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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场论坛 共话创业

“广州是最合适的创新之窗”，以色列特拉维夫
创新节创始人尤西·瓦尔迪曾这样评价道。

广州的魅力不仅含裹在车水马龙和争分夺秒之
间，一件件创新的产品，一个个实干的企业都是

“创新之窗”血液里的图腾。在这里，城市筑巢引
凤，人才济济一堂。

在 11月的最后两天里，南国依旧温暖如春。欧
美同学会年会暨海归创新创业广州峰会在羊城再次
点燃了“双创”之火。

一众海归创业者里，英雄互娱高级副总裁郑文
在近几年风起云涌的电竞行业中看到了蓬勃商机。

“传统观念认为，互联网体育、电竞行业只是在
打游戏，但实际上这只是电竞互联网的一部分”，郑
文说，“未来，我们会涉足传统比赛项目，以体育项
目电子化线上比赛的形式，基于线上线下的串联，
互联网体育的参与人数会有非常明显的上升。”

留英回国的郑文专注于年轻人喜欢的电竞产
业，2017 年全年，她的团队举办了 3000 多场比赛，
覆盖当下时兴的几款电竞游戏，雅加达亚运会电竞
比赛的转播，背后也有郑文团队的身影。

穿梭于多场平行论坛之间，像郑文这样发力新
兴产业的创业者不在少数，新派公寓的创始人王戈
宏也是其中一位。“共享居住”，是他关注的领域。

“‘创客’公寓、白领公寓、精品公寓、家庭
公寓……立足环保的住房产品，让年轻人有品质地
居住，从而有品质地工作。”王戈宏深信，自己公司
推出的系列居住产品是一种新型的生产方式和社交
方式，而“不断满足消费者高品质的生活追求”是
在激烈竞争中存活下来的创业密钥。

创新土壤 技术筑基

“80后”企业家袁玉宇，已是海归创业圈中响当
当的人物。

2018年3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三届全国
人大一次会议广东代表团审议时，袁玉宇做了 《推
进人才发展和产业创新》 的精彩发言。现场，总书
记还饶有兴趣地与他进行交流，这让袁玉宇备受
鼓舞。

10 年前，28 岁的袁玉宇结束了海外留学生涯，
回到自己的家乡广州，一个创业梦想开始在故土扎
根缠绕。

广州迈普再生医学科技有限公司的展示厅内，
摆放着运用生物3D打印技术制作出来的可植入人体
的产品模型，国内正式应用的第一个生物3D打印产
品就在这里诞生。袁玉宇归国之时，中国的再生医
学产业几近空白，90%以上产品依赖进口且价格高
昂，“让大众看得起病”成了他的创业初心。

10 年后，这家公司的 3D 打印已在全领域推进，
包括细胞打印和未来的精准医学，公司产品在全球
60多个国家销售。

重视人才培养，是袁玉宇在分享创业经验时反复强
调的关键点，“高质量的发展需要建立健康的创新和人才

生态环境”，袁玉宇感慨地说，“创新产业生态包括三类
人——基础研究人才、产业转化人才和创新型企业家，

缺一不可。这也是一个城市创新能力的体现。”
优厚的引才条件催生了广州的创业沃土，在这样

的土壤中孕育出越来越多创新的种子。
创业园区内，几辆完成无人驾驶技术改装的汽车

整装待发。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本报记者进入到其
中一辆，驶离园区之后的车辆将正式进入自动行驶状
态，驾车者的双手得以解放。

车辆启动，缓缓驶出。除了在突然加速时会感到
微异于手动驾驶的颠簸外，其余时间的乘坐体验均与
人工驾驶的汽车相仿。可供体验的车辆前渐渐排起长
队，与会海归们都想在这项新技术前尝尝鲜。

这家名为文远知行的科技公司，于近日宣布完成
A 轮融资。11 月初，全国第一辆自动驾驶出租车在广
州亮相，文远知行就是项目的技术支持方。该公司
CEO韩旭在一年前将公司总部落户羊城，如今，他兴
致勃勃地描绘着对公司未来发展的畅想，“自动驾驶可
以用独到的方式助力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韩旭说
道。“早上出门，去另一个城市开会，在自动驾驶的汽
车里读着文件，像拥有了一位‘专职司机’；晚上返回
家中的路上可以放松休息。这就是我们的梦想。”

诚意对接 前景广阔

人工智能、生物医药、金融投资等相对传统的海
归创业热点，依旧广受创业者关注。

在留学人才科技项目对接会上，薄力泉忙得脚不
沾地。他的公司经营跨国疾病诊疗的相关业务，此次
来穗，他希望可以达成更多合作意向。

有项目对接需求的海归创业者并不在少数。据统
计，此次广州市共收集到115个合作项目需求，涉及新
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等诸多领
域，达成意向项目共79个。

搭好平台，展示诚意。对接会现场，广州市 11 个
区及科创委、金融局等相关市直部门都在各自的展
台前摆满了厚厚的介绍资料，并积极回答海归的相
关问题。

广州市委统战部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羊城发力
人才引进，用实实在在的优惠政策招才纳才，留住
人、留住心。广州市黄埔区、广州开发区在去年推出
了人才和知识产权“美玉10条”，其中提到，对于特别
重大的人才项目，将“一事一议”，量身定制扶持政
策，最高可资助10亿元，可见支持力度之大。

记者手中一本名为 《广州引进海外人才政策精
选》 的宣传册上，“要创业来广州 要创新来广州”12
个字印在扉页上，恰似广州的引才宣言。

搭建产业领军人才发展平台，疏通产学研人才流
通渠道，在场的许多海归表示，广州的营商环境和政
策优惠“令人心动”。同时，通过“海交会”（中国海
外人才交流大会暨中国留学人员广州科技交流会——
编者注） 等系列品牌，大批海外人才在这里开启了回
国圆梦之路。

谈起这次对接会所达成的合作意向，海归田凤琴
感到收获颇丰。在她牵线之下，广州市相关部门与北
京大学创新研究院有可能达成合作意向，在创业基础
与创新实践课程方面展开合作。“我们海归要努力发挥

自己的桥梁纽带作用，将所学之长回报祖国，为国家发
展贡献一份力量。”田凤琴说。

据 《2018 年中国海归就业
创业调查报告》 显示，在海归
回国创业的行业中，教育以11%
位列第三，是众多海归选择的
热门行业之一。随着人们对教
育的需求越来越大，教育的种
类也在不断细化，幼儿教育、
语言培训、在线教育、出国留
学……这为海归创业提供了诸
多机会。

海归投身教育创业，有着
自身的优势。在海外的学习经
历，使他们具有更加开阔的视
野、开放的思维和多元的知识
储备，同时，也拥有海内外的
广泛资源。放眼当下的教育创
业市场，海归中，有人创办了
在线语言培训平台，有人开发
了教育信息化的产品，还有人
创办了深受父母和孩子喜爱的
儿童科学教育机构。这些创业
项目在目前都获得了不同程度
的成功，海归的海外生活经历
使他们勇于创新，并且能够及
时地嗅到创业机会。而他们的
海外学习经历也是一笔创业财
富。诸多海归在出国留学前都
曾经历漫长的留学申请，这些
过程成为后来者视若珍宝的经
验，因此，海归投身于留学培
训机构更具有先天优势。随着
我 国 出 国 留 学 的 人 数 持 续 增
加，海归“现身说法”，也让
国内留学培训机构的发展如火
如荼。

另一方面，海外的生活经
历让一些海归在比较中看到国
内教育的优势与不足，不同国
家的教育模式也让他们有了更
多思考。比如有海归回国后，
创办了教 6 到 16 岁儿童及青少
年编程的在线教育平台，起因是在欧洲学习期间看
到很多国家将编程纳入了小学必修课，当地小学生
的编程水平令他们惊讶。还有海归投身于国内的乡
村教育，因为出国后意识到自己并不了解中国，回
国后立志用教育连接城乡。这些创业行为都是海外
生活给予的灵感与激励，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在教育创业中，不少创
业项目也陷入了模式化，在线教育、语言培训等相
关创业项目层出不穷，但不久后就宣告“死亡”的
也大有人在。对于海归们来说，在如今教育行业需
求多元、客观环境发展良好、竞争激烈的情况下，
需要找准需求和定位，杜绝盲目复制模式，这样才
能在教育创业中发挥出海归真正的优势。

欧美同学会年会暨海归创新创业广州峰会侧记——

羊城搭戏台 海归唱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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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间隙，众多海归行色匆匆，因为他们中的不少人要参与多个主题论坛。有人手中的笔记本密密麻麻记了
不少新启发；有人寄希望能在这里找到合适的投资人或合作伙伴，让自己的项目走得更远；有人在求教更有经验
的创业者，细心打磨自己的商业模型。有一点是相同的，他们都在精心培育着自己归国之初的梦想之花——想要
做成一件事，成为有所作为的人。

在近日结束的欧美同学会年会暨海归创新创业广州峰会上，一面是创业论道，一面是项目对接，众多海归在
珠江江畔寻到了大展身手的机会。

从一个教育学的留学生、研究者、高校教师到国
际教育领域的创业者，岳芸在不断完成其人生的蜕
变。向中国学者提供走向世界的解决方案，让中国学
术获得更大的国际话语权，正是一个“大教育”者应
有的情怀。

岳芸：

从“小教育”到“大教育”的追梦者
邓啸林

图为留学人才科技项目对接会上，参会人员正在交流洽谈。

文/图

在广州迈普再生医学科技有限公司的展示厅内，海归正在
仔细参观展出的打印模型。

图为装备有无人驾驶系统的车辆，可供海归体验。图为装备有无人驾驶系统的车辆，可供海归体验。

图为岳芸在澳大利亚获得博士学位

留学海外，深耕教育学领域
教育，是岳芸人生的关键词，从上大学选择教育学

专业开始，这个词便开始与她相伴。2008年至 2012年，
岳芸在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大学先后取得教育学硕士、
博士学位。在澳大利亚留学期间，她的主要研究方向是
国际学生流动、高等教育国际化和国际学生心理健康。

“这些经历让我在进行教育学研究的同时，更加重
视跨文化交流的比较视角。”博士毕业之后，岳芸回
国，在北京大学国际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做了两年的师资
博士后。

“在北大完成博士后研究后，我选择到河海大学公
共管理学院做一个教书匠，在保持教育学研究者这个身
份的同时，也逐渐完成师生角色的转换。”在河海大
学，岳芸主要的研究和教学领域是教育哲学和国际比较
教育学。

“长期教育学的研究和教学经历，并没有让我放弃
成为一个创业者的梦想，有一种力量在支撑着我的前
进。”岳芸说。

接触创业，扩大“教育”半径
谈及从学生到教师、再到创业者的角色转变，岳芸

说：“在塔斯马尼亚大学求学之时，我跟导师一起承办
了一次名为‘对变化和挑战的世界的创新研究’的国际
学术研讨会，这次会议成为一个关键契机。”作为会议
的组织者之一，从未有过类似经历的岳芸开始时有些缺
乏信心。

但结果让她松了一口气。会议取得了圆满成功，来
自世界五六十个国家共 300 多位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

“与会代表对本次会议的举办方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
在这次会议上，与会学者的学术观点得到了充分的交
流，对国际高等教育的研究大有裨益。”岳芸欣慰地说。

“这次经历极大增强了我的自信心和勇气，只要敢
于尝试，创业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她说。

“我们为什么不借此机会成立一家公司呢？”在导师
的建议下，岳芸和导师、师姐成立了一家专注于学术会
议和学术出版的公司——澳大利亚多元文化互动公司，
还创办了自己的期刊。岳芸和这个公司很快在澳大利亚
崭露头角。

与此同时，事业上的成就，不仅帮助岳芸获得河海
大学的教职，也让她获得了世界首屈一指的学术出版公司
——国际教育与学术发展有限公司的青睐，公司后来被成
功收购。

全职创业，做一个“大教育”者
“鉴于近年来蓬勃发展的中国市场，也源于自己的

一个创业和教育情结，我被任命为公司的亚太区运营总
监，同时从河海大学辞职，开始自己的二次创业。”岳
芸如是说。

她很快展现出自己的商业天赋，从无到有，岳芸将
公司的业务拓展到港澳台、日本、韩国、新加坡和泰国
等地，并根据中国市场的特点，将亚太区业务的重点从
学术会议、出版转为留学和国际访学等领域。

“由于国内外学术评价标准的差异，学术出版这项
业务对中国学者并不十分具有吸引力。但是在高等教育
领域，欧美名校具有很大的优势，这就决定了国际访学
业务的市场十分广阔。”岳芸介绍说。“截止目前，我们
已经成功帮助 1000余名中国学者和学生圆梦海外名校。
其中，800多名进入了全球排名前100的大学，其中不乏
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世界名校。”

对于公司的业绩，岳芸如数家珍，“对我而言，留
学和国际访学只是第一步。我更想做的是为中国学者提
供国际化解决方案，从教育学的留学生、研究者、高校
教师，到为中国教育和国际教育提供交流平台、推动中

国学术国际影响力提升的创业者，这才是一个‘大教育
者’应该做的。”岳芸动情地说。

（本版照片除署名外均由受访者提供，插图来源于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