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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预告]

80后创业并不晚
90后创业也不嫌早

“终于打通电话了，打了10来分
钟，一直占线。”第三位来电咨询的
80后白领纪先生的问题有点特别。

“我已经30岁出头了，一直担心80后
创业是否为时已晚。现在部分90后
创客已小有成就，60后70后企业家
有的早已收获了创业成功的果实。
80后一代再创业，是否会享受不到
创业的红利？”

“你的问题很好。可我要告诉
你，美国有个统计，创业成功率最高
的是 40 岁以后创业的青年。”程东
回答他说。

在程东看来，90后大学生刚毕
业，仅凭一腔热情，缺乏经验，但70
后 80 后体味过人生最初的酸甜苦
辣，知道社会需要什么，拥有创业的
资本、人脉和社会关系。“我想说的
是，30多岁创业并不晚，只要坚守自
己的梦想，小纪你说不定可以成为
第二个马云，千万别因为外界的说
法而耽搁自己的梦想。”

上理工创业班的何同学昨天也
揪准这难得的机会向精通创业政策
的程东取经。“我想请教程委员，在校
大学生创业有何政策，是否可以休学
创业？”

程东对大学生休学创业持支持
态度。“按照现有的政策，大学生完
全可以休学创业，这是非常好的人
生规划模式。作为学生，完全可以
空出一年时间去接触市场，体验创
业的艰辛，判断自己是否真的适合
创业，还有哪些知识需要提升。在
国外也有学生休学创业的做法，
只要完成学分，不影响未来的毕
业。”

程东还建议小何可以挖掘校友
资源。譬如上理工有一些知名企业
家校友会设立奖学金，为学生创业提
供资金支持，也可以选择到校友公司
先实习，降低创业风险。

两会热线被提前又超时 政协委员解答“停不下来”

建议大学生创客到众创空间实习
“电话交流时间有限，不如你写

份详细的情况说明给我。我会把你
的建议带到今年的‘上海两会’。我
的电话是……”昨天，青年报“两会热
线”迎来了第二位嘉宾——市政协委
员程东，在长达一个多小时的互动环
节中，程东与青年畅聊有关创业的话
题。因为市民太过热情，热线不得不

提前几分钟开通，并延时了10来分钟才结束。谈到投机
处，双方都不舍得挂电话，程东甚至给在张江创业企业工
作的白领的生活成本算了一笔账。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上海“两会”开幕在即，本报开通

了“两会热线”61173693。昨日，市政

协委员程东和创业青年畅聊青年创

业的话题。今明两天，本报还邀请了

两位代表委员在中午时段（12：15－

13：15）做客本报，倾听百姓的急难愁

盼，把大家关注的民生问题带入两会

会场。今天中午12：15－13：15，市人

大代表、普陀区就业促进中心主任许

鸿蕨将和市民说说在互联网+背景

下，青年人应该树立怎样的择业观。

1 月 21 日，市政协委员、二工大校长

俞涛将和市民交流有关教育方面的

话题，期待您的参与！

“我平时接触创业企业家比较
多，现在反馈的问题代表了我们普遍
的心声。”从事新媒体、电商创业的陈
先生向程东吐槽创业过程中的融资
难和企业留人难。“作为中小企业，这
两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第一、如何
能放宽信用背书，融到企业运作资
金。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是轻资产
企业，但对资金的渴求和其他企业是
一样的。第二、从去年下半年开始，
上海的房价就涨得很厉害。尽管我
们现在在孵化空间办公，可以以较低
的成本拿到办公用地，但员工的居住
成本太高了，先不谈买房，即便是租
房租金也已经翻倍，这增加了企业的
用人成本。我知道上海有很多政策
是针对高端人才的，那么对小公司是
否也有相关扶持政策？”

“对你的问题我感同身受。”作
为浦东新区归国留学人员联合会会
长，程东于上世纪90年代留学回国

后经历了几次创业，也体味过创业
的甜酸苦辣。“就以张江为例，那里
有提供融资担保的小额贷款公司，
但贷款成本不会低于10％，平均低
于12％。虽然不是高利贷，但对创
业企业来说也较难承受。而银行向
来是风险厌恶型的。如果创业企业
吸纳风险投资，就要牺牲一大笔股
权。因此，有的创业者只能向亲朋
好友借钱。”

程东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开解陈
先生。“我原先做计算机软件开发，一
开始也苦恼融资难，后来发现与其花
时间找银行，还不如找项目。作为初
创型企业，尤其要寻求核心竞争力。”

说起留人难，程东同样感触颇
深。他现场为陈先生算了一笔账，以
他们公司的一名员工为例，在张江的
房租是2500元，水电煤500元，吃饭、
喝咖啡 1500 元，通信费交通费 500
元，这样一合计，在张江每月简单生

活的成本至少要5000元。加上企业
应为员工交的金，企业花在一名员工
身上7500元-8000元才能满足员工
的刚性需求。“人力成本确实高，企业
最怕的是人才外流，我也很头疼。”

“程委员，您好。”从事葡萄酒酒
具贸易的创业者沈先生与程东是老
乡，也都有过海外留学的经历。在电
话里，他畅所欲言自己的困境。“很多
投资人认为海归创业一定要高大上，
对传统业态不屑一顾。从去年开始，
我们也在转型做互联网＋，打造新的
商业模式。”

针对沈先生的情况，程东给他支
招，并介绍说张江股权托管中心开设
了最新的融资平台。“你刚才说的业
态对风投来说，他们可能看不到爆发
式的增长。但现在你的贸易量已经
是千万级的，可以考虑上股权托管中
心或者有其他融资功能的平台。先
做贸易，再做互联网＋。”

找到项目就是最好的融资

在本市一家国企做行政的90后
青年魏毅是团市委青年汇智团的志
愿者，十分关心创业教育的话题。“现
在上海很多985和 211高校都配备
了创业课程。但绝大部分高校的创
业班辅导员是一毕业就留校的，并没
有亲历过创业。”

程东认同魏毅的说法，他认为现
在高校能推出创业相关课程已是一
大进步。但大学创业班老师缺乏企
业运作经验，和社会、市场、企业间有
很大的鸿沟。在国外，很多大学老师
都曾是或是企业高管。

“现在社会上有大量资源，譬如
张江、漕河泾、杨浦创智天地等的众
创空间。作为大学生创客，不如先去
这些空间实习，为未来创业打好基
础，比一毕业就创业效果要好。毕
竟，好的企业家未必是从大学里培养
出来的。”程东建议。

此外，魏毅还指出，自己在参与
调研时发现，很多高校和政府机构会
出台各级各类的政策，扶持大学生创
业，但因为信息不对称，导致这些信息
和基层大学生脱节。“建议能成立第三
方平台，集约式地宣传这些政策。”

对此，程东表示，将把小魏的建
议带到上海“两会”上讨论，如何让政
策更透明、传播更高广、真正惠及大
众。

昨天的两会热线中，嘉定团区委
新媒体中心的陆小姐也代表在校大学
生和初出社会的青年咨询创业政策。

程东介绍说，“嘉定的众创空间
发展得非常好，如我所知的菊园新
区、大众经济城等创业园。相比以
前的孵化器，众创空间为创客们配
备了创业导师和资金支持。大部分
众创空间提供免费或优惠空间，这
对初创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对青

年创业者来说，他们中有的刚走出
社会，不光要问自己想要干什么，还
要问自己能干什么，更要考虑市场
有无需求。这样对青年创业能提高
成功率。”

“据我所知，嘉定区政府对青年
创业者的扶持力度很大，包括团区委
等有公信力的机构。一方面要鼓励
青年创业，同时，创业本身也要经历
艰难的历程，所以希望相关部门能尽
量帮他们寻找更多的社会资源。”程
东介绍说。

作为新媒体小编，陆小姐希望程
委员支招，如何制作好的创业服务信
息。程东建议，所谓创业服务信息就
是把一些好的创业政策有效地传达
给青年。“我建议可以分门别类进行
梳理。这样发布出去的信息才能让
青年一目了然，并快速找到自己所需
要的信息。”

建议充分利用众创空间资源

程东委员与市民电话交流。 青年报记者 常鑫 摄

市人大代表许鸿蕨
与市民聊青年择业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