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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创

这几年，神州大地掀起双
创热潮，孵化器从专业小众
的 行 业 变 成 炙 手 可 热 的 行
业，时至 2014 年底时，梅晨斐
突然发现自己成为了行业的
专家，一些希望进入创投领
域的人，从各个渠道打听他，
向他咨询孵化器运营的各种
问题。

自豪之余，总是重复回答
相似的问题也让梅晨斐不堪其
扰。有一天他突然脑洞大开，
想到自己可以用“简书”来记录
和沉淀自己工作中的一些经验
和流程，如遇到有人询问孵化
器运营的问题，就可以把文章
链接发给对方。于是他开始了
一篇又一篇的写作，半年居然
累积了100多篇，8万多字，集
结成文集后，被一个出版社编
辑看到，受出版社的邀请，梅晨
斐又花了大半年时间将文集整
理编撰成书，并今年 3 月出版
《如何定义孵化器》。

“在创智天地InnoSpace两
年半，我经历了一个孵化器从筹
备、规划到运营的全过程。”梅
晨斐总结这两年半自己的收获
满满。但他同时发觉自己遭遇
事业发展瓶颈，他想打造一个

能够自我造血的、市场化运营
的孵化器，但在创智天地的架
构下，无法实现。他认为在客
户服务上还有提升空间，但由
于种种原因，他的计划无法施
展。于是 2015 年，他接受了
小村资本的橄榄枝，成为其
旗下的 STORIES 孵化器联合
创始人，成为一个创投兼创
业人。

那么，如今身兼创投和创
业者两职的梅晨斐，一天是如
何度过的？

他会告诉你“忙碌”这两个
字充斥着他生活所有间隙。

家住宝山，梅晨斐每天早
晨醒来思考的第一件事，不是
今天星期几，而是稍微洗漱一
下就得投入工作。“作为创业
者，我已经没有周末的概念。”
当他开车抵达位于张江的公司
后，就得根据工作清单开始工
作。中午在一楼餐厅解决午
饭，或者叫一客外卖。下午的
时间他多半要留给客户，筛选
项目，约谈客户，如果客户决定
入住孵化器，还安排入住服
务。晚上8-10点，如果没有应
酬，他就在公司看一些资料，写
一些关于行业思考的文章，发

表在公司的公众号上，在回家
的路上，是他唯一的休息时刻，
他会收听一些科技类的播客放
松精神。周末公司员工都会放
假，但他会去参加一些外部宣
讲或者分享活动，如果客户有
需求，还得约见客户。

就这样，梅晨斐日复一日
地积累经验和厚度，像找女朋
友一样找到对的目标，然后像
兄弟一样服务好入驻企业。

关于未来，梅晨斐说自己
正在做两个尝试，他首先在探
索一个新的孵化器的模式。如
今国内市场上占主导地位的孵
化器，生存主要依赖政府补贴，
或依附于房地产商，而他则希
望打造一个市场化运营的且能
够自我造血的孵化器。其次是
在探索大数据时代下，让创投
工作改变的可能。互联网正在
改变各行各业，而VC行业还处
于人工处理项目申请的状态，
当一个孵化器成熟之后，每年
收到的项目都会达到一定数
量，梅晨斐认为这时就可以考
虑开发一套自动评分和排名系
统。以避免人工疏忽令优秀项
目被埋没，当然这还需要很长
时间的试验。

梅晨斐：一个创投的三个关键词

梅晨斐之所以能够专注从
事早期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产
品孵化和投资，与他的专业和
工作经历有很大关系。

在上海大学完成了通讯工
程专业本科的学业后，梅晨斐
留学法国，在里尔取得硕士学
位。2008年毕业后他一度在法
国电信任职，当时法国正在建
设3G网络，梅晨斐的工作就是
网络移动化，帮助用户手机上
网更快一些，但这段“洋打工”
的经历仅为半年。

“高福利的法国失业率比
较高，当一家公司雇佣非本国
籍的员工时，需要向当局出具
一份说明函，说明这份工作为
何非外国人不可。当时我没拿
到这张函，签证又到期了，所以
就回国了。”梅晨斐如此解释自
己未能留在法国的原因。

2008年底梅晨斐回国后选择
了就业，他进入中兴通讯做手机
3G相关的研发工作，一做就是三
年。在此期间，他完成一个专利
的开发，并写了一本技术白皮书。

年轻的梅晨斐喜欢折腾，
喜欢玩，除了工作，他还经常参
加在五角场地区举行的技术活

动和技术峰会；他热爱旅游，去
了10多个国家，60多个城市，
玩过无动力滑翔机（没有发动
机的飞机），三年循规蹈矩的科
研生活令他逐渐厌倦，在劳动
合同到期后就没再续约，并开
始寻找新的赛道。2011年的一
天，他看到杨浦一家孵化器招
聘员工，于是心动了。

梅晨斐在手机3G无线通信
技术研究领域耗费了数年时
光，但这份积累为他进入创投
领域提供了敲门砖。一般来
说，PE投资人更多是金融行业
出身，因为投资金额大，投资人
更像银行家，注重回避风险，每
次投资都希望有靠谱的商业模
式能够借鉴，有完善的财务数
据能够分析。而创投更多的是
技术出身，因为创投扶持种子
期的项目，往往只有一个 idea
和初始团队，这样的项目具有
高度的不确定性，需要通过创
投主观去感受、去引导，帮助企
业探索到真正可行的方向。

因此那几年的技术工作经
历增加了梅晨斐的阅历，让他
能够察觉什么样的互联网项目
能够做出成绩，值得孵化引导。

“2011年，国内创业孵化器
已经开始变热，我知道的有李
开复的创新工场，杨浦区的科
创中心，但孵化器具体做什么，
我去能干什么都不知道。因为
好奇心重，所以我就来了。”梅
晨斐笑着说，当年父母知道他
换了工作，问他是做什么，他的
答案是“不知道”。

向梅晨斐发出邀请的是创
智天地InnoSpace，它位于杨浦
区创智天地园区内，是上海比
较早的针对互联网创业人群的
孵化器。梅晨斐入职后才发现
这个孵化器的定位都还没明
确，于是他进入后开始规划初
期市场定位，并着手装修，忙碌
了四个月，孵化器于2011年11
月开始试营业。为了提升自
己，梅晨斐利用所有渠道向国
内外的前辈学习，甚至他关注
了 Y Combinator 的保罗·格雷
厄姆的博客，通过不断阅读领
会大佬们对各行各业的看法。

此后两年的时间里，梅晨
斐负责项目投资和空间运营。
每天筛选项目，和创业者煲电
话约咖啡，然后邀请入选的创
业团队入住孵化器，为他们提
供入住服务。到2014年年底，
梅晨斐已经接触过600多个项
目申请，为40-50个企业提供了
孵化服务。这些年，梅晨斐最
得意投资项目有两个：一个叫

“简书”，一个叫“十方旅行”。
“简书”是一个全新的写作与阅
读社区，“十方旅行”是一个轻
奢旅行平台，这两个项目经过4
年孵化，如今都发展不错。

对于创业者来说，最关心的
莫过于创投会从哪些维度考察项
目。或者说，创业者要如何做，才
能说服创投来高溢价投资自己。

对此，梅晨斐“透露”了他
筛选项目的“套路”。

有经验的创投都见过大量
案例申请，久而久之会生成一
种模式识别的能力。在粗选阶
段，他们先会用这份能力刷筛
掉一部分项目，然后是创业者
进入项目交流阶段，此刻梅晨
斐有挑选的“三板斧”：

一是聊，让创业者介绍自己
的项目，过去的经历，一般不会
打断，让对方完整的讲完，目的
是观察创业者的资源和能力；

二是问，抛出各种问题测试
创业者对该行业的理解程度；

三是挑战，提出对这个领
域的看法，筛选出创投比较关
注的对象。

但梅晨斐建议创业者不要
把过多精力放在吸引创投上，
而应该放在产品研发和客户身
上。创投归根到底是一门生
意，只要创业者的项目够好，创
投自会找上门来，即所谓“你若
盛开，清风自来”。

创投作为创业者的造梦者、企业破壳的推手，很多人都很好奇于他们究竟是怎样一群人，他们都有怎样的背景，过着怎
样的生活，是如何评选项目、考察创业者……带着这些问题，7月下旬的一个中午，青年报记者走进了浦东张江微电子园区，
采访了80后创投——梅晨斐。他进入创投界已有六年，专注从事早期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产品孵化和投资，现为小村资本
旗下的STORIES孵化器联合创始人，他以自身经历为例，讲述了炼成一个创投人的三个关键词：专业、学习、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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