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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业说社区版

! ! ! !前不久，东华大学机械专业大
一学生何淑仪第一次走进了坐落在
学校学院楼的众创空间。“我参观了
一个下午，看到了机器人、!"打印
机、螺旋机等等很多的设备，感觉很
高端。”谈起和众创空间的第一次亲
密接触，何淑仪的话音中透露着憧
憬和期待。
和何淑仪一样走进这个地方的

学生不在少数，他们中的许多人热
爱生活、动手能力强、常常会有一些
奇思妙想，如今这群热情活泼的大
学生们拥有了一个共同的梦想基
地———东华大学众创空间。

众创空间

见证从无到有

#$%&年 &月 %'日，上海首个
高校众创空间在东华大学松江校区
挂牌成立。“众创空间目前在学校里
一共有五个基地，图书馆一个，学院
楼四个。”何淑仪第一次知道众创空
间是在易班上，现在她也积极投入
了众创空间的宣传工作。
成立尚未满一年的众创空间当

下正处于起步阶段，许多东西等待
完善，如何向全校师生宣传普及就
变得尤其重要。其推广主要分为线
上和线下，易班上的众创空间公共
群目前已经拥有了两百多个成员，这
些来自不同学院专业的学生通过公
共群的资料库可以获取创新创业比
赛资讯以及详细了解国家对大学生
创新创业的扶持政策，同时一些小有
成就的学生团队也会在群里展示他
们的成果以及分享经验。除此之外，
学校也会举办创业主题方面的沙龙
活动来吸引有想法有能力的学生。
“我现在还是大一，没有深入学

习过一些专业知识，参观的时候无
非也就是觉得这个机器人好厉害，
可以跑，可以比赛。”何淑仪坦言。此
种心情绝非一家，对于大多数学生
来说，他们现在还一无所有，但是创
新创业本身就是一种从有到无的过
程。在未来，众创空间的存在就像是
一座桥梁，在桥的一头的你两手空
空，但到达另一头的时候也许就有
所收获了，可是你还不能停下，这条
路仿佛看不到尽头，永远有下个山
丘等待翻越。

搞创作
实验室里打地铺

东华大学机器人社成立于

#$$!年，十三年来，这个社团里一
直活跃着一群热衷于科技创新研发
的创客们，机械学院机械专业 #$%!

级学生周有为就是其中之一。
“我当时对机械、机器人充满着

满满的期待与喜欢，于是参加了百
团大战，一心想要加入机器人社。”
回忆起两年前加入机器人社，周有
为记忆犹新。
刚进社团的时候，周有为和其

他新人一样，一起帮忙打扫实验室，
整理各类材料、零件等等。后来，社
团里的前辈们发现了这个大男生对
机器人的热情很高，于是带他参加
了 #$%'年的机器人大赛，最后摘得
了一等奖的荣誉。“这是我在大学里
的第一个校外比赛。”周有为说道。
渐渐地，同伴们发现周有为擅

长设计，于是很多项目、比赛都有了
他的身影。在大学里，社团组织成员

的感情往往可能比同班同学的感情
还要深厚。每到项目、比赛准备的热
火朝天之时，社员们一呆在实验室
就是一天，有时候太晚了就直接在
实验室打地铺，第二天清晨蓬头垢
面地溜回宿舍洗个澡去上课，“学院
楼的保安叔叔都跟我们熟了。”周有
为调侃道。
机器人社团的机器人分教学用

和参赛用两种，其中的参赛用机器
人又分两种，一种是对现有产品进
行二次开发，另一种则是由队员们
根据比赛主题，完全自主设计的机
器人。在机器人的设计研发过程中，
困难和失败是家常便饭。尽管学校
的专业老师会给予相关的指导，但
遇到问题的时候主要还是依靠队员
自己解决，大家一起查资料，找文
献，群策群力，只有实在走投无路才
会寻求老师的帮助。

有的时候，即使社员们事前思
虑周全，临到赛场也会状况不断。
#$%'年 %$月，周有为和队友在安
徽合肥参加全国机器人大赛，在比
赛的时候，他所在队伍的机器人发
生了各种故障，最终团队由于机器
人电子元器件损坏而落榜。“好在机
器人结构设计比较新颖，获得了专
家的认可，捞回一份优秀设计奖，那
次的确让人捏了一把冷汗。”周有为
回忆道。
众创空间成立之后，机器人社

的创客们又多了一个更广阔的平台
去施展才华。同时，学校也加大了对
机器人社的支持力度：购置了更多
更先进的实验与制造设备、提供了
更多的科研经费以及引入了更多的
优秀人才等等。
“失败后，情绪的低落是无法避

免的，但是会立即总结反思，找出问
题所在，避免重蹈覆辙。每次都学会
一点，才能懂得更多一点。”就这样，
周有为和他的同伴们砥砺前行，怀
揣着一颗热忱之心，等待着新伙伴
的出现，为新的突破而奋斗。

创业路
与良师益友同行

“创业是件很孤独的事情，很多
事情你必须要自己解决，没有办法
求助他人，而创客联盟的优点就是
能让你知道你最亲近的校友也在创
业，虽然你不知道他此时此刻经历

着怎样的孤独和伤痛，但你知道他
在。”当被问及众创空间对东华创客
有何影响时，工业设计专业大四学
生韩笑这样回答道。

#$%'年，松江大学城第一个创
客平台———创客咖啡诞生，这个项
目的成立就有韩笑的一份力量。“创
客咖啡是参与而已，我一心做的只
是寝室的那点小事。”这个出生于
%((! 年的女生在大一时发现中国
大学的寝室风格比较单一、缺乏个
性，怀揣着这样一个想法，她在大二
的时候发起校园寝室文化产品设计
的创业项目，最初立项的目的很简
单———为了拿到学校比赛的丰厚奖
金。然而令她没有想到的是，她们设
计的产品获得了学校老师们的赞
赏，并且一直走到了现在。
两年时间不长，但波折和困难

一直都在考验着这支年轻的创业团
队。早在 #$%'年，队员们就有过一
段深刻的“受骗”经历，当时她们与
社会上的生产厂家签订合同，购置
一批蚊帐。蚊帐的网孔分为很多质
量等级，生产厂家给团队展示时用
的是品质最好的一种蚊帐，但是当
队员们真正打开货物包装时却傻了
眼，选中的好质量被偷梁换柱，他们
收到的是一堆次品。
年轻的大学生创业团队往往不

清楚商业实际操作的潜规则，不知
道如何审核合同，不懂得用法律知
识保护自己，这些短板和缺陷都会
导致项目受到损害，甚至流产。所幸
身处在一个团队里，每个队员都紧
密地凝聚在一起，有想法可以沟通
交流，有问题可以一起商量解决，如
果真的失败了，队员们会一起讨论
如何将减少损害。后来，韩笑和她的
队友们通过与生产厂家反复地磋商
谈判，将损失降低到了最小。
在采访的过程中，韩笑还提到

了一个对整个团队很重要的人。“这
个项目坚持到现在，一是学校在创
新创业方面给予了很多帮助和支
持，二是我们有一个很棒的指导老
师———王俊民，他每周都会跑过给
我们提很多建议，比如你们的设计
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她说道。
如今，这群年轻创客的不少实

物设计已经投入批量生产，但是以
后要走的路仍然不轻松。“都说做一
件事不要追究结果，但是往往衡量
一件事是否成功的最直接标准就是
结果好坏，我现在只是个菜鸟，我还
在坚持并努力让它有个好结果。”韩
笑强调道。

!上海首个高校众创空间一岁啦"

!!!走进东华大学创客的"梦想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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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位于东华大学延安路校区旭
日楼的 )*+,-. 咖啡馆是在管理学
院支持下由学生团队自主运营的
投资创业项目，从今年 '月 %(日
起，这块年轻的创业实训基地又多
了一个特别的使命———见证东华
创新创业项目团队和校友导师的
初次邂逅。
“你们的项目和我们校友联系

很密切，你们有没有考虑下一步怎
么做？”张鹏在听完校园创意产品开
发与设计项目的汇报后，笑着问台
上的项目成员。与同学们想象中的
严肃紧张截然不同，坐在台下的校
友时而细心询问项目进展，时而幽
默调侃，项目交流汇报的现场氛围
轻松愉快。

东华大学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
开展创新创业教育以来，逐渐形成
了一套丰富完整的培养体系，从实
施各学院的创新创业教育启蒙、进
行创新创业专业知识教育到启动创
新创业俱乐部，很多创新创业的年
轻力量从东华大学走向社会。在这
样的背景下，东华大学旭日工商管
理学院校友会、学生工作办公室和

大学生创新创业中心牵头主办了第
一届“东华好项目”，旨在通过组织
资深创业导师、投资人对创业者提
交的创业计划进行深入探讨和剖
析，优化商业模式和业务规划，合理
化融资策略，帮助创业团队避免陷
阱少走弯路，提高项目的成熟度和
创业团队的认知，从而促进融资到
位和创业成功。

作为创业导师之一的张鹏毕业
多年，现为长三角中小企业品牌建
设推进委员会副秘书长，他拥有十
五年的多元化跨界企业管理经验，
对企业战略、内控管理以及商业模
式有极强的管控、研究和实战经验。
第一届“东华好项目”共分为五期进
行展示，在前三期的展示中，他耐心
倾听着每个项目的想法，认真地向

同学们提问，不放过项目的缺点和
遗漏，也不吝啬对优秀项目的肯定
与赞许，甚至为彼此独立的创新创
业项目们之间搭建联系桥梁，打破
以往项目团队之间“零交流”和“各
自为政”的局面。在第二期汇报结束
后，张鹏邀请了几位他印象深刻的
项目组长进一步沟通，并且留下了
他们的联系方式。
除了在线下的交流活动，东华

校友们还在线上建立起了一个名为
“创业上海·东华好项目”的微信群，
服务于东华大学学生及校友创业、
孵化和投资融资。目前微信群里一
共有 &(个人，均为东华大学校友和
师生，随着“东华好项目”的推进，这
一数字还会进一步增加。

创业创新教育开辟新模式
东华校友争当创业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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