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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办一个公益性质的图书馆”

沈阳市城外墙水图书室 （原名奉天城外公益图书馆） 是由姜博和潘赫两
个海归与夏博阳、邹雪晴等几个热爱阅读的学子一起创办的。现今图书室藏
书约1万本，书籍以人文社科类为主，学科涉及经济学、社会学、语言学、文
学、政治学等诸多领域，涵盖英法汉3种语言。

图书室陈设简单，屋内墙壁被改成书架，墙角有饮水机，一张桌子上摆
着音响，地面上放着一堆塑料凳子，人们看书看累了还能打开音响听听音
乐，格外惬意。“开办一个公益性质的图书馆是我们的目标。我们希望帮助大
家养成阅读习惯，并为读者提供良好的阅读环境和专业性强的珍贵书籍。我
们还免费为读者提供画展、文化讲座等文化公益活动。”姜博说。

像沈阳市城外墙水图书室这样的海归图书馆还有很多。皮卡书屋是由胡
碧榕、王奕、罗鸣和宁爱东4位海归妈妈于2006年创办的，至今已有10年之
久。皮卡书屋藏书量多达10万余册，中英文图书各占一半。在这里，孩子们
可以随意借阅自己喜欢的书籍，妈妈们也能找到适合自己读的书。

创办人之一的王奕回忆说：“当时，我和朋友们回到北京，发现北京的物
质发达程度不亚于国外的城市，但适合儿童的图书却不是很丰富。在美国，
社区性质的图书馆很多，开车大约十几分钟就能碰到一个，孩子们已经习惯
了平时去社区图书馆看书、借书、查资料。可当时北京的几家公立图书馆较
远，而且少儿图书的种类很少，英文原版图书就更少见了。作为社区图书馆
的受益者，我们产生这样一个想法，在中国建立公益性社区少儿中英文图书
馆，为孩子们带来以快乐读书、文化交流和社区建设为中心的活动和服务。
通过这种方式帮助孩子们形成阅读习惯，开阔视野，更加健康全面地成长。”

“资金不足是经营的最大困难”

创办之初，为了解决场地和书籍的问题，姜博贡献出自己的房子，潘赫

把近4000本藏书全部捐献了出来。姜博说：“我们的起动资金几乎为零。我们
最初的想法就是想做一家国内一流的学术型私人图书馆，但是资金不足是我
们经营的最大难题。图书室的水电费、采暖费，都需要我们自己承担。”姜博
表示，举办公益活动、更新藏书等方面，有太多需要花钱的地方。

从英国留学归国的韩琳琳也有相似经历，她于2013年在大连开办了回声
图书馆。开办图书馆的起始资金来源于她 2008年开办回声书店至今的盈利。
回声图书馆采用正常的会员借阅制，需要缴纳年费。在图书馆内分为阅读区
和咖啡餐饮区，阅读区阅读免费，咖啡餐饮区是消费区，采用普通咖啡店的
经营方式。

回忆起创办图书馆初期的窘境，她淡然地说：“困难太多，但是都可以克
服，所以也不算是困难。”对于回声图书馆的现状，她表示：“最大的困难还
是资金问题。目前还享受着免租政策，但是免租期结束后可能会面临停业的
局面。”

仍在摸索中前进

包括海归图书馆在内的许多私立图书馆，其自身发展的方向并不明朗，
还在摸索中前行。为了让图书馆更好地经营下去，海归图书馆等私立图书馆
在不停地寻找着适合自己的发展之路，如与其他机构合作开展各类活动，获
取活动经费和提高知名度、扩大影响力，或与政府机构合作，寻求书籍捐赠
或者资金、政策等方面的扶持。

回声图书馆选择了扩大自身功能，以咖啡和餐饮部分的盈利补贴图书
馆，以不断地提升图书馆的使用率和书籍更新速度。

皮卡书屋在人性化服务的同时还选择了专业化服务——专做儿童中英文
图书馆。他们引进国外关于儿童心理学的书籍，开展亲子活动。“中英文阅
读”的明确定位让皮卡书屋的服务更细化更精准，准确地抓住了孩子和家长
的需求，至今已在北京开办了4家分馆，在上海开办了1家分馆，并即将迎来
北京第5家分馆的开业。

海归图书馆
何去何从？

丛 嘉

4月23日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立的世界读书日，迄今已经是第20个
年头了。说起读书，会很自然地想到藏书丰富的图书馆。提到图书馆，大
家想到的多是政府出资兴办的各级图书馆或者各类学校的图书馆。实际
上，还有一种图书馆正在我们身边悄悄发芽——私立图书馆。越来越多的
私立图书馆引起了大家的兴趣，一些海归也开办了属于自己的图书馆。

近年来，陆续出现了许多由民间的个人或社会组织创办的
图书馆，很多海归也投身其中。目前，国内已经有不少海归图

书馆，它们绝大多数属公益性质，其中既有海归组织捐助
的，也有海归个人自发创建的。

然而，许多海归图书馆往往因为不善管理以及经费、
场地、人员等多方面原因，出现不同程度的运营困难，有
的甚至被迫关闭。许多发展到今天的私立图书馆，其中包
括不少海归图书馆，其自身发展的方向并不明朗，还在摸
索中。私立图书馆想要发展得更好，可能需要在经营上突
出人性化和专业化。

专家认为，海归图书
馆等私立图书馆若要摆脱
眼下的困境，一方面需要

增加其自身功能，向其他方向延
伸；另一方面，也需要政府和社会
力量的支持，以激活私人图书馆的
生存空间。

海归图书馆
亟待援手

齐 心

精益求精 工作积累经验

“我刚回香港的时候做了一款新闻聚合类软
件，有点类似今天的今日头条。短短几个月的时
间，我们的项目就与和记黄埔有限公司确定了合
作，同时做到苹果应用商店的第一名，占据了 1/10
的香港市场。但是因为香港市场有限，所以后来
我带着这个技术来到中关村。”陈本峰说道。他从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毕业后前往香港科技大学读
书，后来转战中关村进行创业，创建了一个全新
的科技品牌“云适配”。

“记得是大二的时候，我参加中科大软件大
赛，并获得了第一名。当时恰逢科大讯飞成立，
正是招兵买马之时，于是我便加入讯飞，负责语
音合成软件研发。”陈本峰坦言，当时加入的时候
想法很简单。“既能免费上网，还能赚到生活费，
何乐而不为呢？”在讯飞工作时，他遇到了一个挑
战，如何做好分词系统，让语音识别更加精准。

为了解决这个难题，他花费了整整一个暑假的时
间钻研，将之前72%的正确率做到了93%，为讯飞
之后的软件开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我不喜欢一成不变的生活。作为一个技术
男，通过自己的技术改变世界是我的终极梦想。”
因此，虽然在微软工作很好，陈本峰还是决定要
践行早已定下的创业梦想。

坚持创新 用技术创造价值

谈到他对移动互联网领域的选择和坚持时，
陈本峰思索了片刻说：“这源于在研究生期间结识
的导师沈运申，他影响了我职业和人生方向的选
择。他是香港科技大学计算机系的创始系主任，

我是他的关门弟子。当时黑白手机都并不十分普
及，但在他的影响下，我就已经开始研究怎么实
现移动终端的跨屏浏览、如何把 PC 上的大网页

‘搬’上手机屏幕等问题。因此，毕业这么多年，
一直没有放弃对这个领域相关问题的学习和探
索，也才有了现在的云适配。”

回忆在中关村的首次创业，他唏嘘不已。“海
归创业表面上看起来有优势，但是其实在客户资
源和人脉积累上是处于劣势地位。当时对我来说
北京人生地不熟，一切都要从头开始，心里面其
实挺慌的。起初连办公室都没有，幸运的是我入
选了微软创投加速器。很多求职者觉得经过微软
创投加速器筛选出来的项目很靠谱，所以愿意来
面试。”陈本峰笑着和我们说，当第一个人答应加
入他们的时候，他兴奋得一个晚上都睡不着觉。

到今天为止，陈本峰已经在这一行做了 10 多
年了。“我会坚持这个创业方向不动摇。”他坚
信，通过技术创新改变传统移动信息化的方式，
将会成为技术发展的主要动力和趋势。

“我认为，产品要坚持创新，态度要专注。这
两点是支撑我在创业路上稳步前进的两条腿。对
于我来说，我喜欢这种用技术来创造价值的成就
感。在我骨子里天生有梦想在驱动，想做点与众
不同的事情，也想做点有情怀的事情。”陈本峰笑
着说。情怀和创新联系到一起，成就了现在的陈
本峰，如今他在创新与追求卓越的路上越走越远。

陈本峰：

做事不先求回报
陈本峰：

做事不先求回报

海归创业企业
多有能力不足症候

在大众创业的背景下，一些海归
也加入了创业的行列，珠江三角洲是
我国海归创业首选的区域之一。

据有关调查显示，珠江三角洲的
一些海归创业孵化器入住的创业企业
数量并不少，有的甚至入住了 80 多
家，而美国的创业孵化器平均每个仅
容纳约20个创业企业。虽然从入住率
来看，国内远高于美国，但入住企业的
存活率并不高，近半处于亏损或勉强
维持的“僵尸”状态。有的创业园内创
业企业 3 年半的存活率仅有 30%，甚

至 20%左右，而英国创业孵化器内高
科技小企业的5年存活率为90%。

造成海归创业企业高入住率低存
活率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激增的新生代
海归素质参差不齐，拥有的资源、擅
长的领域也有限，加之因为留学在外
而相对欠缺的国内人脉。这些在创业
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缺失，让他们
变得很被动，其竞争力有待提升。

据了解，珠三角海归青年创业者
中仅 13.1%拥有个人专利，45.5%从
国外带回了项目或技术。另外，广东

“80 后”“90 后”海归创业者中有
25.8% 在 国 外 工 作 时 间 不 足 一 年 ，
30.9%没有国外工作经历。

汇聚人才整合资源
创业更易成功

以前海归创业以“单打独斗”为
主，现在“抱团创业”的越来越多，一般
是 3到 5人组成一个团队。据统计，创
业海归的年龄大多在 30 岁到 40 岁之
间，他们往往掌握技术、专利等，回国
创业主要是为了找资金、找合作伙伴。

4 月 17 日，在深圳举办的第十四
届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就邀请了
300 名携带优秀项目的海外博士硕
士以及30个海外留学人员、华侨华人
社团回国参会，帮助他们寻找项目在

国内落地的合作伙伴。
“抱团创业是一种趋势。我们经常

说，在企业内部老板带着团队成员实
现大家的梦想，而不是自己一个人的
梦想。一个老板能力再强，不去抱团发
展，企业不容易变强。相反，只要老板
有好的领导力、好的抱团发展技巧，企
业反而容易变大。”2012 年从迪拜留
学归国创业的丁彦华说道。

对于抱团创业，很多海归也不无
担心。澳大利亚留学归来的青年创业
者林熙说：“个人创业往往执行效率比
较高，但是势单力薄；抱团创业众人拾
柴火焰高，但是往往容易产生一些矛
盾，造成决策效率低下，甚至散伙。”

个人保护程度仍不强

“虽然在国外体验到了知识产权保护的普遍性，但是在回国创业、就业
的海归中，很多人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并不强，我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在
创业初期，我的平台上线之后，反应比较火爆。第二天，我就发现自己的域
名、微博名已经被人抢先注册了。注册者还联系了我，让我再购入这些版
权。”李强无奈地说。2010年，李强远赴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主修信息
技术专业。回国后，他创建了项目“帮推客”。留学经历让他对知识产权有了
一定的认识，但是创业中的一些经历让他认识到，自己的知识产权保护意
识还远远不够。

“海外留学的经历让我对保护知识产权更敏感一些，但是敏感并不意
味着你能意识到并提前采取行动去保护个人知识产权。”刘天宇先在墨尔
本大学修读经济学，后又取得了纽卡斯尔大学金融专业硕士学位。回国后，
他和朋友一起创建了帮帮留学管家，主要从事留学服务类工作。他苦笑着
说：“服务行业似乎没有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刚开始的时候，市场还比较广
阔，但很快就出现了一批类似的竞争对手。当时我完全没有考虑商业模式
也需要有专利保护，还觉得没有必要浪费太多精力在这上面，这让我吃了
不少亏。”

“海归知识产权保护的最大问题就是意识不足。尤其是文学、设计、服
务行业等文化类产权更容易受到侵害，其从业者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也更
为薄弱。”赵子源毕业于澳大利亚伍伦贡大学通信工程专业，谈到知识产权
这个话题，他感触颇深。

原创才是立身之本

目前，很多海归的创业领域相近，其产品的相似度也比较高。在产品的
研发过程中往往存在着相互学习和借鉴的情况。然而其中一部分人知识产
权意识模糊，有时会越过学习和借鉴的尺度，对他人的知识产权造成侵害。

“不少海归在创业中遇到了同质化引发的一些知识产权纠纷，很多人
抱怨产品刚上市就被模仿了。”从日本回国的张云鹏目前从事专利代理工
作。在他看来，海归想要成功创业需要发现自己的新颖之处，只有拥有自己
的原创产品，并及时对其加以保护才能尽可能规避潜在的风险，这也是海
归创业者要思考的头等大事。

“知识产权被侵害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我曾经经历过。在一次争取投
资的竞争中，竞争者拿出了和我们几乎一模一样的商业计划书。”刘天宇心
有余悸地说。他表示，这件事引起了他们的警觉，此后他们就加强了保护意
识。“我们坚持做原创的东西，也希望能展开良性竞争。首先自己做到不抄
袭，才能真正掌握主动权和话语权。”

“很多海归创业者意识到了要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却并没有做到尊
重他人的知识产权。他们不关注甚至刻意忽视自己选用的素材是否侵权，
因为这样可以节约一笔可观的创业成本，但是这也意味着在竞争中，大家
并不在统一的起跑线上。”李强叹了口气接着说“现在国内知识产权保护的
氛围越来越浓，规则逐渐被完善。那些习惯了使用盗版、不尊重别人知识产
权的创业者需要适应新规则，他们往往要付出更多的代价。”

对于很多海归创业者来说，知识产权是其立身之本。然而，其中有部分
海归创业者却并没有意识到及时保护个人知识产权的重要性，这样往往会
给他们的创业之路留下隐患。国内知识产权体系逐渐完善，侵害知识产权
的惩戒力度也逐渐增强，但与其在知识产权受到侵害后再维权，不如尽早
增强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提高自保能力。

链接：

2015年，我国共受理专利申请279.9万件，其中发明专利申请量达到
110.2万件，连续5年居世界首位。截至2015年底，我国有效注册商标量
连续14年保持世界第一。

海归创业者往往给人一种更关注知识产权的印
象，然而他们也同样面临着产权纠纷的困扰。

海归就业竞争激烈，创业人数增加，在这样的形势下，海
归创业的成功率也成为关注的焦点。面对创业的艰辛，很多海
归采取“抱团取暖”的方式，先整合各自拥有的资源，再踏上
创业路。

创业试试
“抱团取暖”

郭广燚娟

保护自己的智力成果

海归还要加把劲
保护自己的智力成果

海归还要加把劲

胡启元

沈琳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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