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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李克强总理对海
归创业“六难”作出批示，
为留学回国人员创业创新

“清障搭台”。国家大力提倡
创业创新，但作为海归却不
能盲目跟风，需根据个人实
际情况理性而为。

创业不是一件容易事。
海归在创业过程中，也难免
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有
问题不可怕，重要的是，要
在出现问题后积极解决。海
归回国后，对国内情况不熟
悉，此时寻求当地政府的帮
助或是创业园区的支持不失
为一个好办法。这需要创业
者仔细研究政策，判断自己

是否符合条件。得到当地政
府或创业园区的帮助和认
可，创业往往事半功倍。

从另一方面来说，创业
者不能为了达到优惠政策的
条件而盲目地申请，而要根
据公司的类型、发展阶段、
人员、资金等情况，全面考
虑后再做决定。其中最关键
的一点，就是看政府政策与
自己想要创办的企业发展路
线是否匹配。

近日，李克强总理对留学回国人员创业创新中遇到的障碍，包括优惠
政策享受难、落户就学办理难、开户融资难、知识产权应用难、政策限制
放开难、文化理念融合难等“六难”作出批示，为留学回国人员创业创新

“清障搭台”。海归对此积极回应。政策支持不仅体现在优惠补贴等方面，
也带给人们理念的转变，对海归创业影响很大。海归对此纷纷表示，下一
步将积极寻求当地政府和创业园区的认可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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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伙莫被情谊所累

创业需要聚人、聚财、聚力。创业初期，找好友创
业往往是最省时省力的。但是，与好友合伙创业最大
的问题是容易被“情谊所累”。突出表现在遇到问题
时，大家都放不下面子，导致不能及时沟通解决问题。
能否行稳致远，是对合伙创业的最大考验。

曾就读于英国牛津大学、现回国创业的阮安邦
说：“我和合伙人一开始就开诚布公地沟通过。有问
题我们就及时交流，及时‘吵’。吵完架把问题解决
了，这才是我们共同的目标。”

沟通真的就能解决问题吗？在厦门创业的李哲
（化名） 并不这样想。“在我看来，创业一定不要和
朋友或其他关系亲密的人一起干。”李哲说，“在创
业初期，我曾拉好友入伙，公司刚有点起色，在发
展方向上每个人就有了不同的想法。有的人急于打
开国际市场，有的人想先开拓国内市场，然后再走
向国际市场。这种情况就使大家筹在一起的钱不够
用。越亲近的人，面对彼此时越没有办法控制好自
己的情绪。没过几个月，有几个好朋友就撤资不干
了。创业已经很难了，还要花大力气维持这种关
系，实在是难上加难。”

要先确定发展方向

“合伙创业最敏感的是金钱问题。”李哲谈到，
“因此，对于合伙人的选择就极为重要。前两年，投
资市场非常浮躁，不少合伙人往往这样想——‘既
然给公司投入了钱，那么在一定的时间里就必须要
有回报’。但事实上，从成熟的股权投资来讲，完全
不是这个概念。很多公司在发展过程中是没有办法
短期内给予回报的。”

李哲的研发公司就设立在北京。在中关村走访
时我们发现，一些公司已经倒闭。李哲道出了其中
的原委：“在创业融资被炒得很火的时候，很多公司
拿着一个 PPT 就能融到钱。这些公司 A 轮融资过
后，没有实质性的进展，资金链断了，B轮融资就非
常困难。企业难以维持自身运转，找不到发展方
向，因此很快就破产了。”

李哲表示：“很多团队在公司初创阶段没有成功
的创业案例。他们以为全力以赴去做，就可以成
功。但其实创业是一个包含许多因素的复杂过程，
并不像做方案那样简单呈现就可以大获全胜。”

在东北创立生物公司的王弘说：“我在选择创业
伙伴之前先想好要做农业领域，就是看准了未来养

老产业的前景。”选准发展方向再找合伙人是个不错
的办法。李哲说：“瞅准一个项目，和合伙人一起，
把最初的理论设想到最后的落地实施，每一步都踏
实去做，这才是最重要的。”

忘掉海归这顶“帽子”

今天越来越多的海归加入到创业大军中，海归
选择创业再也不是新鲜事了。“海归身份对创业来讲
实际上是劣势。”王弘说，“合伙创业先要忘掉海归
这顶‘帽子’。与国内已经打拼好几年的本土创业者
相比，海归在国内创业的确有很多不利的因素。几
年的国外经历虽然增长了见识，但是往往对国内翻
天覆地的变化不甚了解。尤其是海归在国外已经适
应了较直白的交流方式，回国后难以适应国内的商
业环境。”

了解国内的创业环境是公司发展的基础。阮安
邦说：“合伙创业关键是要‘接地气’。而海归第一
步就是要认识到自己‘不接地气’。”

忘掉海归这顶“帽子”，并不是否认海外学习取
得的成绩，而是提醒海归要脚踏实地。海归创业者
认清自身的视野优势，并将这些优势加以整合才是
合伙创业的关键。 （题图来源：昵图网）

“留学对我的改变非常大，只要用心去学，结果一定会很
棒，”邱泽西说，“至少我也能站在台上，自信地做展示，乃至后
来有勇气去创业。”

2011年，邱泽西去美国求学，选择的学校是爱荷华大学。待
了一阵子，他适应不了，越发感到孤独。考虑再三，转到了南阿
肯色州立大学，主修商业营销，并以专业第一名的成绩毕业。

没想到这一次选择，不仅创造出了一些惊喜，还改变了他的
职业规划。

在商业伦理和礼仪课上，任课老师对大多数学生随意的穿着
提出了批评，要求他们以后都要穿正装来上课。这一要求，让同
学开始注意到邱泽西的穿着。

当时，他穿着一件在上海定制的大衣，同学们觉得比较正
式。“他们开始猜价格，最高的猜是 1370 美元，低的猜是 500 美
元，我说这件衣服就250美元左右。”

同学们都觉得实惠，纷纷叫他帮忙找中国师傅定制。邱泽西
意识到这是新商机，一颗创业种子就此萌芽。

“外国男生块头都比较大，中国国内市面上的成衣很少有适合
的，而国外定制的价格又很高，刚毕业的学生很难承担。”邱泽西
说。

回国工作一段时间后，邱泽西决定实践自己的梦想，建起了

ClothesMake （CM） ——一个线上正装个性化定制平台。其目标
市场为欧美年轻男性，主要业务是定制男士衬衫、西服、外套等
正装，致力于将轻奢高端定制服务简易化、平民化。

2016年初，他开始组建团队、做市场调查、做商业方案、寻
找投资商。6月，他拿到第一笔天使投资，10月完成平台搭建、正
式上线，11月初流量就突破了4万。

在 CM 的仿真设计平台上，用户只要输入身高、体重等基本
信息，系统就会自动生成15个主要部位的数值范围供其选择。

用户还能够自由地选择自己中意的款式版型和细节元素，乃
至面料。无论是翻领的样式，纽扣的排布，还是口袋的设计，腰
身的松紧，衬衫的材质，都可以按照个人喜好和需求随意修改变
动，以满足用户对于理想西服的期待。

虽然消费者没有设计能力，但每个人都有审美能力，完全可
以根据自己的审美来设计一件衣服。花不到300美元，可以做一次
自己的设计师。

“我们的口号是‘穿你设计的’。出品的每一件西服，都是一
人一版，单独剪裁。对质量也是严格把控，让客户花三流品牌的
价格，买到一流品牌的质量和服务。”邱泽西介绍。

对于品质与品牌，他有着异于常人的执著，这与海外留学经
历直接相关。“因为中国人的身份，经常有同学跟我反馈他们买到
的中国产品，听到了很多负面评价。我想要去改变这样的情况，
改变外国人对中国产品、中国品牌的印象，从我自己开始。”

对邱泽西来说，衣服要选自己合适的，生活也要过自己中意的。
1991年出生的邱泽西，从小就是个“不安分者”。三年级起，

他从打网游开始接触互联网。没想到，从小的经历竟给自己的创
业埋下了伏笔。“对于创业，父母一开始并不看好，不过也没反
对，没想到我还做出了一点成绩。”

他从小到大所有的决策都由自己做出。“所有的路都要靠自己
去闯，即便失败了又怎么样。反正年轻，没有什么输不起的。”

一身剪裁流畅的灰色薄呢西装，外
套一件同色系深色、做工考究的羊毛大
衣，邱泽西往人前一站，就是 CM 最好
的品牌形象代言——年轻而又正式，活
泼又不失庄重。

但是，邱泽西的野心不止于服装。
他想做的是定制服装的生态，即通过平
台的搭建，上下游链条环节的连接，让
生产和需求之间实现无缝对接，从而打
造个性化的生活方式，满足现代人体现
自我、张扬个性的需求。

合伙创业贵在行稳致远
骆孟成

俗话说：众人拾柴火焰高。海归创业也喜欢抱团取暖，追求利益最
大化。在创业初期，合伙创业是较好的方式。但如何选择创业合作伙
伴？怎样与合作伙伴磨合？这些都是合伙创业必须考虑的问题。

俗话说：众人拾柴火焰高。海归创业也喜欢抱团取暖，追求利益最
大化。在创业初期，合伙创业是较好的方式。但如何选择创业合作伙
伴？怎样与合作伙伴磨合？这些都是合伙创业必须考虑的问题。

施思 （右二） 在黔西南州的文化部、统战
部、相关人员做调研，共同探讨少数民族的现状
和未来发展。

殷实 （右三） 与合作伙伴在福岛核电污染
废弃物处理模拟实验厂考察。

阮安邦 （右二） 在中关村与团队成员一同讨
论创业园区相关政策和公司未来发展方向。

阮安邦 （右二） 在中关村与团队成员一同讨
论创业园区相关政策和公司未来发展方向。

创业初期困难多

海归在国外留学或工作期间往往会发现一些好
技术、好项目，回国后想把技术和项目引进到国内
创业。但因为刚回国，对国内的政策、市场环境、
国情等不够了解，所以在创业初期总会遇到各种各
样的困难。

殷实曾在日本九州大学环境与经济学专业学
习，回国后创办了北京天时建科技有限公司。他
说：“我目前在做城市固体废弃物处理项目。我在德
国的时候，偶然了解到德国人新发明的一种超高温
技术，这种技术最高温度可达 2500摄氏度。我看那
个炉子非常‘可爱’，就想引进到中国。咱们国家有
很多固体废弃物要处理。我觉得这个项目既环保又
很有发展潜力。”

但仅有发展潜力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得到国
内公众的认可。殷实说：“我2007年考察项目，2008
年就正式立项了。当时出现的最大问题是融资难。
首先是人们环保意识不强，对环保项目了解得少；
其次就是人们的固有观念作祟——别人没用过的东
西自己也不敢尝试。这对推广新的高科技产品非常

不利。当时国内没有这套设备，投资方也不敢把这
笔数目不小的钱投资到这个项目上。”因为这些原
因，导致融资困难，让殷实头疼了许久。

施思毕业于新西兰理工大学，回国之后与合作
伙伴共同推广传统艺术。当谈到创业初期的困难
时，她直言道：“困难太多了。人们对少数民族文化
了解不多，导致我们的项目推广起来很困难。”

厦门宝佳仁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始人陈曦表
示：“在推广医疗健康管理服务项目之初，大家都对
此不甚了解，有人甚至认为我们是在做理疗产品。
另外，人们对社区型医疗健康服务的认识也很欠
缺。”

理念转变，创业事半功倍

国家和政府支持，不仅体现在政策方面，还可
通过提高公众意识，让公众了解相关产业。得到公
众认同，会使创业更加顺畅。

“近些年来，国家大力提倡绿色发展理念，老百
姓的环保意识也逐渐提高，这对我们环保产业影响
很大。国家重视环保，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环保
产业，我们开展项目也就更加顺利。”殷实说，“其
实除了得益于人们环保意识的提高，我们还享受到
很多实质性的支持，比如，中关村科技园区海淀园
管理委员会给我们减免房租，提供无息贷款，这对
我们创业初期有很大帮助。不仅如此，管委会每个
月都会联系各大院校的专业老师来给我们做培训，
在技术上给予我们支持。”

除中关村外，各地政府也积极支持海归创新
创业项目。“我们的项目是在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
落地的。我们做的是 PPP （公私合营模式） 项目。
国家倡导 PPP 项目产业化，所以乌海市政府非常
支持我们的项目。这对我们来说很关键。有了当
地政府的支持，社会公众对我们的认可程度大大
提 高 。 我 们 的 融 资 以 及 人 才 招 聘 等 也 就 更 加 顺
利。”

政府不仅在“硬件”上支持海归创业，在“软
件”方面也很给力。施思说：“我们的项目需要寻找
少数民族地区的国家级、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继承
人。这对我们来说很困难，不好寻找。但有了当地
政府的支持，由他们帮忙联系，困难就迎刃而解
了。”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 《中国防治慢
性病中长期规划 （2017—2025 年）》 的通知中提
到，强化规范诊疗，提高治疗效果，同时落实分级
诊疗制度，提高诊疗服务质量。“这对我们行业的推
动是巨大的。我们的项目是把分级诊疗做到社区
里，同时定期引荐专家到社区进行公益性的健康咨
询和推广。分级诊疗制度避免了人们即使头疼脑热
的小病也必须跑到市级医院诊治的情况。在分级的
门诊做检查，大大降低了医院的拥堵率，提高了病
患的确诊率。我觉得这个项目对整个社会都很有意
义。”陈曦坚定地说。

积极申请政策支持

“我觉得申请政策支持还是要看公司自身的发展
情况。最关键的是看补贴政策与我们企业的发展路
径是否匹配。”

阮安邦是牛津大学计算机博士，也是北京八分
量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始人。“我们团队当时选择
在中关村落户，最主要的是看中这里离高校近，有
人才优势。我们是‘知识密集型’的创业团队，所
以很需要优秀的学生资源。”他说，“我们现在还处

在初创阶段，暂时还没有拿到政府的资助。不过接
下来打算申请一下。”

阮安邦面带笑容自信地说：“接下来，我们会重
点关注税赋减免方面的政策支持。一些有关融资的
优惠政策也很吸引我们，比如政府担保、减息的银
行贷款等。企业发展，最关键是人和资金。中关村
是人才聚集地，所以我选择在这里创业，即使多付
些房租也值得。我们现在有一个很不错的团队，天
使融资到位，产品开始落地。下一步我们要关注一
些税收的优惠政策和融资渠道的政策。对于解决资
金问题，我有信心！”

陈曦是连续创业者。她说：“我的习惯是当一个项
目成熟并验证其可行性后，才会寻求政府支持。我身
边创业的朋友们都觉得厦门市政府在创新创业方面
的扶持力度比较大，而且审批流程也不复杂。比如，给
予办公场所低息贷款等支持。我加入了欧美同学会
海归创业学院厦门海西学院。这是一个专门扶持海
归创业的机构。学院会给我们引荐投资人，并定期
举办创业主题沙龙，做一些资金、资源方面的对接。
这些都给我的创业带来了很大帮助。”

施思也表示，“我们下一步将寻求和当地旅游局
合作，向海内外更多人推广少数民族文化。‘动’

‘静’结合，把少数民族服饰、食物和艺术文化结合
起来展示，从而使少数民族的文化精髓全面呈现出
来。”

（本文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题图来源：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