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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回国后借助
清华长庚医院的平台，为

国内神经临床医学做点事
情。”他放弃美国华盛顿大学

临床神经外科教职的工作回到
中国。他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第

一个在美国得到神经外科协会认
证 的 临 床 神 经 外 科 医 生 。 2014

年，他选择结束海外的学医行医生
活，回到祖国的怀抱，接受新头衔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副院长，他就
是王劲医师。采访时，他说：“叫我王

大夫就好了。”

在美深造28载

王劲，1960 年生于北京，那正是国内神
经外科起步的时候。受家庭环境的影响，1983

年，王劲考入北京医学院学习医学专业，并在
首都医学院完成以神经外科为研究方向的硕士学

习。硕士毕业后，王劲赴美留学，由此开始了在
美深造的艰辛历程。

初到美国，王劲先后在依阿华大学医学院和美国
国立卫生研究所从事神经外科基础研究工作。“白天黑

夜地在实验室里做科研。”这样的刻苦学习，王劲一坚
持就是6年。

1993 年，32 岁的他一边做科研，一边开始准备美国
神经外科住院医师考试。他最终成功进入俄亥俄州立大学

医学院神经中心，经过长达7年的培训后，成为圣弗朗西纪
念医院的一名医师。2002年，他一次性通过美国神经外科医

师协会测试，最先开启了华人获得美国神经外科协会认证的大
门。

王劲一直关注着国内的医疗发展和服务。2012年，他担任清
华大学临床神经研究院副院长。他每年回国都与神经外科的主任

医师一起做临床科研项目，为内地提供技术支持。“我在北京生
长，对这里有很深的恋乡情结。”事业的高峰期，王劲选择回国。他

已做好重新开始在祖国的医疗一线埋头耕耘的准备。

学习从未停止

从美国的医师培训体系中脱颖而出，王劲对医学教育尤为关注。“一个
优秀的临床大夫，没有与生俱来的能力，他们都是通过系统严格的培训机制

逐步培养出来的。”王劲说。
“如今医疗资源分配不均衡，普通医院与顶尖医院的水平差距很大的情

况，导致我国病人都涌向北京、上海的三甲医院。”
王劲认为，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发展医疗教育

是一个重要途径。
作为清华大学发展医学的临床教学医院，北京清华

长庚医院正在建设一套国际化的教学科研体系，“住院医
师首先要对专科有全面的认识，通过第一阶段的测试与评

审后，再进入专业培训。”王劲说道，“医学界里，对大脑的
认知是最少的，所以神经外科的机遇也是最多的，这就是钻

研神经学科的最大动力。学习是不能停止的，希望后辈的医学
生继续刻苦努力。”

患者痊愈是最好的奖励

1999年，王劲回国主刀了一台重要的脊柱手术，手术的对象不是
别人，正是他的父亲王忠诚。王忠诚是中国神经外科事业的开拓者和

创始人之一，也是世界著名神经外科专家。74岁的王忠诚椎间盘突出严重压迫了神经，为了能继续从医治病，他坚持要做手
术。面对高龄手术的巨大风险，院方经过多次商讨，最终决定请王劲回国主刀。因为同样的病例，王劲当时已在美国进行了

上百次的手术。
病床前，他问父亲，“爸，我给您开刀，怕吗？”“我都做了一万次手术了，还怕开刀？你别把我的五腰椎开成四腰椎就

行。”父亲开玩笑地说。最终，王劲顺利完成了父亲的脊柱手术，让父亲重新站了起来。
“父亲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神经外科医生，当时开展工作条件非常艰苦，没有先进的设备，没有辐射的防护设施，甚至连国

外的文献和参考资料都很少，完全凭着一腔热血和干劲自己摸索。我在神经外科的钻研没有父亲那么全面，但仍然希望回国能在神
经的框架下做一些有新意的事情，让更多的中国老百姓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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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归创业学院或成新潮流
王晓蓉 周 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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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领域都有一个娱乐化的
过程，因为娱乐是最接地气的。海
归创业领域也渐渐兴起娱乐潮流。

海归创业娱乐化有多重含义：创业项目的娱
乐化、创业精神的娱乐化以及被娱乐化的海
归创业群体。种种含义都表明了海归创业者
正浮出水面，出现在大众的视线里。

夺人眼球的新奇创业项目以及百折不
挠、知难而进的创业精神，使整个海归创业
圈在创新创业的热潮中喧闹，O2O等概念猛
烈地冲击着整个传统商业形态。在这样的时
代变革中，创业者深谙创业娱乐化带来的福

利。不可否认，娱乐化的创业更容易获得更
高的发展平台和充足的资金。

于是，荧幕上真人秀层出不穷，部分海
归创业者抓住这一平台造势。创业圈仿佛在
一夜之间多出很多话题和红人，“颜值高”、

“能说会道”的创业者极易获得高关注、高信
任，然而一味追求关注度而忽视创业本身价
值则会导致海归创业失去本心，让一些外强
中干的海归创业者趁机迅速蹿红。

因此，在泛娱乐化的背景下，海归创业
者更应保持清醒头脑。加强自身“装备”、提
高自身素质，基于
自身创业，基于社
会创业，创造公众
共同价值。勿忘初
心，方得始终。

线上线下 平台共享

海归创业学院的办学宗旨，是
为海归创业者线下搭建创业平台、
开拓事业发展空间。同时，海归创
业学院网络学院的成立以及“海归
创业学院”在线教育网的开通，也
为海归创业者和中小企业构建了线
上交流互助、信息资源共享的平
台，以“互联网+”的方式实现线上
线下资源共享。

“海归创业学院是一个短期公益
平台。它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
院’，它所注重的不是教育而是培
训。我们创业学院会在线下为海归
创业人员办培训班，请创业顾问团
和导师团对新生代海归创业予以政
策咨询等创业指导。”欧美同学会社
会服务部主任罗继明说道，“培训的
具体信息也会在网络学院发布，因
为单纯依靠线下办培训班只能惠及
少部分人，而网络可以辐射到国内
外不方便参加线下培训的海归，包
括在国外有创业意愿的人。”罗继明
表示，无论是投资创业的个体，还
是对人才项目有需求的个体或者单
位，都可以通过网络学院获取很多
信息。

虽然海归创业学院网络学院目
前还在探索当中，但其基本框架已
经浮出水面，“互联网+”的模式也
日臻成熟。线上与线下相结合，有
效的传播方式让归国创业的留学人
员更加方便快捷地了解国内创业环
境，最大程度地节省人力、物力、
财力。

资源整合 优势互补

海归创业学院还将建立若干地
区或行业分院，逐步形成辐射全国
的组织体系。地方政府对海归创业
学院的支持，有利于帮助海归创业
人员获得更多的优惠政策和信息。
海归创业学院首家地方学院选择在
天津落户，也是因为当地政府对海
归创业学院的大力支持。

“以前好多海归人士都在做创新
创业大赛，我们相当于做一个资源的
整合、梳理，搭建一个共同服务平台，
让大家资源共享。这样才能够做得更
好、走得更远。”罗继明说。海归创业
学院将资源整合，使海归创业人员遇
到的创业阻力变小、创业成本减少、
可共享的资源增加。

海归创业学院此次落户天津，
又开辟了海归创业的新阵地。“选择

天津的原因是我们在天津建立了留
学报国基地，这个基地是为地方
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服务的平
台，”罗继明说，“另外，从去
年开始，我们就与天津相关单
位联合举办创业大赛。天津
海归创业人数也比较多，具
备一些办短期公益平台的
条件。”

由于全国 300 多个
新区、开发区和高新区
都对海归人才有不同
程度的需求，海归
创业学院跟地方政
府联合搭建公益
平台，更有利于
以 整 合 资 源 、
优势互补的方
式 满 足 地 方
对海归人才
的需求。

4月27日，海归创业学院首家地方学院在天津滨海新区揭
牌。海归创业学院通过建立网络学院并开通在线教育网，将线
下实体培训班与线上网络课程相结合，降低海归创业者学
习的时间和空间成本。天津地方学院的揭牌也将整合天津地区
多方面资源，为海归创业者搭建起拓宽人脉、扩大资源体系的

平台。
据悉，以互联网为纽带的海归创业学院地方分院将陆续在

全国各地建立，旨在为海归创业者提供一个覆盖全国的网状资
源库。海归所能共享的创业平台越来越契合时代潮流与社会发
展需求，留学人员归国创业将会得到更专业的支持。

海归+导师的双料结合

在创业过程中，海归不仅要把握市场大方向，还要
了解政策机遇，有足够的全局观。在创业初期，导师对
海归创业者的专业指导尤为重要。从“幕后”到“台
前”， 创业者更多时候需要推销自己的公司及产品，以
此吸引知名导师指导，帮助自己了解国内市场、提供建
议。

在 《创业英雄汇》 节目中，导师团汇聚了中国有影
响力的创业导师群体：柳传志、刘永好、马云、俞敏
洪、沈南鹏、雷军、周鸿祎等。作为商界精英，他们致
力于鼓励青年人创业创新，尤其鼓励“80 后”、“90 后”
创业者勇敢走进创业新时代。

“创业需要一位能训练自己能力的导师，指导自己合
理开展创业项目。像马云、雷军等创业精英，也是经过
艰苦的创业过程才获得了成功。所以在创业初期，创业
者需要分享成功人士分享的经验或指导。”北京海置科创
科技服务有限公司市场部经理李宁一说。

在知名导师身上，创业者不仅能获得宝贵经验，有
效避免创业出现的问题，而且能获得资源圈。对于初创
业的海归来说，资源后盾是创业成功的必备要素。导师
拥有众多资源，如果创新创业的项目与他们存在上下游
关系，那么海归创业者就可以获得包括人脉、资金、投
资、项目选择等在内的更多资源。同时，知名导师作为
成功的榜样，无形中会成为创业者的精神领袖。

好创意吸引人才加盟

脱颖而出的海归创业者所拥有的好创意，如神奇的
“磁铁”，吸引大批人才加盟。独特的创意项目使有才之
士主动要求加入创业团队。因此，凭借好创意走到“台
前”的创业项目，不仅让海归创业团队获得了人才、资
金和市场，更能增加知名度。

海归创业者走到“台前”意味着求新。“拿票”的创

始人徐巍谈到创业初衷时说：“我创办这个项目是为解决
城镇居民周边游的出行问题。比如在北京，城市居民周
末游的目的地通常在郊区，而北京人的居住通常在城
区，居住地到周边游目的地的距离在 30公里左右。对于
没有私家车的人来说，这个距离打车太贵 （单程超过100
元），坐公交车太久 （单程超过4个小时），缺乏一种既便
宜又快速的出行方式。‘拿票’项目所解决的就是这个问
题，客户从我们的平台上订购周边游产品，我们给客户
提供免费或者廉价的大巴接送服务。”

徐巍表示：“我们目前正处在需要人才的状况中。从
目前的运营看，效果不错，比如大巴接送服务，有不少
驾驶经验的人前来应聘，后台运营也有一些有相关经验
的人前来询问。”

投资人常国辉说，“我的几个投资团队都是由大学生
和海归组成，我看重他们的高学历和高素质，他们非常
有创意。尤其是海归人才，受国外独特文化熏陶，思维
更灵活。”

融资渠道安全透明

融资是海归创业成功因素中极为重要的一项。海归
带着创意和技术回国，但不熟悉国内市场、时间成本高
等因素都成为海归创业的短板。因此，怎样快速找到对

自己的项目感兴趣、值得信任和长期合
作的“中国合伙人”，获得其资金支持，
在海归创业过程中至关重要。

以往海归的融资渠道较为狭窄。需
要自己找寻投资者发布的广告和信息；
或者通过参加各种聚会，结交各界朋
友，从自己的人脉圈子里寻找投资者；
还有一种途径是通过中介帮忙引荐投资
者。这几种方式弊端明显，比如信息量
庞大，各类信息鱼龙混杂，安全保障缺
失，易上当受骗，投资人不可靠、中途
撤资等。因此，融资难是海归创业过程
中的绊脚石。

“春晖杯”留学人员创新创业大赛、
《创业英雄汇》等成为海归获得融资和成
长的新平台。创业者有好的创意便有机
会在与导师的面对面交流中获得青睐，
进而得到顶级商业精英的投资，这种

“台前”的融资方式比传统的融资方式更直接透明也更安
全。

对于这种现象，曾在深圳市留学生创业园负责招商
工作的毛延发认为，融资渠道多是好事，但有两点值得
注意：第一，融资成功的毕竟是少数，成功比例低；第
二，即便融到资也未必创业成功，重要的还是创业者的
综合素质和当下的营商环境。

近日，归国留学人员创业的12个项目，以及
海淀留创园推荐的 16 个在孵项目参加电视节目
《创业英雄汇》海选。其中3个项目脱颖而出，其
创业者将有机会接近马云、柳传志、雷军等人的导
师团。

如今，越来越多的海归创业者出现在公众视野
中，海归创业故事层出不穷。从学员、项目到前期
准备、项目发布，再到投资评估和项目运营，创意
和卖点赚足了大众眼球。海归创业逐渐从“幕后”
走向“台前”，这种方式使海归获得创业新机遇。

《创业英雄汇》节目现场《创业英雄汇》节目现场

海归创业学院首家地方学院在津揭牌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副院长王劲

（此文图片来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