工作经验，职业学校的老师与大学的

老师一样，享受公务员待遇，具有良好的社

会声誉和社会地位。除了专职教师外，职业

学校还聘请大量的兼职老师，他们大多是

企业在职人员，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二

是职业学校的生源质量非常有保证。这是

因为德国的技术工人不仅有着体面的收

入，而且还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整个国家形

成了尊重技术工人的社会氛围。如此一

来，许多优秀的学生主动放弃上大学，而是

选择上职业技术学校，家长也乐于看到孩

子将来成为企业优秀的技工。优秀的生源

加上优秀的师资保证了职业技术学校毕业

生的高素质，自然也就备受企业欢迎。受

过职业教育的学生有着许多明显的优势，

例如培训收入带来经济上的独立、直接的

职业实践经验、与用人单位建立的关系、明

确的职业定向等。这让受过职业教育的青

年在选择创业时不再是“一张白纸”，任凭

自己的激情盲目行事，而是有着清晰的发

展方向和必备的社会经验和职业技能，所

有这些都大大提高了青年创业的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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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府为青年创业提供金融支持

资金短缺、融资困难是青年创业征途

上的“拦路虎”，要想使青年创业的梦想照

进现实，便捷而充足的融资服务是一个必

要条件。德国政府多年来在通过金融服务

来支持青年创业和中小企业发展问题上积

累了丰富经验，建立了系统而全面的扶持

青年创业和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服务体

系，各级政府的经济部、财政部、科技部都

下设专门负责青年创业和中小企业发展的

机构。比如，德国联邦经济技术部实施“中

小企业创新核心”计划，不限行业和技术领

域，对企业自身产品开发和工艺创新以及

企业与研究机构合作创新给予资助。政府

资助项目最多可支持技术创新过程所耗经

费的50%。如果创新成功，可从利润中分期

偿还；如果失败，企业也无须承担债务。这

一政策为那些掌握核心技术，以技术创新

为基础的青年创业者提供了很大的激励，

并且通过分担风险的方式，大大缓解了青

年创业者的资金压力。

此外，政府、政策性银行还设置高科技创

业基金，对创新型企业给予风险投资支持。

德国政府与德国复兴信贷银行进行合作，设

立了支持中小企业的“EPR项目”。初创企

业由于经济实力差，在一般条件下融资相对

困难，而且办理抵押贷款的要求较大企业更

严格。为减轻企业在进行创新融资时的抵

押担保负担，同时也减少商业银行的投资

风险，德国复兴信贷银行为初创企业提供

长期低息贷款。ERP项目贷款由两部分组

成：一部分是普通商业贷款，需要担保，但

前两年可暂缓支付利息；另一部分是免担

保贷款，前7年可暂缓支付利息。企业可由

此获得更加充裕的资金，提高资金流动性。

同时，德政府指定了若干家咨询机

构。符合条件的小企业与这些机构签订咨

询合同，机构即可向政府申请补贴，补贴额

为合同额的 45%~55%。咨询内容包括：评

估企业发展潜力、提出下一步发展建议、为

企业具体问题设计解决方案、为企业介绍

技术提供方、对企业进行外部项目管理、为

企业创新项目进行总结。通过这些咨询服

务，那些初创的小企业既可以明确发展方

向，又降低了创新可能带来的风险。

三、培养青年的创业意识和创业精神

青年创业首要的就是要有创业意识和

创业精神，如果没有创业意识，再好的商业

机会也会错过；而如果没有创业精神，即使

再好的初创企业也会因经不起各种诱惑和

打击而最终夭折。没有人天生就具有创业意

识和创业精神，这都需要通过教育来培养。

从 20世纪 70年代开始，德国大学就建

立了创业教育的教授席位，首先在商贸和

手工业培训为主的非全日制学校开设创业

教育课，然后在全日制大学正式开创业教

育课，培养青年人的创业意识和创业精

神。德国创业教育的特色首先是创业教育

贯穿中小学校和大学教育的全过程。中学

阶段重在培养创业文化，大学旨在促进创

业意识、创业能力和支持创业项目。德国

各州教育研究所和一些经济研究机构联手

研订了中小学创业教育使用的案例教材资

料，使教学的方式方法和资料贴近经济生

活实际，避免枯燥的理论说教。德国学校

90%的创业教育老师都有过创业经历，创业

教育领域的教授更是要求有5年实践经验，

他们会以亲身经历指导学生把知识实践到

真正生活中。

（摘自《学习时报》）

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