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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1
提供“傻瓜式”解读方案

“对于现在的创业者来说，寻找
和了解合适的政策成本很高。对企
业创始人来说，创业时间很紧张，经
常起早贪黑的，压根没时间吃透政策
精神。有关部门最好能傻瓜式解
读。只列出几个关键的指标。譬如
我们曾收到几个孵化器发来的入驻
介绍，先从理念说起，再说成长历史，
太过冗长。对于创业者来说，只需要

‘简单粗暴’的方式，直截了当说明入
驻形式、入驻期、要符合什么条件
等。”宋达飞建议。

他还透露说，有次赴杨浦开会，
他和团区委提议能否制作一份创业
地图，将各个街道、孵化器的优势、特
点整理出来，让大家一目了然。“前不
久，我们还和中国大学生创业实训基
地沟通，打算在财大创业学院设立政
策咨询点，基地每周过来半天，定点
为学生提供咨询。”

建议2
找平台集约式“晒”政策

上海科技创业中心创业导师、上
海棋盘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创始合伙
人马宏分析说，由于现在创业太火，
有点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

“原来大家对创业不熟悉，创业导师
起到指点迷津的作用。现在的情况
是，一下冒出来很多所谓的创业导
师，还有目不暇接的政策，令人难以
甄别。”

“眼下，大家都说自己政策怎么
好，都在优惠上动脑筋，我优惠租金
三个月，他优惠半年，不是在差异化
上竞争。甚至出现了商业地产一窝
蜂开孵化器的情况，打着扶持创业的
名义，实则做的是‘二房东’的事。”马
宏认为，提倡互联网+的宗旨就是为
了解决信息不对称，建议开设创业
网，把政策和信息都放在上面。“这个
平台必须权威。一旦政策集中后，就
可以套用一句老话，不怕不识货就怕
货比货。”

政策太多太杂
连创业学院老师都不了解

“我们最近在研发一种类似日式
煎饺的快食，想把这个做成残疾人就
业项目。现在遇到的难题是要找场
地做饺子实验室，用于研制料和酱。”
许小姐透露说，由于静安租金较贵，
自己为了公益创业，早已花去了大部
分积蓄，实在无力承担昂贵的租金。
心仪的研发场所最好位于市中心，附
近有地铁，方便盲人出行。

许小姐表示，她也曾想过在家解
决场地，但制作煎饺需要专门的电动
煎饺炉，厨房橱柜都需定做，家里放
不下。“听说现在有部分众创空间可
以提供免费的孵化基地。但我们平
时一心一意搞项目，最多在电视上看
看新闻，获得创业信息的渠道很少。”

在上海财经大学创业学院副院
长、校团委副书记宋达飞看来，由于
信息不对称，创客找不到所要的资源
的现象较为普遍。“现在政策很多，国
家有国家的政策，上海不同区县、街
道都自有政策，不要说学生不了解，
我都未必了解。”

宋达飞一针见血地指出，部分政
策解读起来很费劲，通常只有政策的
制订方和发布方才有能力解读。对
于创客来说，学习成本较高。在大众
创新、万众创业的呼声下，各地都在
建孵化器，都在抢资源，每个地方出
台的政策不太一样，让大家感到有些
挑花眼。

“曾有个刚毕业的贵州籍女同
学，想留沪做贵州饮食企业，来咨询
我相关政策的事。”宋达飞举了个例

子，以某区的一个创业实训基地为
例，哪类企业到这里注册，给予多少
扶持金都有不同的规定，政策是分层
的，非常复杂。“这对我们的学生也造
成困扰，加上政策有时会变化，挺难
掌握的。”

如果不进孵化器
很多创业优惠政策无法获知

在杨浦创业的黄莹是创客中的
幸运儿。从事物资管理软件创业的
她于 2013 年注册了属于自己的公
司。但因为初次创业没经验，便选择
租赁办公楼的格子间，在里面待了一
年。一次偶然的机会，她参加了In-
noSpace早期互联网创业项目孵化平
台主办的创业大赛，从两三百个项目
中脱颖而出，获得孵化的机会。“我们
当时是优惠入驻孵化基地的，基地给
我们的租金打了折扣。尽管现在孵
化项目已经结束了，但我们仍在用他
们的场地，也可获得相应折扣。相较
周边的商务楼，孵化基地里都是创业
型企业，氛围比较好。项目和资本对
接的渠道很畅通。”

不过，黄莹也认为，她是因为运气
好，通过创业大赛找到了“捷径”。作
为普通的创业企业，一开始人手很少，
未必能很快地得到创业信息，也较少
有精力派专人研究政策层面的事。“对
我们初创者来说，集中精力在公司运
营上，平时没空去研究政策，只能通过
朋友圈被动接收一些创业信息。”她建
议，对于孵化器或者相关部门来说，能
否将创业扶持政策讲解得更加详细。
最好能有个平台，将所有的信息整合
在一起，方便创业者集中浏览。“现在

政策挺多的，国家和政府对创业相当
支持，但对大部分创业者来说，如果不
进孵化器，可能真的无法接触到这些
信息。如果有统一的平台发布权威信
息，对创业者来说无疑是福音。”

青年创客期待
建个创业服务平台

一方面是如雨后春笋般新建成
的众创空间，还有市区县争相推出的
诸多利好政策，另一方面由于信息太
多，分散在不同的网站，同时缺乏专
人解读，让创业者无从选择，导致好
政策知晓度还有待提高。普陀区就
业促进中心的工作人员曾感慨，中心
推出了不少扶持创新创业人才的政
策，但乏人问津，创业者很难将就业
促进和创业扶持联想起来。

去年12月，团中央组织专题调
研组来到上海，以“共青团与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面对面”的座谈形式，关
注青年创新创业，了解实际需求。在
同济创业谷，调研组与十多位高校青
年创业代表座谈。其中有一名青年
创业者就提出了自己的诉求：“我觉
得如今政策信息碎片化，导致有些信
息团队并不知晓。是否能够建立一
个集成性的创业服务平台，能在一个
平台上获得创业所需信息。”

此外，曾就青年创业开展过调研
的“汇智团”学员朱斌在市青少年发
展“十三五”规划“就业创业”重点工
作项目专场协商会议上也有类似建
议：“应建立规范的信息平台，集合目
前有关创业的各类政策信息，不但创
业者能查找，创业园区也能通过此平
台找到符合他们的政策。”

菜鸟创业频频遭遇“信息门槛”
有好政策、好场地不被外人识？ 专家呼吁建创业信息平台

“范老师，不知道静安哪里有项目孵化基地，能为初创型的创业项目免费提供场地？”昨天，青年报
记者接到市民许小姐的电话。她抱怨说，虽然现在创业政策频频出台，看似也有不少新的众创空间出
来，但作为创业菜鸟，自己没有渠道第一时间知晓这些优惠举措。在采访中，也有创业学院的老师透
露，学生创业时面对遍地政策和场地，也经常会有两眼一抹黑，无从选择的情况。专家建议，希望有关
部门推出集约式创业信息平台。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杨浦已在做区内
相关政策整合工作

“我刚刚给一个想要做亲子教育

的创业者泼了冷水。”虹口区就业促

进中心职业介绍中心副主任汪美萍

分析说，现在很多创业扶持政策对大

学生创业倾斜，但往往是一个项目有

了雏形才进行辅导，这么做属于锦上

添花的事，政策扶持应该前置，降低

创业风险。

杨浦区科委相关人士透露说，由

于政策较多，一些专项的政策企业未

必会知道。有的只有入驻了园区才

能获得这些信息。针对这一情况，他

们会定期开科技政策联络员培训班，

专题解读一些政策。“相关部门的政

策不可能覆盖到每个人，就像媒体一

样，都有一定的受众范围。从政策宣

传角度考虑，成立一个平台比较好。

这样就要求有专人去搜集政策。现

在，区发改委在做区内政策的整合工

作。有一些孵化器为了更好地服务

企业也在做类似的事。”

[专家支招]

[有关部门]

遭遇政策信息瓶颈，是许多创业菜鸟会面临的问题。 青年报资料图 记者 施培琦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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