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说创建网站并不困难，那
么想成立一家公司可就没那么容
易了。在沪江网创建的第五个年
头，也就是阿诺研究生毕业那年，
他决定让这只无助的“小鸡”穿上

“战袍”，真正投身到社会的怀抱
中。于是，那一年阿诺成立了公
司，沪江开始了商业化运营。

在那个年代，大学生创业并不
容易。顶着重重困难，阿诺和另外
7个创业伙伴七拼八凑了8万元钱
成立公司。由于资金紧张，外加对
商业模式的熟悉度不够，在之后的
很长一段时间里，公司运作都比较
艰难，但是大家都觉得苦并快乐
着。“公司成立后的第一个月，我们
就把启动资金花得差不多了。服
务器需要几万元，服务器托管又要
几千元，一次性缴纳3个月房租和
押金还要花好几万元。现在回头
想想，如果当时碰到一点点困难我
就退缩，那就真的没戏了。”

从学生转变成社会人，这本身
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阿诺觉得
只要坚定信念，努力一定会有回
报。因为没有工作过，一开始，他
不会做目标计划，甚至连公司销售
部、市场部的区别都搞不清楚，学
会企业管理也付出了很大代价。

“创业早期，沪江的收入主要
靠站内广告，新东方也曾是我们的
客户。起初，我们的收入很不理
想，发工资、付房租等等都是硬成
本，一旦广告商推迟付款，现金就

周转不过来。在2007年天使轮融
资完成之前，我们过得很艰难。”阿
诺回忆说，当时最穷的时候公司账
上只有三块钱，有段时间靠借钱才
能发出工资。但他从来没有改做
线下培训或者网页游戏的想法，即
使这些业务更能挣钱。

沪江做的是互联网教育，刚创
业那会儿就遇上新东方上市，中国
的教育培训业一片火热。很少有
人相信互联网教育，觉得一定是线
下培训做得不好才去做互联网教
育。很多朋友和中间人让他去开
培训机构，甚至提议把“沪江”的牌
子给他们在地铁口开营业点，“我
们只要负责分成、收钱就行，但我
们都拒绝了。”

在当时的阿诺看来，线下教育
多如牛毛，少他一个不少。但线上
教育天生具备公平性，它成本低、
覆盖面广，能影响的人远远超过线
下教育。他认为，互联网还不够发
达，但互联网教育一定是未来发展
的方向。果然，阿诺和他的团队坚
持理想，把沪江成功地从蛋壳中孵
化出来，茁壮成长，并成为如今互
联网教育领域中的佼佼者。

如今的沪江，坐拥 1.6 亿用
户，加上每天新增10万的用户规
模，左手是教育的“京东”——沪江
网校，右手是教育的“淘宝”——
CCtalk实时互动教育平台，左拥右
抱，完全具备了一个互联网教育大
佬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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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目前，上海正在加快推进“五
个中心”建设，打造“上海服务”、“上海
制造”、“上海购物”、“上海文化”四个品
牌。您的创业领域作为“上海服务”的
一部分，未来有何新的规划打算？

答：上海的城市发展离不开企业

的创新，作为在教育领域深耕多年的

成熟创业者，我们应当“想更多消费

者之所想，急更多消费者之所急”，继

续保持新服务的引领意识，紧抓时代

新的潮流 ，解决更多的攻坚，发挥更

多的创新教育引领作用。

问：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
代背景下，请您寄语更多的年轻创业
者，在您眼中的企业家精神是什么？

答：企业家的核心不是“家”，而

是在“企”字上，企业家和创业家一

样，要有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企图

心”和“创造力”，这群人是社会中非

常活跃的“细胞”，他们会利用有限、稀

缺的资源，创造出无限的可能性。企

业家更应当有责任、有担当，真正的企

业家是开创对社会的价值文化，让创

新因子在城市建设中发挥巨大作用。

只有专心、专注，突破难点，勇于接受

挑战，才能激活社会的创新活力，助力

实现伟大的中国梦。年轻人只要肯弯

下腰，从小事做起，从微观做起，无论是

今年火热的人工智能、区块链领域，还

是未来的先进智能科技领域，在新经济

里拥有着无限的可能，只要肯探索、吃

得起苦，年轻企业家将大有可为。

问：上海市青年企业家协会已于
2018年1月12日举行换届大会，作
为青年企业家协会的成员代表，请您
谈一谈对于新一届领导班子的憧憬
与祝福。

答：青企协是一个很好的支持创

业的平台，也是很好的学习交流、互

助平台。我作为一名青年创业者，在

这个组织中感受到浓郁的积极上进

氛围，也感受到了很好的资源整合对

接作用。成员间互相支持、互相鼓

励，让思想产生交融，让跨领域的创

业者间擦出更多的“火花”。希望在

新一届的青企协领导班子带领下，可

以秉承传统，响应新的时代号召，在

营商环境不断进步的新时代里，带领

着更多的青年企业家为社会的发展

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弯下腰 从“小微”做起

从张杨路上的二室二厅起步，到浦
东软件园区的多层办公区；从10年前
的8名创业同盟，到如今拥有近两千名
员工；从8万元的启动资金起步，到如
今成为互联网教育的行业翘楚，伏彩瑞
打造的沪江就如同一部百看不厌的小

说，每天都在书写着它的传奇故事。 青年报记者 陈颖婕

为更好地“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服务城市创新转型”，青年报自1月10日起推出“青春‘企’航”系列报道。整组报道历时三周，用
十多个版面，策划专访了一批优秀青年企业家。13位行业翘楚覆盖上海服务、上海制造、上海购物、上海文化等四大品牌。通过他

们生动、励志的创业故事，我们一方面看到了广大青年企业家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锐意进取、埋头苦干，为时代和城市写就崭新篇章，另一方面也深刻
感受到了申城加快“五个中心”建设、优化营商环境、吸引青年人才的有力步伐。今日，我们的报道将告一段落，而更多新时代的创业年轻人正扬帆待
发。愿上海这座“营商良港”，吸引更多的“人才巨舰”，以“创新劲风”，助力梦想号驶向蓝海。

［编后语］

“为什么学习一定要头悬梁、
锥刺股呢？我就不喜欢那样。人人
都要学习，天天都要学习。在学校
里需要学习，工作升职也需要学
习。我要用我的方式让更多人知
道，学习是比玩网游重要，甚至比你
在网上购物都重要的一件事情。我
们不是在搞教育，我们是在搞学习
革命，我们要革出一种新的学习方
式。”阿诺觉得，要把学习变成生命
中必不可缺的东西，要让学习渗透
到人们的行为里，这需要一个漫长
的过程。人类的学习要革命，而他
们就是这样一群革命者。

“我们一直在突破空间、突破
难点上下功夫，让任何有需要的人，
利用这个时代的发展成果，在最短

的时间内，可以获得学习的机会。”
如今，阿诺带领的沪江已将人

工智能的技术运用在平台上，通过
人工智能提升学习效率，让学生可
以得到个性化的学习推进和学习
辅导；也让教师通过人工智能技术
提高教学的效率，一些冗余的工作
交给机器代替完成，节省教师更多
的时间发挥创造性的工作。在创
新领域上，继续发挥着行业的引领
作用。

“未来，我们还有很多的事情
要做，要让更多的人相信通过网络
也能很好地学习。”阿诺坚信互联
网是将来学习的主要手段，他正在
努力地“革命”，试图让学习变成更
多人的一种生活状态。

让学习渗透进人们的习惯和生活方式里

伏彩瑞：做人类学习的革命者

[对话青年企业家]

“阿诺”，是伏彩瑞身边人叫他
的“呢称”。这个既好记又带有点
神秘色彩的称呼，很容易拉近他与
身边人的距离。

1999 年，还是一名大二学生
的阿诺，用借来的钱买了一台电
脑。当他看到远在大洋彼岸的苹
果公司网站时，阿诺瞬间被震撼
了，“这太神奇了，互联网真的太有
魅力了！它能一下子拉近我和世
界的距离。”从此，梦想的种子就在
心中悄然萌芽，阿诺下定决心，将
来只要让他从事和互联网相关的
工作，他都乐意。

在学校里，阿诺是个特别热心
的人，只要同学和老师有电脑方面
的问题需要请教他，阿诺一定有求
必应。他也经常利用课余时间兼

职互联网工作，因此偶尔的“逃课”
也成为了他的“正当”理由。当时
阿诺就是创建上海宝钢集团和上
海大众第一版网站的参与者之一。

“当大家都在玩网络游戏的时
候，我就想干点有意义的事，尤其
是做一份有影响力的工作。所以
我想做网站的制作者，而不是单纯
的网站浏览者。”没有计算机科班
背景，也没有专业人士指点迷津，
凭着一股刻苦钻研的精神，大三的
时候阿诺就和几个伙伴一起创建
了英语学习网站，并将它命名为

“沪江网”。“我当时的计算机和网
络水平可是处在整个学校的最高
水平线上的。要知道，我只是一名
外语学院学英语的普通学生呀！”
阿诺得意地说。

大三英语专业学生“跨界”创建沪江网

花费十年将公司“孵化”成行业佼佼者

沪江网创始人伏彩瑞。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