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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是一个企业为发展而筹集资金的行为与过程。如
果在创业期间遇到资金困难时能够融到资金，无疑是雪中
送炭。

海归创业者通过融资，能够跨过难关，获得更大的收
益。这也使得融资受到广大创业者的青睐。但融资时常伴
随的各式各样的前提条件，也常让创业者苦恼不已。

创业融资和融资创业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互利共
赢的融资，既让企业有机会发展壮大，一步步实现创业目
标，也能给投资者带来利益回报；附带着不合理条件的融
资，则会束缚创业者的手脚，影响其创新创业，最终可能
损害投资者的利益。

海归初创企业时的确需要资金扶持，但不能病急乱投
医，被眼前的利益蒙蔽，需要审时度势，多方权衡，分析
和了解清楚投资方的条件再做决定。同时，创业者需要脚
踏实地地发展壮大自身实力，
从而增加获取资本支持的几率。

只有自身能力出众，当真正
的机会来临时，才能有谈判的资
本，也才能行得稳，接得住。

往后梳得整齐的头发，一副玳瑁框细腿眼镜，西装革
履的李雪涛在“柏路旅行”公司大门外等候。他远远看见
我便迎了上来，那一身十分讲究的绅士穿着引人注目。

“我今年36岁，在刚起步的创业者中不算年轻了。”令
人出乎意料的开场白与他光鲜的年轻外表形成反差。2015
年4月，作为“柏路旅行”的创始人，李雪涛正式启动了他
的定制旅行创业项目。此时距离他转行从事旅游业仅不到
两年时间。“我正值中年，这是一个比“90后”创业者承担
更大风险的年纪。我放弃了稳定的收入，几乎将自己所有
的积蓄都投入项目。如果失败了，我将一无所有，而年轻
的创业者还有时间作为本钱。”他笑着说：“同龄朋友的孩
子都四五岁了，但我还不敢要孩子。”

“为什么要背负如此重的负担坚持创业呢？”
“我想正如有句话所说‘工作即爱好是一件非常幸福的

事’。我热爱旅行，因为它充满了冒险和不确定性。而为了
提供优质的旅行定制服务，我和员工每天都在研究怎么玩
儿。做我们感兴趣的事，每天工作都充满了激情。”这位谈
吐稳健的中年创业者，话语中显露出性格里的“不安分”。

李雪涛 2007年在法国拿到金融硕士学位后归国，开始
了他的职业生涯。时隔 8 年，他本可以继续拿着丰厚的薪
酬，享受中产阶层的安逸。但骨子里的不安分让他意识
到，自己不适合过于安稳的工作环境。其实这个特质在他
青年时就已显现。

国内读大学期间，李雪涛组建了两支摇滚乐队，并在
国内几个城市完成巡演。在法国留学时，李雪涛一边学
习，一边尝试不同的职业来培养自己的意志力。为法国餐
馆打工充当二厨，在酒店里做服务生，在海外电商网站上
做小生意……“最苦的一段打工经历是在农场里摘甜瓜。
每天只能睡在一顶塑料帐篷里，下雨时不仅漏水，还‘哗
啦啦’响得让人无法入睡。但这个工打下来我能挣2000欧
元，相当于当时2万多元人民币。除了上大学第一年，我几
乎没向家里要过生活费。”他颇为自豪地说。

同时，旅行为他打开了闯荡世界的另一扇大门。一切
都源于1996年一次偶然的香港之行。香港与大陆的城市差
异给当时年仅19岁的李雪涛思想上带来巨大的冲击。“高度
发达的商业化城市让我大开眼界，从此我便萌生了去西方
国家看看的想法。”在随后的留学生涯里，李雪涛游历欧洲
各国。毕业工作后，凭着丰富的海外经历，他获得了更多
去海外拓展市场的机会，足迹遍布美洲、非洲等多地。
2013年，他受邀加入一个境外奢华旅行机构，担任高级海
外旅行策划师，至此踏入旅游行业。“10年来，旅行带给我
的收获不是看了多少风景，而是世界观的改变，也让我眼
界开阔了。”

进入旅游市场摸索学习了两年多后，李雪涛琢磨着自
己创业。在银行工作和海外拓展的经历，为李雪涛积累了
大量和旅行相关的人脉与市场资源，也使得他深谙商业运
作规律。他认为，要想在旅游市场占据自己的一席之地，
除了要有丰富的海外经历，还需极高的资源整合能力。国
内正处于消费升级阶段，购买服务的习惯还有待培养。在
旅游市场毛利润极低的情况下，为公司找到合适的商业模
式，在创业初期实现盈亏平衡，短时间内存活下来才是首
要目标。

如今，“柏路旅行”旗下的“香蕉星球”项目已拿到融
资，秉承着共享经济的理念，成为了旅行者和旅行定制师
之间的桥梁，使更多善于旅行的人将他们的经验变现成价
值和财富。

李雪涛说：“创业有着方方面面
的困难，要想获得成功无法一蹴而
就。旅游行业创业更需要长期积累
品牌和口碑，所以我们每天如履薄
冰。但我相信，随着国人消费观念
的成熟，我们未来 10 年会继续发展
下去，甚至将业务延伸到海外，建
立自己的跨国旅行服务机构。”

多方融资找机会

3月21日，无界空间收获了信中利投资公司领投、
经纬中国跟投的A+轮融资。无界空间的创始人万柳朔
难掩兴奋，连说了多个“感谢”。他说：“这使我们专
注于联合办公的无界空间又增添了活力。”

实际上，说出这句话并不容易。回忆起公司创业
初期融资时发生的事情，无界空间的合伙创始人熊晓
云说：“我们在 Pre-A 轮融资的时候，遭遇了资本寒
冬。由于公司只有一家店面，融资就更困难了。”

幸运的是，不久后上海艾想投资有限公司和创业
最前线创投新媒体集团选择把资金投了进来。然而，
还有很多海归在创业初期并没有这么幸运。在中关村
创业园走访期间，一些企业表示，初创融资的确有一
定困难。一位刚创业一年的张经理说：“当投资机构不
能判断投资某个企业一定能得到高收益、高回报时，
是不会轻易将资金投入的。因此，初创企业在找融资
时有一定的挑战性。”

如今，随着国家对创新创业的支持力度不断加
大，融资渠道也逐渐多元。北京海淀区留学人员创业
园副主任王玮说：“与以前相比，企业融资的渠道更
广、选择也更多元化了。有天使投资人、相关投资机
构以及银行的借贷等多种方式供企业选择。”

从美国归来后，周宇翔创办了上海黑湖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在这之前，他曾帮一家主权基金在亚
洲做券商直投，对非公开发行公司的股权进行投
资，投资收益通过以后企业的上市或并购时出售股
权兑现。他说：“我了解一些主流基金的投资风格，
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充分相信创始人，给予高度
自由空间，不给企业提过多要求；另一类是在某些
行业有丰富经验，愿意提供资源，帮助创业企业制
定发展策略，也就是重新设置企业发展方向。这两
种投资风格各有优劣，具体该拿谁的钱，取决于创
业者的做事风格。”

除了投资公司的融资合作项目，各级政府提供的
相应政策也能对企业融资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北京
市海淀区侨联主席石岳在“海归驿站”海归创新创业
政策说明宣讲与解读会系列活动中指出：“眼下各区、
各创业园有关海归创新创业的政策很多，但由于信息
不对等，一些海归创业者对政策不够了解。通过‘海
归驿站’的系列宣讲，能有针对性地让创业者了解更
多的政策。”

好项目不愁没人投资

面对海归创业融资难的问题，王玮说：“融资难是
一直存在的问题，但也是相对的。投资方想要快速获
取回报，就必须找到发展前景好的企业进行投资。这
是由市场决定的。”

投资人商景富认为：“市场的优胜劣汰让投资人的
选择更加谨慎，也将投资目标放在运行更稳健的企业
上。这样自己的收益才能得到保障。”

但投资方这样判断投资对象的弊端也时常凸显，
一些获利周期较长的行业常常成为投资盲点。王玮
说：“一些投资方的资金有固定的流动方向，比如，有
的资金专门投资快速消费品行业、互联网行业。然而
一些海归的创业项目属于探索型的，短时间内不能获
得较高的收益，并且资金大部分都投在了科研方面。
这就需要借助政策的优势，利用政策带来的相关便利
条件逐渐发展。”

周宇翔谈起初创黑湖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时的情
景，他说：“在设计产品的过程中，为了避免闭门造
车，我去苏州、余姚的工厂里和工人一起工作，同吃
同住，在生产线上当了一段时间的组装工人。”

这段经历让几个投资公司觉得他既能进行战略层
面的思考，又肯脚踏实地学习。周宇翔也因此获得了
投资方的资金支持。“团队既有思想，又能实干是投资
方最青睐的。或许基于这一点，投资方才愿意投资我
的团队，给我们尽情发挥创造力的空间。”周宇翔说
道。

无独有偶，无界空间的两位创始人也是“实干
派”。从美国归来后，万柳朔和熊晓云开始着手创办无
界空间。事无巨细均亲自过问，就连联合办公场所的
打印机、饮水机的摆放位置都是两人亲自安排的。

融资不可操之过急

资金关乎企业能否顺利发展，其重要性毋庸置
疑。但是融资这件事也不能操之过急。

王玮说：“在创业融资方面，企业应该多问问自身
实力如何，能否让投资者放心投资。只有实力出众，
创意独到，在机会到来时才有能力接住。”

另一方面，王玮还提到初创企业要注意在接受投
资时的附加条件，切不可盲目寻求投资，以免自身权
益受到损害。“有些投资机构将资金注入企业是有条件
的。对此，创业者要十分谨慎，千万不要为了融资而
融资。”王玮说，“企业发展不应忘记初心，急于融资
的结果有可能是企业让金钱领路。这就与创业初心背
离了。”

回国择业很迷茫

因国情和教育体制的差异，海归回国找工作时难
免会有一些“水土不服”的反应。如果没有明确的个
人职业规划，就会更加迷茫。

李星 （化名） 在英国莱斯特大学读大众传媒专
业，但他并不想从事传媒行业。“我选择工作时大体
有个方向，偏重于服务类和教育类行业，但是没有
具体的职业目标。如果工作不是特别理想，我会考
虑‘攒钱’读博士。也就是说，可能我会先工作一
段时间，然后用自己挣的钱继续攻读博士学位。”李
星说。

金柱曾在澳大利亚学习会计专业。他认为回国后
“好工作”比较难找。他说：“我之前没有找过工作，
现在一开始真的不知道从哪儿入手。而且因为刚回
国，招聘信息来源比较匮乏，也就是在招聘网站上和
论坛上看招聘信息，然后再投简历。”

海归对国内就业形势不够了解，在投简历和面试
时往往因为缺少某项资格证书或是实际应用能力不强
而被拒之门外。“我应聘的很多岗位都需要国际注册会
计师资格证，目前我正在准备考试。而且面试的时候
有些具体问题我不太了解。比如问到税务的相关问
题，我对国内的情况还不够了解，所以最近要‘恶
补’一下。”金柱很无奈地说道。

因为教育类行业对语言要求较高，李星正在准备
雅思、托福考试。他认为证书是个硬性条件。在教育
背景相似、能力相差不大的情况下，有相关证书的人
可能更具有竞争力。

海归本人考虑多

海归学成归国后在选择工作岗位时，总会根据自
身情况考虑多种因素，比如薪资、工作地点、是否与
专业对口等。多方面权衡后，进一步缩小找工作的目
标范围。

在招聘会上见到金柱时，他正在向一家单位投递
简历。当问他这是份什么工作时，他笑着回答：“是和
金融相关的工作。我比较倾向于找金融类、财务类、
管理咨询类的岗位。我想先体会一下，看这些行业是
不是自己喜欢的。这对我来说很重要。而且这些工作
与我所学的专业也对口。其次我才会看薪资和待遇是
不是符合自己的期望。”

李星说：“我比较看重薪资和工作地点。我是北京
人，想在本地工作。而且地理位置也很重要，比如说
工作单位最好靠近地铁站，交通比较便利等。”

父母帮忙来把关

找工作时海归也会考虑父母的意见。在招聘会
上，一位母亲陪女儿一起来找工作。这位母亲说：“我
主要是来帮孩子把把关，因为孩子刚回国，不了解情
况。我希望她能找一份与专业对口的工作，单位的医
保、社保等福利体系比较完善就可以。”

金柱的父母对他的工作也有所期望。“父母希望我
能从事金融行业，最起码是他们听说过的大公司。”金
柱说，“我会尽量去尝试一下，但这也给我带来一定压

力。一开始选择加入大公司，自己能力达不到，很容
易被淘汰。所以，我想先积累经验，再尝试去更具挑
战性的工作岗位。”

企业如何选海归

扬州市回国留学人员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也来到北
京，参加此次招聘会，目的是帮助扬州有海归招聘需
求的用人单位招揽人才。工作人员丁女士表示：“用人
单位更看重个人综合素质，包括学习能力、今后发展
潜力等。比如，我们代招的几家机械类和化工类企业
想招聘科研人员，需要应聘者到生产一线工作。如果
没有在生产一线工作过，不了解产品，就无法从事产
品研发工作，所以我们更青睐踏实肯干、有一定工作
或实习经验的海归。”

另一家用人单位招聘工作人员表示，海归在语言
和生活经历方面的确有一定优势，对公司的海外业务
会有所帮助。

丁女士建议，海归回国后首先要明确自己的职业
规划。只有有了详细明确的职业规划，才能有针对性
地准备相关材料，并最终应聘成功。

在创业初期，创业者往往会面临
由于资金短缺而无法使项目落地的局
面，海归创业者也不例外。因此，如
何融资便成为了海归创业者最关心的
问题。

多角度看待海归择业多角度看待海归择业
王金铭王金铭 文文//图图

近 日 ， 中 国 教 育 部 留 学 服 务 中 心 发 表
《2016 年中国留学回国就业蓝皮书》。蓝皮书指
出近八成留学人员学成后选择回国发展。在刚
刚结束的 2017年春季留学英才招聘会上，前来
应聘的海归络绎不绝。那么，用人单位更看重
海归的哪些特质？海归找工作时需要做好哪些
准备？

海归创业咋融资
找准目标再出手

骆孟成

无界空间的创始人万柳朔 （右四）、熊晓
云 （右三） 与投资方合影。

在一家公司的展台前，一名应聘者正在向用
人单位咨询招聘岗位相关信息。

在一家公司的展台前，一名应聘者正在向用
人单位咨询招聘岗位相关信息。

北京市海淀区侨联主席石岳 （右） 在“海归驿
站”活动后与与会嘉宾交谈。 骆孟成 摄

（题图来源于网络）

李雪涛：
人到中年

走上创业路
袁 怡

创业融资还是融资创业
齐 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