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融资难

是制约海归回国

创业的瓶颈。尽管我

国每年举行的项目推介

会很多，接待过风险投资机

构或各种寻找项目投资者的企

业也不少，但在经过少则一两个

月，多则半年、一年的漫长“恋爱”

后，许多企业和风投在即将“谈婚论

嫁”时，往往无疾而终。

我国海归创业资金的主要来源是

自带回国资金；其次，还包括少量的风

险投资、政府投入、银行贷款以及其他

渠道所获得的资金等。创业过程中，海归

经常面临着严重的自有资金难以维持、政

府支持杯水车薪、银行贷款困难重重、民间

资本对接困难、风险投资市场不健全等问

题。

从企业的国内商业融资来看，我国许多

风投机构偏好投资于一些能立竿见影产生效

益的项目，投资积极性整体偏低。同时，这

些机构对项目的鉴别、认可能力不高，虽然

会请专家评估，但因识别方没有承担风险

的责任，这就难以形成有效的说服力，自

然也就缺乏投资动力。

此外，解决海归创业融资难题，政

府毕竟只能扮演重点扶持和补充性角

色，而做不到“挑大梁”，这就意味着，

政府应更多地在法律和体制建设方

面发挥积极作用。政府层面的改革

与建设需要时间，但海归企业的

创新和发展却是只争朝夕。面

对融资难题，对于海归，就更

应端正心态，积极寻求解

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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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孵化 +创投”的模式

就是将精品项目持续地输出

给风投机构，并将风投机构

的信息对接给融资项目和企

业。

11月 27日，中关村留

学人员企业精品项目推介

会———生命科学专场在北京

汇龙森科技园区举行。此次

活动旨在为融资项目和产业

对接搭建起一个平台，以帮

助创业者快速融入产业，找

到市场的切入点。

!! 月 ""

日#由欧美同学会联合清华大学校友
主办的“为民仁学校募捐”活动在蓝
色港湾传奇电影院举行。活动以观看
电影《怒放》首映式的形式进行，来
宾包括欧美同学会会员、清华大学校
友和民仁学校的师生们。现场设立捐
款箱，各位来宾纷纷慷慨解囊，为民
工子女教育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这个活动只是海归参与公益的一
段剪影，如今，海归分布在我国各行
各业，以其各自的方式参与公益，日
益成为我国公益事业上一个重要力
量。

看公益 海归仁者见仁

对于公益，万科集团的执行副总
裁毛大庆有着自己的理解：“我认
为，并不是要做得多高尚才算公益。
公益也不只是捐款、捐物，小到垃圾

分
类，生活

中的点滴，只要
是对社会进步有意义，不

以牟利为目的就是公益。”
北京碧水源公司常务副总裁何愿

平也是一位热心公益的海归，据了
解，他个人在工
作之余，也积极
参与对贵州毕节
市贫困学生的捐
赠活动，并为解
决当地学校的饮
水问题进行多方
努力。关于公
益，何愿平谈
到：“我认为公
益的最大目的是
为社会的进步贡
献力量。公益不
是单纯指你做了
多少帮助别人的
事，还在于把自
己的本职工作做好，为社会创造财富
和税收，这也是一种最基本的公益。”

而提及海归热衷于做公益时，何

愿
平 透

露 ：“ 在
西方国家，很

多都是通过宗教团
体进行的，影响很广

泛。海归在国外的时候深受
当地慈善理念、慈善意识的熏

陶，在心里时刻有一个‘帮助他人’
的念头。回到国内之后，自然对公益
抱有更大的热情。”

做公益 海归身体力行

海归在公益事业上所作的事情不
胜枚举。据募捐活动组织者欧美同学

会副会长闫长明，对民工子女教育问
题一直十分关注，曾多次联合劳伦斯

世
界冠军
协会，到北
京周边的民工
学校进行慰问，此
次募捐活动的对象民仁
学校也在其中。先后有邓亚
萍、刘翔、谢军、高敏、农群华
等世界冠军和欧美同学会的海归到这
些民工学校为孩子们上“开学第一
课”，开展各种形式的活动，以自己
的励志故事激励民工子女好好学习，
立志成为祖国栋梁。

此外，在汶川、玉树、雅安地震
等自然灾害发生之后，海归团体积极
组织为受灾地区捐资、捐物。闫长明
说：“海归有
了今天是国家
发展的结果，
海归回国创业
得到国家支
持，现在我们
做这些微薄之
事，是应该
的。海归希望
不仅自己，也
希望能够影响
带动社会一批
人一同参与公
益事业。单个
人的力量虽
小，但点点滴
滴的力量汇集
起来就能够将我们国家建设得更加美
好。”

毛大庆
也是一位热衷公益
的海归。他本人经常去
北京周边自闭症儿童学校、太阳
村等地进行慰问，为孩子们提供资

助。作为万科“爱佑童心”项目志
愿者，深入到偏远山区贫困地区走访

贫 困 儿
童。此外，他还长期
资助“芭蕾女孩”。

"$$% 年汶川地震中，酷爱芭蕾
的李月失去了左腿。在毛大庆的帮助
下，李月重拾了对生活的信心和对芭
蕾的热爱。至今，毛大庆仍在无私地
对李月加以资助，密切关注李月的成
长。

虽然从事公益事业的海归毕竟是
少数，但大多海归拥有公益意识，
他们通过参与公益实践，为其他民
众做出榜样，带动更多的身边人探
讨公益、参与公益、热爱公益，为
中国带来浓郁的公益气息。随着我
国近年来慈善事业的不断发展，海
归以他们国外的经历和理念践行公
益事业，相信在国内有更大的发展空
间。

海归成果“待嫁”急切 融资平台“聘礼”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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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仁学校募捐现场 毛大庆看望李月

慈善也能成为艺术

由于拥有国外先进的经
验、技术等优势，许多海归选
择在科技领域创业，其中也
有不少人获得了有市场价值
的研究成果，海归科技创业
发展前景可谓一片广阔。

以北京中关村为例，作
为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
首批授予的“海外高层次
人才创新创业基地”，中
关村目前已拥有留学归国
创业人才超过 !() 万人 *

累计创办企业超过 +,,,

家，是国内留学归国人
员创办企业数量最多的
地区。同时，每年会
新增 ",, 多个优秀的
项目，包括生物医
药、电子信息、新材料、新能源等前沿领域的
尖端科研项目。

围绕国家战略需求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需
要，许多海归在科技领域也取得了大量关
键技术的突破和创新成果，为国家重大建
设项目的实施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提升提供
了强有力的保障。例如北京泛生子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将其自主开发的基因组
数字化分析技术整合应用于肿瘤研究
和临床治疗分析，为肿瘤患者带来了
福音。

海归科技创业势头正劲，然而
融资问题却成了困扰海归科技创
业的“拦路虎”。据 《中国海归
创业发展报告》 显示，海归创
业资金来源中有 )-.来自个
人存款，!-.来自企业入股*

!".来自风险投资。

“许多从国
外回来的高
科 技 领 域
的 专 家
学者，
手

里有许多处于科学前沿的项目，但将这些项目推向市场
需要大量的资金，仅靠个人资金很难解决，需要风险投
资公司和企业来通力合作，将这些项目实现产业化。”承
办此次活动的汇龙森国际企业孵化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李
文祥说。

对投资方来说，决定是否投资某科研项目的主要依据
是产品的市场潜力与团队经验。“在 "/ 日的项目推介会
上我们已经与一些科技项目建立了联系，但确认投资尚需
一段时间，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会与一些好的项目达成
合作。”国科嘉和 （北京）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赵春林说，“就我们公司而言，投资科研项目的标准主要
有两条，第一是该项产品或技术是否有足够大的市场，这
一条的参照标准主要是国外有无类似的产品上市。国内刚
起步的科技公司也许在资金和创新方面稍显弱势，但可以
在服务和市场方面获得发展。第二是该团队需要具备与其
研发项目相关领域的经验或经历，这样的话，项目运作会
更加成熟。”

而另一方面，投入高、回收慢也阻碍了项目吸引更
多的投资。据了解，此次活动中有 -, 多个生物医药
和医疗器械等留创精品项目参加，项目基本都是
三到五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投入市场，融资
金额基本都在 !,,,万元以上，有的甚至上亿
元。比如京天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的孙
乐博士，主要研究阿达木抗体项目。
此项目预估每年能实现 !亿多元
的市值，但需要上亿的资金
投入，- 年的时间才能投

入市场，这也使得
一些风险投资

人望而却
步。

此次活动中，汇龙森国际企业孵化有限公司推出的
“孵化0创投”政策，为海归创业投融资以及实现项目产业
化提供了一种新的模式。
“‘孵化&创投’的模式就是将精品项目持续地输出给

风投机构，并将风投机构的信息对接给融资项目和企业。”
汇龙森科技园总裁助理孙践伟介绍说，“现在中关村已经
有大量的留学生创业项目和企业，很多是科学前沿领域
的，但是这些项目没有资金，而办这个活动的目的就是帮
助这些项目和企业找到资本，获得风投。”
“现在，中关村每天就有十几家新的创业公司成立，

举办这样的活动为海归创业融资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
但能够参加的投资人和企业有限，可以在现有的基础上将
活动扩大到网络上，吸引更多投资人关注，使各方效益达
到最大化。”中关村管委会副主任马胜杰建议说。

另外，投资方也希望更早地参与到“孵化”过程中来，帮
助孵化器筛选企业，提高优秀科研项目资金对接的成功

率。“目前很多孵化器还是更多地从科技含量角度而
非市场角度来筛选进驻企业，如果让投资方

参与到企业筛选的把关中，加入更多
的市场考虑因素，项目成功的

几率会更高。”赵春林
说。

“孵化&创投”助项目落地

安静、素雅，喜爱绘画和慈善，!1%/年出生的卫梦婷属于
那种特别有艺术情怀的“%,后”海归。

慈善，是一种生活态度，也能成为一种创业方式。提到做慈善
的原因时，卫梦婷说：“严格意义上说，从小学开始，我就算是‘半
个慈善者’。那时候班里组织资助贫困山区小学生，我当时资助了
两个学生，每个月都跟他们通信，直到上中学以后才断了联系。”

能把艺术和慈善结合起来，也是卫梦婷始料未及的，她很欣
喜地说：“我学了十年的绘画，写小说做专栏，从而希望通过远行
遇见更多的人和事，累积素材，才到英国读硕士；因为素养的沉淀
而喜欢艺术。”
“从英国赫特福德大学留学回国后，我和我丈夫最初从事的是艺

术投资、艺术品收藏和推介。我们把咖啡厅打造成艺术家会所，为身
边的艺术家朋友提供一个可以交流、休闲的场所。后来也渐渐发现，
我们拥有广泛的人脉和资源，为何不去做些对社会有意义的事情？所
以就开始慢慢地接触慈善了。”

卫梦婷和她的伙伴们用实际行动诠释慈善。“我们会组织给偏远
地区孩子捐书，捐助 +岁以上儿童上学的资金补助计划、为艾滋病儿
童募集善款等。我扮演的角色更多的是组织其他人来进行募捐，并且
找对接的基金会或慈善机构。凭借艺术区的便利，我也会号召艺
术家们捐赠拍品，借助他们的影响力吸引更多的爱心人士加
入，募集善款。”卫梦婷说。

不仅如此，卫梦婷也专注于扶持有才华的青年艺
术家，把他们的作品和个人资料推荐到画廊、艺术馆
和酒店，为他们举办展览，提升知名度。

卫梦婷接着说：“我们和艺术家之间保持良好的
关系，对艺术家们的作品做到充分的了解，募集他
们的作品并进行拍卖，慈善可大可小，但我认为组
织这些慈善活动最终的目的，是让更多的人参与
进来，把小举做大，真正做一些实事。”

做慈善和办企业一样，需要管理的艺术，需
要透明规则的程序，更需要有效的监督，慈善在
一定意义上也是一门艺术。

卫梦婷说：“对于我们自己的定位，我认为慈
善不同于商业活动，它不是一种市场行为，而是需要
奉献的，这和艺术家们的创作初衷更贴近———创作本身
就是表达自身心愿的一种方式。所以他们需要跟执行善举
的组织机构建立相互信任的关系，保证善款的流向，真正去付
诸实践而不是把慈善变成一纸空谈。”

卫梦婷以平和的语气说：“我的心没有那么大，我只是希
望能够把相熟的朋友都聚在一起，最好这些人都能有一个
愿意帮助他人的共识，然后以身体力行的方式，影
响身边的更多人加入慈善行列，让慈善也成
为一门艺术。”

艺术情怀造就慈善心怀

海归成为
公益

事业
践
行
者

用行动诠释慈善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