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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项目“接地气”？

回国创业的海归都在做哪些“接地气”的项
目？据了解，有的海归当起“农民”，专攻生态农
业；有的海归“收破烂”，深耕于环保行业；有的
海归则开起了火锅店、糕点店等。

赵林飞硕士毕业于荷兰斯坦顿大学，因为看好
有机农业，回国后她决定养猪。据她介绍，饲料、饮
水、猪舍等方面都需要下一番工夫，马虎不得。她将
甜黏玉米秸秆作为饲料的主要成分，同时加入蒜、
花椒、八角等“调味品”。改良后饲料使得猪肉的色
泽、口感明显改善了。猪过去喝的是自来水，赵林飞
挖渠引水，现如今，她养的猪全部喝上了山泉水，这
极大地提升了猪肉的品质。接着，她开始改造猪舍，
将猪舍打扫得干干净净，保证了猪的健康。赵林飞
说：“我不认为养猪是一件丢人的事。我一直对有机
农业感兴趣，而国内的有机农业尚处于起步阶段，
我看好它的发展前景。这么多年坚持下来，我觉得
自己当初的决定是对的。”

为什么要“接地气”？

海归回国后，选择在常人看来有些匪夷所思
的行业内创业，究竟是出于什么原因？

陈宜忠毕业于厦门大学，2001 年前往新西兰
工作。新西兰是农业大国，生态农业非常发达。
常年居住在新西兰，受到当地生态农业的启发，
回国后，陈宜忠决定综合开发生态农业。“在一般
人印象里，猪一般都是很臭的，养猪容易污染环
境。所以我们一直致力于培育不污染环境的猪。
经过长期的实验，终于培养出吃草的香豚猪。因
为它吃的是草，所以不会很臭。同时我们养的猪
通常在林下放养，比较环保。粪便可以做肥料，
用以滋养林木，综合利用。”陈宜忠说，“我们的
生态农业综合开发是一个大项目，它环环相扣。
这样一来，在每个环节都可以创造利润的同时又
避免了资源浪费。与传统养猪业相比，综合开发
能够创造出更大的价值，可以使农民发家致富。
而且现在国家推行‘林下政策’，我们的项目可以
得到政府的扶持，这对我们有非常大的帮助，同
时也给予我们很大的信心。”

桂博文毕业于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回国
后，她创立了笨哥哥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主营废
品回收。在国外时，她看到许多人致力于环保事
业，因此格外关注环保方面的事，对废品回收的
情况也了解得比较多。留学的这段经历对她有很
大的启发。“我在美国读书时，认识了很多从事环
保工作的朋友，看到他们实实在在地做了一些事
情，为环保事业而努力。我的梦想就是希望自己
能够帮助一些人过上更好的生活，能够为社会做
些有意义的事，所以在美国留学时，我参加过不
少与环保相关的活动。”桂博文说，“我对环保事
业有一种情怀。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环境保
护也不可忽略。回国后，我发现国内的基础设施

不能支持客户垃圾分类的习惯。后来发现，既然
这个行业这么落后，就说明它存在着很大的商
机，所以经过四五个月的调研，我决定开始做废
品回收。”

最看重素质和理念

不少海归回国后会面临“水土不服”，比如不熟悉政策、就业竞争激
烈、无处找寻归属感等，这使得许多海归选择“抱团取暖”、共同创业。
但也有一些海归认为，与本土人才合作更有助于精准把握国内市场和国
内政策。那么，海归在寻找创业伙伴时，最看重哪些因素呢？

韩昕锜曾就读于美国康奈尔大学酒店管理专业，现在正处于创业中
期阶段，她的创业项目是为有办公需求的人提供一个服务社区。在谈到
挑选合作伙伴最看重哪些品质时，她表示，基于他们创业项目的特点，
他们最需要的是“接地气”的人才，所以合作伙伴是否是海归并不是最
重要的，主要看的是素质和理念。她说：“我在选择创业伙伴时，更看重
他们在协同合作方面的能力。我们有许多第三方的合作伙伴，他们会给
我们的团队提供法律、财务、税务和科技类的服务。专业素质和口碑不
够好的合作伙伴会给整个团队带来额外的麻烦，所以我们在选择时非常
谨慎，比较看重质量和专业口碑，不会贸然与特别新的团队合作。”

韩楚 （化名） 从西班牙毕业后，回国开始了与新媒体相关的创业项
目。她认为：“合作伙伴对创业来说很关键。最重要的是大家的理念是否
一致、目标能否统一。另外，在完成目标时，合作伙伴的执行力会影响
到最终结果，没有任何一个团队能够容忍拖沓懒惰的人。所以，选对

‘队友’，创业项目便有了一个好的开始。”
吕任远从新加坡毕业回国后，从事投资业务，期间参与到了创业之

中。他对选择合作伙伴有许多自己的看法：“在选择合作伙伴时，要看他
有没有实际的工作经验。如果有相关专业、市场或者运营经验，可以减
少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同时，实干在工作中可能比专业能力更重要，如果只
是有留学背景却缺乏务实精神，是很难与其长久合作的。”吕任远说。

留学经历只是加分项

在某些领域，不少海归更倾向于与海归人才进行合作。
胡秀娟的创业项目是一个沙龙俱乐部，她坦言：“我的创业合作伙伴

大多是海归。我在选择创业合作伙伴时有一定的倾向性，更愿意选择志
同道合的人，这样的话以后才能合作顺利。与海归合作，在视野、海外
资源及认知角度方面比较容易形成默契。”

吕任远也承认，在选择合作伙伴时比较“偏爱”有海外留学经历的
人。“相对来说，海归的专业素质更加过硬，眼界也较为开阔。”吕任远说，

“在一些专业性比较强的项目里，诸如智能硬件、互联网医疗或时尚等领
域，我更倾向于与海归合作，这样沟通成本更低，有利于团队稳定发展。”

任树源结束了海外留学生活后选择了回国，她现在在做与经济相关
的工作。对于应如何选择合作伙伴，她给出了自己的看法：“挑选合作伙
伴还是要看缘分，首先要找理念一致的人。海归之间因为教育经历相
同、思维方式相近、理念和价值观比较一致，更便于沟通，对于创业项
目的定位有着不少共同点。大家不仅在经历和阅历上有许多共性，在工
作之外也会有共鸣之处，这种共鸣会促进彼此之间的合作。”

优势互补才是最佳

在进行创业合作时，不管是选择海归人才还是本土人才，都会有一
定的局限性。优势互补才是最佳选择。

韩昕锜认为，海归更倾向于直接地表达自己的想法，与他们沟通会
更直接有效。她说：“我个人倾向于简洁明快地把事情说清楚，不喜欢绕
弯子，所以海归创业团队的沟通方式更符合我的习惯。”但同时她坦言，
与海归合作也有一些不足之处：“一些海归依然以国外的思维方式来看待
问题。但在国内工作，有时更需要采用接地气的、适应国内文化和现实
的处理手段。还有一些海归因为放不下架子或者不认同国内的一些做法
而不愿意改变自己。”

胡秀娟说：“海归大多缺乏本地资源，而与本土人才合作，优势大部
分体现在人脉资源的丰富和具体业务的熟练上。简单而言，就是知道哪
里有‘雷’、哪里有坑。”她补充说：“如果让我选择，我希望我的合作伙
伴一半是海归，一半是本土人才，这样可以取长补短，优势互补。”

任树源总结道：“创业初期，合伙人的多重性很重要，所以最好是本
土人才和海归人才都有。这样既不会脱离当地的创业环境，又会有更广
阔的视野和人脉，一举两得，也能提高创业的成功把握。”

题图：胡秀娟（左二）与创业合作伙伴。

创业不只是简单地比对自身的项目优势，它是一个复杂的多元
方程式。回国后，海归面临的第一个烦恼是——如何将项目落地。
其中，不少海归发现了平台的力量——“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
云”，借助平台这一“踏板”为其排忧解难。但在项目落地后，他们
发现挑战才刚开始。

创业过程并非是一帆风顺的。获得融资后，如何合理地使用这
些“攒在手里”的钱呢？不少海归曾如履薄冰，感慨道：“这笔钱该
怎么用啊？真愁人。”其次，应当如何管理好企业也让他们发愁，是
否应该将公司托付给专业的管理团队“打点”呢；还是自己只专注
于科研，至于科研成果产业化的事就交给其他企业？这些都曾让他
们犹豫不已。甚至通过哪些渠道来拓宽产品市场，也让他们感到头
疼。不少海归创业者曾在这几方面栽过跟头。所谓“术业有专攻”，
海归不妨思考一下，自己是否值得在不熟悉的领域中反复折腾呢？
一来二去折损了创业热情不说，就怕到头来落得“一场空”。

落地后，虽然会面临更多烦恼，
但“办法总比困难多”。寻求与他人合
作，不失为一个明智的选择，双方可
以在各自擅长的领域发力、优势互
补，从而实现共赢。

办法总比困难多
齐 心中国行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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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归创业“接地气”是
指海归在传统行业开展与人
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创业
活动。许多海归致力于新兴
高科技产业，认为创业应该

“高大上”。但其实，创业不
仅可以“高大上”，也可以

“接地气”。

创业“接地气”
并非复制传统

宋滟鞠

创业“接地气”
并非复制传统

宋滟鞠

如今，越来越多的学子毕业后选择回国创业。从自身
发展角度上看，合作伙伴的选择至关重要。那么，我们不
妨看看，海归们在选择合作伙伴时，有着怎样的倾向性
——

如何选创业伙伴？
贾程琪

系列四

做爷爷了 还在寻梦

本次博士行中，绝大多数是年轻面孔，几位
年届半百的老博士格外引人注目。不少人疑惑，
他们都到了含饴弄孙、颐养天年的年纪，怎么还
想着创业呢？

张宝中毕业于美国得州大学，攻读生物医药
专业。他已经在医生这条路上走了 30年，最大的
梦想是回国建立专门的肿瘤医院，将自己大半辈
子的研究成果和从医经验带回国，为患者提供肿
瘤治疗的精准医学服务。张宝中笑着说：“肿瘤其
实并不可怕。我坚信再过几代人，肿瘤便能被战
胜。”他已经在家乡种下了第一亩“试验田”——
建造计划中的医院。“建设医院的费用完全是自有
资金，这也算是我献给家乡的礼物吧。但由于我
还在美国，与国内有时差。建造医院期间，我每
天都需要在半夜起床，接听从国内打来的电话，处
理医院建设中遇到的各种问题，所以每天基本只能
睡一两个小时。有时麻烦不断，让人大伤脑筋。”虽
然他的语气中透着一丝无奈，但忽然间好像想到一
件什么事似的，他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有一
栋楼已经快要竣工了。”说到这儿，张宝中将头凑近
电脑，从桌面上点开了一张照片，“喏！就是它”。

与许多年轻的博士相比，陈海平已经做了爷
爷，在创业路上“摸爬滚打”了好多年。2002
年，陈海平 45岁时，选择前往美国圣里奥大学攻
读博士学位，并在美国工作了十余年。2014 年，
他回到国内创业，打算将自己在金属材料和新能
源方面掌握的技术与国内丰富的金属资源结合起
来。谈到他的创业经历和梦想，陈海平说：“创业
时，每个人都是怀揣梦想的，但并非光谈梦想就
能创业成功。这些年来，在创业路上我遇到过不
少困难。资金短缺、公司产品滞销等问题，曾令
我头疼不已，但我还是咬牙坚持了下来。今年，
我准备扩大再投资。”此次活动中，他与广州相关
园区成功对接，离自己的创业梦更近了一步。

无缘签约 难掩失落

有人欢喜，自然有人愁。此次活动中，不少
博士留下了落寞的身影，他们因为无缘签约而感
到有些失落。即便如此，他们依然怀揣希望。

邱崴现就读于英国帝国理工大学，攻读土木
工程专业。在广州，邱崴参加了路演，他携带的
项目名为“地震预警及震后检测仪”。与许多“有
利可图”的创业项目相比，邱崴的项目似乎没有
多少“商机”。从台上走下来时，既没有人向他递
上名片，也没有人前来与其交流。这样的情形，
虽然在他的意料之中，却也让他感到失望。他叹
了口气：“可能是因为我们的项目不赚钱吧。这个
项目前期投入的成本较高，而且带有公益性质，
经济效益差，关注度自然远远比不上那些投入资
金后便‘立竿见影’的项目。但其实，如果有人
对我们的项目感兴趣，我们可以把这套设备的编
码公开。我认为还是应该多一些这种‘有情怀’
的创业吧，希望政府能多扶持这类创业项目。”

谢梅隆毕业于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借着此
次“博士行”的东风，谢梅隆对一些国内企业进
行了实地考察，了解了国内创新创业的大环境。

“在许多人的印象中，创业创新只适用于初创企
业，但其实国内不少现有企业也可以再创新，特
别是一些陷入发展困境、产能过剩、行业不景气
的企业。比如宁波集聚着许多做水暖通风的中小
企业，构成了完整的产业链。现今，其中不少企
业对未来‘何去何从’感到迷茫。但如果适当吸
纳一些高层次的海外留学人员，发挥他们的优势
带动企业技术革新，完成产业升级再造，这些企
业还是非常有竞争力的。”说到这里，在激动之
余，他带着一丝遗憾的神情。

“在与许多留学英国的博士的讨论中，我发
现，国内一些国有企业对海外人才开放的职位偏
少，而且从提供的岗位来看，也难给海外人才独
当一面的机会。这让我感到非常遗憾。我有不少
曾就职于海外企业的朋友想回国就业，他们最期
待的是国有企业能为他们敞开一扇窗户，提供一
个舞台。”谢梅隆补充道。

后续合作 会有新挑战

此次活动，不少博士收到了当地园区和企业
抛来的“橄榄枝”，邀请他们洽谈技术合作和落地
事宜。如何把初步的洽谈意向变成实实在在的计
划书和签约文件，看似简单，却让不少博士发
愁。他们正面临着甜蜜的烦恼。

刘和平曾就读于美国奥本大学，攻读计算机
与工程专业。考察完广州的创业环境后，他基本
把这儿确定为项目的着陆点，现正与广州园区讨
论项目落地的细节。但由于刘和平的公司刚注册
不久，业务正在缓缓开展，公司架构还需进一步
调整，对于项目落地，他有着不少顾虑。他说：

“一旦到落地后的具体实施阶段，就会有许多细节
需要操心。由于长年在国外，包括我在内的许多
博士，并不熟悉国内具体政策、公司落地以及项目
申报的程序，不知从何着手，难免惴惴不安。资金问
题也让我头疼不已，虽然现在各地对初创企业都有
一定的优惠政策，但我有些担心政策的落实问题。
只盼望政策能够透明，资金能按时按量到位。”虽然
对于未来有着种种担忧，但刘和平认为能够实现对
接这个“小目标”，他已经十分高兴了。

施夏夫曾就读于英国牛津大学，攻读工程科
学专业。此次回国，他携带了与环境整治有关的
项目。在广州海交会上，他的项目吸引了众多国
内同行的目光。一家来自湖南长沙的企业还特意
邀请他当面洽谈。对此，他感到十分欣喜：“这次
参会，让我了解到国内环保市场的发展势头竟然
已经如此强劲了。国外的优秀项目也可以和国内
各地的企业进行合作，将双方的优势最大化。真
是 1+1＞2 啊！”即便众多企业向他表达了合作意
向，施夏夫也有着不少烦恼：“我们之前并不太了
解对接地长沙，也没有细细考量过，所以现在我
们仍处于跟进阶段，还没有做出最终决定。除了
长沙，我们还会考虑其他地方，最后进行一个综
合比较。因为我们还是比较谨慎的，毕竟‘小心
驶得万年船’。”

图为陈宜忠在农场修剪果树。这是发
展林下经济的一部分。

这是桂博文的废品回收站，她 （右） 正
与工作人员交谈工作事宜。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2016年12月24日，“百名海外名校博士创业中国行”活动落下帷幕。此次活动中，有的博士已经年届半百

依然锲而不舍，寻求创业项目落地；有的博士带着遗憾离开。

致锲而不舍的寻梦者
孙雅静 徐悦邦 文/图

致锲而不舍的寻梦者
孙雅静 徐悦邦 文/图

博士行中，到处都能见到团员中的老大哥们
忙碌的身影。上图为陈海平 （左） 与另一位博士
交换名片。

下图为两位年长的博士在饭桌上交谈。

海归做这些“接地气”的项目并不是
按照传统的方式复制粘贴，而是在传统行
业的基础上继承创新。

以桂博文的项目为例，“相比于传统的
废品回收，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有两点创新
之处”。她说：“第一是前端创新。我们利
用互联网去撮合废品员与回收人员之间的
交易，这样能够大幅提升这个行业的效
率，使每一个回收人员每一天的工作量比
原来多 50%甚至 100%；第二是后端创新。
我们建立物流体系，并在数据计算方面集
约化处理。这样可以提升打包站的服务范
围。”

要“接地气”更要创新

提示：提示：

在广州海交会上，施夏夫 （左） 与来自长沙
的一名企业负责人进行洽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