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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成本不仅仅是金钱
成本!最大的成本是机会和交
易成本"政府应该下大力气降
低这两方面的成本"当初我们
公司从核名到注册花了好几
个月!能不能用一些智能化信
息化的手段减少这些环节#

$$$汉德资本合作人董
事总经理 王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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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有些地方还是管得
太严% 比如变更公司名称!需
要公司所有股东本人到场!在
外地就不是这样! 太繁琐了!

也没什么必要"最关键是要让
创业者自由施展!政府该隐形
的时候一定要隐形"创业本就
是九死一生的事情!应该减轻
他们在审批上的各项负担!让
他们把更多精力放在创新上"

&&&梅花创投合伙人 吴

世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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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叶薇

风来了!"飞猪#难找

“都说站在风口，猪都能飞。现在风
很大，会飞的猪在哪里？”起点创业营创
始合伙人查立从 !"""年开始做天使投
资，接触过成百上千个创业者。在他看
来，大家投身创业的热情越来越高，比如
#年前中国只有 $%个创业咖啡吧，现在
可能 &%%个都不止。十年前中国没有很
多用新技术创业的公司，独立创业者和
大学生都很少，而现在，大环境已有很大
的改善。
但这其中也有“泡沫”。“一拥而上也

不是件好事。某种意义上说，创业不是号
召出来的，优秀的创业者和项目从来都
难找，需要投资人花费很多精力去筛选
辨别。”査立说。
有投资人跟记者开玩笑说，负责任

的投资人把钱投出去，都是怀着嫁女儿
的心，希望这个投资决定以及这笔钱，能
寻个好婆家，跟着未来的老公（创业者）
过好日子。但“好女愁嫁”的情况依然很
普遍。

风来了，会飞的猪难找；有时候，风
口也会看错。对创业投资来说，失败是常
有的事。“北京奥运会时，投资圈很多人
都判断到了 '(电视的风口，很多钱砸
进去了，基本都失败了。我 )%%%年就投
过跟 *+,-.//0类似的校园社交网络，但
那时市场还不成熟，做不下去。对创业来
说同理，有时候想法很好，可是做得太
早，太前端，也不行。”
“无论创业者的基数有多大，是 !%%

个，还是 !万个，成功者永远是凤毛麟
角，大部分创业者不可避免成了炮灰。”
实战派创业导师钱致远深有感触地说。

鼓励创业者快速试错

几年前，有家叫“饿了么”的大学生
创业公司，在起点创业营借了两个工位，
一周后换成一个小工作间，两周后换大
房间，又过了两周，工作室不够用了。
“他们当时一天的业务量是二三千

单，我问年底预计每天做多少单，他们说
十万！我当时只能‘呵呵’，一看就是大学
生初创公司拍脑袋的想法。”查立没想
到，拍脑袋拍出了高速发展。“饿了么”当
年年底完成日接单 !%万单的业务量，第
二年日接单 &%万单。如今，它已成长为
中国最大的餐饮 %$%平台。
“创业需要虎狼之志。”查立毫不犹

豫支持大学生创业。“诚信、能客观看待
环境、简单直接解决用户需求、学习能力
强，具备了这些能力，大学生创业完全没
问题。对创业来说，没有永远的失败，每
一次失败都是学习。我们要呵护草根创
业者的这种‘虎胆’，但是发展也不能盲
目。”
创新创业的氛围越来越浓，激发了

一些有想法的年轻人抛弃稳定工作，投
身创业大军。“现在的草根年轻创业者，
更多是在商业创新上的尝试，比如挖掘
到用户需求，解决市场的痛点。目前在移
动互联网的创业项目绝大部分是这种，

但他们灵光一现想出来的‘点子’经常遭
遇‘伪需求’。”
钱致远讲了一个例子，三个年轻人

自筹 !%%万元想创办一个儿童艺术教育
领域的“大众点评”，把全上海所有艺术
教育培训机构集纳到平台里，用户可评
价、购买课程等，但钱烧掉一半了，交易
量却做不上来。“最后变成一个导引类信
息网站了，看似能帮助家长寻找优质培
训机构，但实际上真正的需求并没有通
过网络满足，项目只能以失败告终。”
“现在创业者越来越多，创业服务也

要跟上。”钱致远认为，草根创业失败率
高达 ""1，初创阶段可以没有钱，没有
资源，但不可以误判方向，错误定位用户
需求。如何找到真需求、做好产品，如何
做不花钱的营销推广，如何与巨头 23、
避免被模仿等，这些都是可以学习的。
“我鼓励创业者快速试错，当初的创业想
法在现实中都是会不断修正的。不要怕
失败，但要减少失败的成本。”

创新要找市场"痛点$

近段时间，一本《从 4到 5：开启商
业与未来的秘密》一书受到业界追捧，而
书的作者———美国硅谷著名创投教父彼
得·蒂尔也走近人们的视野。这位被誉为
硅谷的天使、投资界的思想家创办过
2+62+7、帕兰提尔等公司，天使投资过
*+,-.//0、89:0-;9:、<=+,->等，围绕他形
成的“2+62+7黑帮”成为硅谷知名的创投
群体。
不少投资人接受采访时都提到了彼

得·蒂尔。在查立看来，中国很缺乏从 ?

到 !的颠覆式创新。比如特斯拉创始人
马斯克创办的 <=+,->，研制的火箭美国
宇航局都要买。“我也看过一家做火箭的
创业企业，没人敢投，因为国家政策法规
不允许。我们为什么不能有人做火箭、做
卫星、做能源呢？真正的创新是远离热点
的，甚至可能一直处于冰点中。不管是创
业者，还是投资者，敢在这方面尝试的都

太少。”
“这个圈子现在真的不差钱，大一大

二的学生拍了一些短视频，点击率很高，
估值就到了 !??万美元，但真正有技术
创新价值的项目在‘泡沫’中被淹没了。
很多创业项目一夜爆红后就没有声音
了，对社会没有太大价值。”一位不愿具
名的投资人说。
汉德资本合作人董事总经理王铮认

为，在寻觅创业投资机会时，具有突破性
的创新技术是第一要素，其次需考虑市
场“痛点”。海外一些革命性的技术研发
值得中国企业思考，正处于变革时期的
中国正需要颠覆性的创新作为强大驱动
力助推中国经济“弯道超车”。“真正科技
含量高的创业项目在中国还是太少，这
里面有教育、文化、体制等多方面的原
因。”
查立认为，很多投资人都是地产、贸

易、制造业起家的土豪，他们对高科技、
互联网行业了解太少、研究太少，而赌一
把逐利的心态很浓。
在美国的硅谷，天使投资人大多是

那些高科技企业的创始人，由他们扶持
的初创企业，创业成功率要高得多；而在
中国，目前对高科技创业“有感觉”的土
豪实在少得可怜。

%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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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更有作为

如今的网络巨头 @AB（百度、阿里、
腾讯），没有一个诞生在上海。有人总结
说，互联网时代，上海已全面落后。对这
种说法，投资人却有不同的看法。
查立坦言，上海的创业成本确实比

较高，但他认为，这里有来自全国各地的
人才，创业活力将逐步释放。
“不是说政府去搞创业一条街、天使

一条街就能鼓励创业了，真正的创业城
市，政府不需要做什么，只需要放手不管
就好。上海这座城市冷静，不盲目跟风，
我认为很适合创业。”
“我在上海投了 &个项目，有上门美

甲、轻食外卖、手游等，目前看下来交易
量都挺可观，很有潜力。”梅花天使创投
创始合伙人吴世春说。

在“互联网C”概念的引导下，行业
嫁接互联网成为创新的主要方向。投资
人指出，“互联网C”容易获得突破的领
域：一是行政垄断较少、市场化程度较高
的领域，如零售业、餐饮、物流行业；二是
供需发生转换，供大于求的领域，如房地
产供求如果发生反转，也会加速互联网
化；三是问题较多、老百姓不满意，信息
化水平低的行业，如城市交通、医疗领
域。
“最近已有明显的趋势，大量优秀的

D$D项目诞生在上海。在互联网垂直应
用领域，在和传统产业结合的领域，上海
的创新创业很有机会。”钱致远认为，过
去，对互联网人才的需求主要是会编程、
写代码，而现在需要大量接地气的商业
人才，这方面上海有很大优势。
“上海的机会在于它的服务能力和服

务业。上海的携程、大众点评都做的是真
正的‘互联网C’的事儿。上海没有出淘
宝，D$D和互联网C是上海最好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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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没有哪个时代，镁光灯
如此关注创业者。不少年轻人
梦想成为下一个马云、马化
腾、李彦宏，丢掉“铁饭碗”，自
立门户，感叹“创业遇到了最
好的时代”。

上海正大力营造“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的良好氛围，互
联网+、创客、草根创新、众创空
间……新词层出不穷，热力持
续升温。

然而，现在市场上好项目
比资金更稀缺；创业者不缺，缺
的是优秀的创业团队。本报记
者采访数名活跃在创投一线、
重金在握的投资人，在他们眼
里，真正的创新可能不是热点，
而是冰点；真正的创业绝不只
是靠灵光一线的奇思妙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