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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人眼里的优秀大学生创业者

初生牛犊坚守创 业梦想 闯出成功之路

一块看似普通的毛巾，如果接
触到油脂、汗液和细菌的代谢产物
等污染源后，它会由蓝变红，告诉消
费者，“慎用！我有病菌”。这款生
态智能毛巾来自上海捻幅智能科技
有限公司，公司CEO朱文斌介绍说，
通过对产品感应灵敏度的设计，实
现了毛巾“遇污变色，去污复原”的
特征。

2014年，创始人朱文斌以双硕
士学位毕业于东华大学和美国费城
大学纺织工程专业。回国后，曾从
事高技术纺织品的研发和纺织服装
行业的供应链管理工作。

2015年，一直想自己做点事情
的朱文斌发现，很少有年轻人回归传
统纺织行业，更多从事的是金融、互
联网等热门行业。“但我学习纺织工
程专业，想在这个看似不热门的行

业，做一些和别人不一样的事情，开
发一款与众不同的纺织品。”

考虑到是初创团队，并没有很
多资源，不像一些大公司，可以迅速
铺开众多品类，所以只能做单品。
之所以选择制作毛巾，出于以下三
点原因。第一，毛巾是普世性的产
品，对于男女、年龄、季节等要素都
不敏感。第二，有市场需求。国内，
毛巾的人均耗用量大概是2条/年，
而在欧美，大概是8-10条，所以未
来有很大的市场空间。第三，人们
可以3个月换一次牙刷，却不会定
期更换毛巾。希望通过会变色的产
品，传递清洁意识。

而将公司命名为“捻幅”，则是朱
文斌的想法，他介绍说，“捻幅”是纺
织行业的计量单位，表示两根纱线相
互抱合在一起，代表着团结合作。

据了解，“捻幅”公司从2015年
年底开始接触投资机构。去年11
月，公司研发出了一款智能毛巾，

“当时是样品，要实现产业化，就意
味着要进行批量生产。而之后的市
场化，则需要广告投入等等，这些都
需要费用。如果没有资金支持，项
目就很难往前走。”

为此，团队加入了很多创业社
群，也时常浏览创业相关网站。朱
文斌介绍说，“在投融资平台，可以
发送商业计划书，可以和平台上的
用户联系。”一段时间后，团队开始
得到传统纺织行业及风投基金的关
注。2016年9月，获上海某投资机
构估值2000万元，来自个人的天使
轮融资300万元。

最初项目的启动资金是朱文斌
和合伙人一起筹集的，已经用得差

不多了。“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并没
有想过立刻融资，也是先用自己攒
的钱做起来。”他感到，自己做出一
定成绩，受到肯定后，再去融资比较
好。“去年11月份，投资人和众筹的
资金进来，能够帮助产品从一个样
品变成市场化的商品，开始销售。”

“越努力，就会越幸运。”朱文斌
说，一旦朝着自己热衷的事情开始
努力，就好似在脑海中有了鱼钩，信
息和资源游过时，能够抓取出来。
但如果没有想法，再好的资源和机
会，也是看不到的。他认为坚持很
重要，坚持初衷，保持良好心态。而
且每个人的潜力都是无限大的，只
是在于能否发掘，能否长久地坚
持。“如果能够在一个领域坚持下
来，一定能够做出和别人不一样的
东西。”

如今，大学生已是创新创业的生力军，而资本也
在创新创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大学生创业如火如
荼，而资本市场却遭遇寒冬。青年报记者近日走近几
位获得投资的创业大学生及他们的投资人。

青年报见习记者 陆安怡 明玉君

越努力 越幸运

刘成辉2012年毕业于东华大
学服装设计专业，他从大学时期就
开始在服装领域创业，自己开办服
装品牌，“虽然有一定盈利，但也积
压了许多库存。而且，行业中有些
公司因为库存积压，影响了企业现
金流的正常运转。”看到这一痛点
后，刘成辉想到做一个帮助服装商
家去库存的项目。

2015年4月，他开始启动“大工
厂”项目，打造全球服饰库存B2B交
易平台。这是一个库存供应商及买
家交流沟通、了解彼此的采购交易
平台。利用大数据建立供应链关
系，提供解决服饰库存的最佳方案，
旨在为对接库存供应商及全球库存
可信买家搭建沟通桥梁，为库存流
通带来变革力量。

刘成辉表示，“有了想法之后，
要把想法往外传播，让更多人知
道。比如参与大型论坛，融入创业

圈子等等。”2015年8月，“大工厂”
获得天使轮1000万投资。投资方
分别来自产业互联网行业和传统服
装行业。“他们认可我们团队的专业
背景，投资方对于团队比较信任。
此外，我们都看到了产业互联网的
发展空间，认为这是一件对社会有
意义的事情，于是一拍即合，很快就
完成了天使轮融资。”

资金推动了项目发展，在团队建
设、平台产品、品牌营销、市场开拓等
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刘成辉
介绍说，“这笔资金使我们能够给客
户提供更便捷、安全的服务，同时，我
们也有资金落地建设线下品牌折扣
体验馆。感谢投资方的信任和支持，
有了这笔资金，我们的梦想才能变成
现实。”在与投资方接触的过程中，刘
成辉发现投资方看重的是项目本身
的社会价值，对团队非常信任，为项
目引入行业资源，并给予技术支持。

虽然资金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
项目发展，但有多年创业经验的刘成
辉认为，“创业，最重要的是团队。创
业一定要找到并肩作战的合伙人，这
样，创业的成功率会更高。”此外，创业
的大方向要对，也就是找到合适的领
域。此后，要快速确立小方向，迅速地
验证和尝试，“如果行得通就找资源，
如果不行就即时调整。”同时，一旦选
择了创业，就要有决心，要有死磕到底
的劲头。最后，筹集资金，“当团队、方
向、决心要素都具备了以后，我相信筹
集资金也不会太困难。”刘成辉说，“其
实创业的成功率并不高，大学生不要
把‘创业’当成一个时髦的现象去追
逐，一定要有自己想做的一件事，而且
这件事能够给用户和社会带来价值，
再脚踏实地去实现。”

谈及未来，刘成辉表示，大工厂
将沿着国家一带一路的战略路线，合
作产业园区，布局线下O2O体验店。

创业需要脚踏实地

虽然还在就读上海应用技术大
学，但孙领已经是上海绿陨电子科
技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兼CEO了。公
司于2015年10月成立，主营自行
车把立、自行车马蹄锁、共享单车智
能锁等产品的专业生产与加工。

目前团队成员有8个人，虽然
团队规模并不大，但孙领信心十足，
他说，“我们团队从一开始就树立了
非常清晰的目标：那就是要为骑行
爱好者创造真正解决核心痛点的产
品，无论是软件，还是硬件。”

说起公司的融资过程，其实最
早可以回溯到2015年10月，那时
孙领只身参加innospace路演，获得
了第一笔融资，这直接促成了上海
绿陨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成立。在

孙领看来，这笔融资对于前期需要
投入研发的绿陨电子科技而言，无
疑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要不然我
们有可能连踏入这个行业的机会都
没有。”

之后的融资接踵而来，2016年
4月，蚂蚁天使的投资帮助公司实
现了量化生产；在公司需要进行战
略调整和整体的产品线调整的情况
下，迎来了第三轮融资；目前公司又
在进行着第四轮融资。“可以说，每
一次的融资都对绿陨电子科技的发
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孙领强
调说。

而谈到获得投资的经历和感
受，孙领表示，“这真的是很奇妙的
过程”。就目前的vc行业来看，有时

好的项目未必就可以找到好的融
资，甚至吸引着一大批人抢着去投
的项目也未必就非常好。

虽然融资成功离不开运气和眼
缘的成分，还有着偶然性。但当真
正遇到有缘的投资方时，孙领选择
全力以赴，“不要在乎对方是机构还
是个人，只要对你有帮助，只要可以
和你共同成长，那么这就是机会。”

自创业以来，孙领与团队每天
都很忙碌，这也让他的大学生活有
了不同的色彩。即便从来都不叫苦
叫累，但谈到对于创业和未来的看
法时，他却变得感性起来，“我认为
只有一句话：忠于内心，发自热爱，
赤诚之心不可泯灭，纵使这份创业
的感情被背叛过无数回。”

融资帮我们踏入智能硬件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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