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日前，复旦管理学奖励基金会发布公告，
宣布 !"#$年“复旦管理学杰出贡献奖”“复旦
管理学终身成就奖”和“复旦企业管理杰出贡
献奖”的评选工作正式启动。

!%&$年“复旦管理学杰出贡献奖”的评
选将聚焦“公共管理”领域。公共管理指政府
及相关公共部门为实现经济、政治、文化和社
会发展目标，制定宏观政策和实施综合管理
行为规律的学科群的总和。凡在宏观经济管
理与战略、金融管理与政策、财税管理与政
策、产业政策与管理、农林经济管理、公共管

理与公共政策、科技管理与政策、卫生管理与
政策、教育管理与政策、公共安全与危机管
理、劳动就业与社会保障、资源环境政策与管
理、区域发展管理、信息资源管理等方面有所
成就的学者和实践者均可申报这一奖项。
基金会还将继续设置“复旦管理学终身

成就奖”和“复旦企业管理杰出贡献奖”，分别
表彰我国管理学学科领域的开拓者或者管理
学研究的奠基人，以及在中国企业管理实践

领域作出杰出贡献的企业家或企业管理者。
十一年来，“复旦管理学杰出贡献奖”先

后颁给 '%位优秀的中国管理学者。刘源张、
傅家骥、成思危、汪应洛、夏书章先后获得“复
旦管理学终身成就奖”。海尔集团董事局主席
兼首席执行官张瑞敏、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
主席马云、联想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柳
传志先后获得“复旦企业管理杰出贡献奖”。

本报记者 张炯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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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堆效应"极为常见
孙金云介绍，丹麦物理学家帕·巴克（()*

+,-）曾在《自然机理》一书中提出一个关于
“聚沙成塔”的有趣问题：一颗颗的沙粒为什
么无需任何黏合剂，就形成一座庞大而稳定
的沙堆？物理学家如此回答：如果我们把沙粒
在显微镜下放大，每一颗都是形状不一的不
规则立方体。他们彼此之间产生的摩擦力与
重力互相牵引，让一颗颗看似毫不起眼的小
小沙粒，最终形成了巍峨可观的自然奇景。

在创业活动中，“沙堆效应”也极为常见。
比如美国硅谷，目前已经拥有超过一万四千
余家创业企业，仅苹果、谷歌和脸书这三家企
业的市值合计就超过 &./万亿美元；又比如美
国的大波士顿地区，已经孵化出了四千余家
高科技企业；还有以色列首都特拉维夫，这个
被誉为“创业新圣地”的城市如今初创公司融
资金额已达到 '/.0亿美元。

孙金云指出，一个成熟的创业区域，其发
展是由多种力量共同参与的，创业者、高校研
发团队、资本力量与当地独有的文化和政府
提供的基础设施一起，形成了一种互动互联
的网络组织体系。这种以企业家创业活动为
中心，围绕创业企业的孕育、设立、发展和成
长过程，提供相互支持的人群、组织、机构等
构成的以价值共创为目的的有机共同体，我

们称之为“创业生态圈”。

相互依存关系紧密
首先，一个完善、成熟的创业生态圈，内

部各种组织都是“共生互存”，缺一不可的。在
技术日益复杂的今天，生态圈内各个组织的
相互依存关系更加紧密。

其次，生态圈内的各个组织———从创业
者、研发团队到资本、市场———能够构成一个
完整的商业生产闭环。生态圈内部各组织互
利共生，它们的交易成本比与外部组织进行
交易更低。每个创业生态圈都有很强的独立
性，其中每个要素都是必要而且不重复的。如
果太过依赖外部要素的介入，生态圈会变得

不够稳定。进化，则是成熟的创业生态圈另一
个重要标志。创业生态圈的发展是一个有机
成长的过程，绝不可能是爆发式的快速增长
过程。通常是某些技术或政策的领导者首先
发起变革，继而引导资本、人才、应用等各方
面的追随，最终实现生态圈的整体升级和强
化。

当然，一个创业生态圈的价值不可能仅局
限于内部。健康的创业生态圈可以不断孕育出
新的创业企业，促进科技向商业的转化，塑造地
区的创业文化。知识和人才的“溢出”，是创业
生态圈的终极价值所在。

政府应成为黏合剂
孙金云认为，当下我国的创新创业热潮，

出现了许多优惠政策，这些优惠政策往往通
过一定的渠道以补贴或减免税收的方式呈
现。这样的政策导致能够获得帮助的企业是
有限的，更有可能带来寻租的空间导致事与
愿违。事实上，对于广大创业企业，更加应该
给予的是政策的松绑，从开办过程、税收政策
等方面大幅度精简流程，通过普惠式的行政
松绑为企业经营减少阻力。

他建言，对于政府而言，鼓励创业生态圈
的各种力量平衡发展，鼓励加强各种力量之
间的互动，提供各类数据、信息、基础设施等
公共服务，扮演好“服务员”的角色而不是成
为一线的“指挥员”。政府的力量应该是一款
隐性的黏合剂，任微小的沙粒慢慢聚集，积淀
成一座高塔。 本报记者 张炯强

! ! ! !由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主
办的 !"&$国际青年领袖金融高峰会在沪落
幕。来自 &1所海外院校和 &/所国内院校的
本科学员在为期两天的比赛中，围绕“资本
市场的未来”和“全球变革下的宏观经济展
望”两大议题下的四个热点话题展开热烈讨
论。最终，由来自普林斯顿大学、麻省理工大
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北京大学，清华大
学和上海交通大学等 &2所海内外知名院校
等优秀参赛选手组成的四个代表队摘得四
个话题的冠军。
国际青年领袖金融高峰会由高金金融

硕士项目于 !%&'年创办，是全国首个面向
高校本科生开展金融学术和实务交流互动
的平台，旨在培养学生的领导力、沟通能力
和组织能力，同时通过演讲和竞赛及与金
融业界领袖和学术泰斗的直接对话，提升
青年学子们对金融学术和实务的理解。
今年峰会创新引入“3456)78”概念的热

点话题讨论，同时还关注金融行业与环境、
社会责任以及公司治理之间的联系。获胜
参赛选手获得 !%%%元人民币奖金，和 93:

优秀奖学金。
本报记者 易蓉

面临动态定位问题
蒋青云指出，上海的一些老品牌，不能是

/%年前是这样，到今天仍然不变。老品牌都
面临动态定位的问题。动态定位要往哪个方
向走？一是要“拥抱生活方式的转型”。今天我
们处于一个消费升级的时代，人们的生活方
式正在转型，因此许多消费品都需要去重新
定位；二是要“拥抱年轻人”。如果没有年轻
人，品牌就没有未来。消费品是与人相关的，
是和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如三枪、大白

兔等老品牌，如果有更好的选择，更有竞争力
的品牌出现，年轻人一定是选择那些新的产
品和品牌，所以很多老品牌都应该面临这样
的挑战；三是“拥抱新的顾客连接方式”。我们
今天“互联网;”也好，“多渠道、全渠道覆盖”
也好，“<!<”也好，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连
接到你可能的消费者人群。比如，现在 0%=

的网上消费是移动端的，所以要根据目标消
费者的生活规律，或者他们的媒体使用方法
去连接他们。

分清未来定位层次
未来在品牌定位方面，我们如何做才能

有成效呢？蒋青云指出，第一还是要分清定位
的层次，我们在产品层面一般强调功能性、技
术性；在品牌层面要强调感知价值；在企业层
面主要强调市场机会、产业定位。比如方太，
就是做高端厨电第一品牌，把其他的业务放
弃了，方太也成功地做到了中国厨电领域的
领导品牌。
第二，定位过程中需要重视顾客对定位

的响应性。刚刚很多企业家提到的例子很好。
比如定位正确的话，让我吃瓜子时第一就想

到“阿明瓜子”。但实际上不是所有的产品都
有这样的效果。顾客在购买决策的时候有两
种方式，一个是快思考、场景性的，比如冲动
型购买。很多快速消费品是这样的。但是也有
一些产品是经过慢思考、理性选择的，“第一
联想”往往不起作用。你要看你的产品对顾客
的价值是什么，顾客是如何作出决策的。

不断创造新的活力
蒋青云对上海的老品牌问题指出观点，

当下，要分清三种境界，不断创造活力。第一
种境界只是做一个品牌身份而已，就是有
><?<，有品牌内涵表达，有视觉传播系统。
第二种境界就是在品牌身份之上，发力于品
牌资产建设，就是强化对顾客的感知价值，强
调品牌资产的运营。第三个境界是在前两者
的基础上创造品牌优势并因此获得经济和社
会绩效。如果品牌很有名望但是不赚钱没有
太大价值，反过来赚钱的品牌没有良好的声
誉也不行。上海的老品牌也好，现在面向互联
网的新品牌也好，都要遵循这样原理，来逐步
实现最终的品牌辉煌。

! ! ! ! ! ! !本报记者 张炯强

复旦大学青年创业家教育与研究发展中心主任孙金云认为：

创业成功需要一个良性“生态圈”
创业需要什么条件？人们熟知

的无非是资金、技术、创意、人脉等
等。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企业管理系
讲师、复旦青年创业家教育与研究
发展中心主任孙金云近日接受记
者采访时则认为，当下，创业成功
需要一个生态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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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本科生
比拼金融智慧

“上海·品牌沙龙”举行，蒋青云教授建议———

要再创辉煌 传统品牌须动态定位

聚焦“公共管理”
复旦启动管理学奖励基金会评奖

%&'(

近日，上海文创企业品牌文化建
设服务平台、上海企业文化与品牌研
究所等单位共同主办了第二期“上
海·品牌沙龙———品牌定位：价值与
局限”主题沙龙。沙龙上，复旦大学管
理学院市场营销系主任蒋青云教授
发言指出，消费升级之后，传统品牌
应能与时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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