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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关于创新创业的话题，在人代会的讨论上依然炙手可热。青年报记者在现场专访三位来自“双创”领域的
人大代表，他们就上海如何更好地激发和推动青年创新创业工作建言献策。在这些创业“大咖”看来，上海要迈向卓越的全球城市，加
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需要从理念、基因和机制上，让整个城市的人变得更加热衷于创新。同时，对创业者，要鼓励
创新，还要宽容失败。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众创空间布局的增加，咖
啡馆里三三两两商议创业投资
的人士越来越多，这些都是最近
几年迅猛发展起来的场景。”市
人大代表、上海优刻得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季昕华说，
在“双创风”的席卷之下，这两年
上海的“双创”环境大有改善，杨
浦、张江、漕河泾、长宁都出现了
很多新型创业公司，同时，“互联
网＋”的创业项目日益繁多，与
民生贴合得更为紧密，“独角兽”
企业也开始崭露头角，可以说上
海的机会还是不少。

然而，话锋一转，季昕华仍
带惋惜地表示，上海还是缺乏一
些全国性的大的互联网公司。
在分析原因时，季昕华提及了与
江泓相同的观点：上海人本身更
为稳健的行事风格，导致敢创业
爱冒险的人相比部分城市还不
多。此外，创业企业去大学揽才
时往往招不满吃不饱的背后，是
优秀的学生们更愿意去外企、金
融机构就职。

对于问题的破解，季昕华
说，如果上海能树立几个好的创
业典型或者说是创业英雄、创业
明星，就会带动一批年轻人的关
注和效仿，成为他们学习跟风的

“新偶像”，英雄、偶像天然的影
响力又会生发出自身强大效
应。“每个人其实都需要一个英
雄，尤其是历经了不少困难后再
走向成功的，或更具典型性和感
召力。”季昕华说道。

同时，在季昕华看来，上海
缺乏本地的投资机构，这容易
导致融资上的瓶颈。“像我们这
样的创业公司很多，融资都需
要奔赴外地，这其实对公司发
展也会产生或大或小的制约。”
他举例说，苏州一个国有投资
工业园区创设基金后，就专门

用来吸引各种投资公司在苏州
落地，同时，投资当地企业。“这
其实是非常有价值的，上海不
妨予以参考，设立政府引导性
基金的方式，吸引外地的知名
投资机构落户上海，同时划拨
出一定比例，将投资资金用于
上海创业企业。”

“上海的容错氛围还有待提
升。”这同样是季昕华的心声。
在成熟创业者看来，创业失败是
很正常的事。如何应对失败，以
及失败了如何爬起来再创业，都
是重要的人生课。

市人大代表江泓是上海我
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静
安区知联会会长。在他看来，就
从事“双创”活动，上海当务之急
要提升和改变一些传统的观念。

江泓回想了一下中国互联
网企业的发展史：萌芽期的新浪
搜狐都在北京；因为萌芽期的种
子很难盈利，于是在发展期互联
网的阵地转到了上海，有盛大有
携程。这两家上海的互联网公
司从一开始就赚钱，这是上海人
的特征，稳健。到了成熟期，互
联网的巨头却跳过上海，更多崛
起在北京、深圳和杭州。

“成熟源于爆发，爆发需要
澎湃的热血。这个过程中，我
们作为上海的创业者、企业家
人群来说是需要反思的。”江泓
说，别的人可能不是那么在意，
但是对于企业家本身来讲，需
要考虑问题出在哪里？为什么
我们没有产生类似 BAT 这样的
巨头。他认为，可能还是和人个
性有很大关系，“我们的性格偏
于稳健保守，不太爱冒险。”江泓
是上海人，他自言这种情况他也
被“戳中”。

因而，江泓认为，除了改变传

统观念，更要倡导按照上海的特
质发挥优势。“我不觉得上海现在
急于要去复制一个BAT企业，更
应该鼓励在沪大学多学学MIT，
为这个城市注入未来几十年发展
所需的创新和技术的基因。”

在美国，大量的案例是技术
的萌芽就从MIT这样富有创新基
因的大学里产生。美国可以没有
百度或者没有阿里这样的公司，
但是美国在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之列，这是与其非常好的研究机
构、非常强劲的创新基因有关

系。“上海把目标定位为‘卓越的
全球城市’，我们就更应该要注重
基础的科技研究和对未来技术的
应用。”

江泓强调，对于商业上短暂
得失可以不那么介意，但一定要
牢牢地去抓住未来技术的动向，
这是城市必须要有的。因而，政
府、人大、人大代表都应该要更
多呼吁和鼓励，企业多与高校、
科研院所合作，把集体的力量发
挥出来，并通过积极引导理念，
让整个城市变得更热衷于创新。

青年报专访三位“双创”领域人大代表

要让整座城市的人更加热衷创新

市人大代表、上海苏河汇科
技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罗
钥，不仅自己是一名连续创业
者，又因为现在成为了创业者背
后的“服务人员”，可以说，对当
下的创业生态看得十分通透。
他提出，要关注创业者，营造良
好创业生态环境。在他眼里，健
康的创业生态环境远比单纯有
多少家企业获得了几轮融资更
为重要和有价值。

出生于1981 年的罗钥，毕
业于电子科技大学，曾在 UT 斯
达康做研发后转入市场，来到上
海；加入过国际知名手游公司，
又出来创立手游公司，白手起
家，最终数十倍溢价卖给一上市
公司；在创立手机方案公司后，
又发展了多个项目，后觉无趣忍
痛关掉；之后，他加入过国际风
投，再出来创立苏河汇，找到人
生乐趣。

亲历过这些，如今再看那些
在各级众创空间里孕育孵化着
的企业，罗钥不免感叹：“创业者
是一个高危群体，创业的成功率
是非常低的。”他说，实际上，很
多创业者创业项目的调整很快，

“在我们这里，很多初创企业可
能做了半年或者一年以后已经
变成完全不一样的项目。一个
企业从小到大，往往背后会经历
数十次择业方向的调整，通过试
错找到适合自己的路径。但目
前，有一些企业在试错期里就彻
底被打倒了。”

“在对这部分创业者的支持
上，一些政策就偏弱了。从整个
环境看，我也想呼吁，大家给创业
者还是应该有更多一些时间和宽
容，从机制上保护创业者，培养创
业精神，用信念来支持创业者坚
持下去，帮助他们更好地成长。”

就在专访当天，“80后创业
代表人物茅侃侃自杀身亡，享年
35 岁”的消息在创投圈内被刷

屏，罗钥在朋友圈上也发了自己
的感慨——“创业者真的是最高
危的一个群体，我们心里的苦痛
无从述说，也没法诉说。尤其是
在快速成长阶段，资本会加速决
策时犯错的频次，而我们经验的
累积只能通过解决一个个问题
时才能刻骨铭心。公司越大决
策后修正成本越高，当这些重大
问题集中爆发时，创始人心理就
会崩塌。呜呼悲哉，向这么一群
伟大的创业者致敬，侃侃一路走
好，18年后再战江湖，你留给我
们的创业精神从未消亡……”

另一方面，大众创业、万众
创新蓬勃发展。今年的政府工
作报告中提及，本市各类众创空
间超过500家，是五年前的5倍，
90%以上由社会力量兴办。对
此，罗钥认为，还需要产业行业
龙头加入创业领域，使专业的孵
化机构更加产业化，从而实现

“1+1>2”。
“很多人会关注众创空间里

创业企业的成功率，但创业成功
率是很难提升的。以我们苏河
汇里500多家创业企业为例，大
概也只有20多家获得了三轮以
上的投资。即便如此，一定就能
定义他们就是成功者么，显然也
不能这么考核吧。”罗钥认为，应
该在创业服务业中更注重过程
考核、运营考核，以成立行业协
会的方式，将现在各类众创空间
散兵游勇、各自为政的非标准服
务予以“标准化”。

罗钥希望看到的是，创业者
背后的“服务人员”更应为创业
者营造良好创业生态环境，而过
程中的服务也应有进一步细化，
尽可能让服务标准化。因大部
分众创空间还没有找到自己的
商业盈利模式，因而，罗钥觉得，
如果能以服务“标准化”得到政
府必要的经济支持后，全心全力
为创业者服务会变得更为有效。

创业者背后的“服务人员”
更应为创业者营造良好创业生态

上海当务之急需要提升和改变的是一些传统观念

树立创业典型成为青年的“新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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