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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蚂蚁掀翻一头大象。”这在过去
是想都不敢想的事，但在创客眼中现在却
变 成 了 可 能 。 6 月 27 日 ， 由 《经 济 日
报》、《中国企业家》 杂志社主办的 2015
中国创客大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创客
们，以搅局者的身份，脑洞大开，誓言搅
动未来，把当下火热的“大众创业、万众
创新”的氛围再次推向新的高潮。

创业潮风起云涌

“小米公司从创办到今天，只有 5 年
时间，但发展很迅速，我们去年销售业绩
是 6100 万只手机，销售额 700 多个亿，
也算是创造了一个小奇迹。”小米联合创
始人林斌感到很幸运，“因为小米赶上了
一个创业的好时代。”

“从 2009 年开始创业到 2015 年，到
25 日网商银行成立，我们已经为 150 万中
小企业，提供 5000 亿元的贷款。”阿里云
总裁胡晓明说，现在阿里不仅解决了数据
创业的问题，而且还做了芝麻信用征信体
系，风险比银行更低。

“拉勾网从成立到现在才 23 个月，但
今天我们已经成为行业老大了。”拉勾网
创始人、董事长许单单并不满足这样的
成绩，“我们希望从最大的互联网平台，
慢慢沉下去，帮助更多的年轻人做职业规
划，教年轻人怎么更好地理解行业、未来
和成长，同时更好地理解自己。”

在创客大会上，小米、阿里、拉勾等
一家家成长的企业，在与大家分享创业智
慧的同时，也折射出当今时代的变化。有
关专家表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过
三次创业高潮：第一次是上个世纪 80 年
代初期“个体户”式的创业潮，第二次是
上世纪 90 年代初“下海”创业潮，第三
次是 20 世纪 90 年代末互联网创业潮。而
自李克强总理在 2014 年夏季达沃斯论坛
上首次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以
来，中国创业浪潮更是风起云涌。来自国
家工商总局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每分
钟就有 7 家新兴企业诞生，而北京市的比
例更高。

“现在创业很热，各地各级政府都非
常支持创业，这是个非常好的现象，因为
创新和创业会推动整个世界更好地、更快
速地发展。”拉卡拉集团董事长孙陶然表
示，如果大家都守在既有的东西上，那么
世界不会往前走的。如果更多的人都去创
新创业，虽然可能有一些浪费，可能有一

些失败，可能有一些拥挤，但市场最终会
把大家逼到一个点上，就是每个人都必须
发现市场新需求。事实上，纵观许多发达
国家的市场经济繁荣，无论是美国的硅谷
模式、德国或日本模式，都不是完全依赖
技术和资本，而是由创业为第一要素驱
动的。

武汉大学校长李晓红认为，当今时代
是创新的时代，创新已成为一种经济，

“创客”成为一种流行，“互联网+”成为
一种新的思维，国家把“大众创业、万众
创新”作为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如何把握
时代、创新创业，成就一番精彩人生，这
是摆在每个人面前的新机遇。

创新搅动新格局

满大街都是创客，有人如此形容当前
创新创业的热度。但在这样人和资源不稀
缺的时候，创客如何才能胜出呢？“做搅
局者，不走寻常路。”《中国企业家》 杂志
社社长何振红表示，搅局者敢于挑战巨
头，颠覆市场格局。

拉卡拉集团董事长孙陶然给记者举了
一个例子，“如果一个中国消费者，跑到
传统银行，没有抵押担保，很难借到 1 万
元钱，因为根本没有这个产品服务。”孙
陶然说，但拉卡拉就对此推出了一款个人
消费信贷产品，“只要消费者在手机端直
接提一个申请，1000 元到 1 万元钱，15
秒之内，我们回复是或者不是，如果是，
我们就把钱打给你。这个产品在上个月最

高峰的一天，我们给分布在 30 个省份的 1
万个人每人发放了一笔，每个人平均大概
5000 元的信用贷款，15 秒至 30 秒的时间
内处理完毕。传统的银行，不愿意做这件
事，也做不了这件事，没有这样的人力物
力，也无从判断，如何评估这些人的信
用，因为没有抵押、担保，甚至都没有见
过面，怎么核实？但是互联网金融就可以
做到，我们就是要做这样的鲇鱼。”

“创业这个事，要脑洞比较大，在一
个拐点上，必须要有一个往上拐的斜力考
虑问题，不仅要敢想，还要够接地气。”
人人贷商务顾问 （北京） 有限公司董事长
杨一夫说。

但在快速发展的市场里，搅局者同样
随时面临“被搅局”的危险，怎么办？

“只有敢于跨界，善于拓新，才能创造奇
迹。”武汉大学校长李晓红打了一个比方，
在美国“硅谷”流行一种足球游戏，两队开
始踢足球，场上突然出现两个足球，一会
又规定只能像橄榄球一样用手打，不能用
脚踢。“你如何应对？谁能最快适应新的游
戏规则，跳出惯有思维的框框，谁就是最
后的赢家！”李晓红表示，创新没有固定规
则，作为创业者要有拓新的勇气，要多一
些奇思妙想，拒绝“从 1 到 N 的复制”，
才能演绎“从 0到 1的创造”！

重“势”才有“市”

“善弈者谋势，不善弈者谋子。”在此
次创客大会上，有关专家表示，和以往历

次创业潮相比，每一次创业潮都会展现一
些新的趋势，作为有眼光的创业者，在谋
事的同时，只有学会和善于谋“势”，才
能开启和抢占未来之“市”。那么，当前
创业潮究竟有哪些“势”呢？

第一个“势”是“融合”，或者说基
因重组。今年以来，“互联网+”成了热
词，在不同的行业之间，传统行业和互联
网行业加速融合。互联网不再是单独一个
行业分类，而是整个商业中的水和电，利
用这样的水、电作用，几乎每个面对最终
用户的企业，都可以在传统行业已经固化
的利益格局中挤出利润。越来越多的创业
正在被“互联网+”模式洗牌，基因重组
出更具适应性的新物种，可以说是新物种
大爆发的时代。

第二个“势”是“深耕”。现在仅仅
选择足够细分的市场，已经不能形成阻挡
竞争对手的防火墙。即使充分利用互联网
手段的企业，也要直接面对用户，提供更
好的产品和服务。在深耕过程中，无数次
挫折积累的经验和不断沉淀的客户需求，
才是企业真正的优势。

第三个“势”是“年轻化”。以前新
兴企业的创业者，很多都是海归。而今天
80 后、90 后创业已经不是炒作的概念，
事实上已经成为新兴企业的新热点。新兴
企业创始人的平均年龄呈现出越来越年轻
的趋势。《中国企业家》 杂志的一份调查
研究显示，目前未来之星企业的创始人超
过一半在 30 岁左右，而 10 年以前创始人
年龄一般在 40 岁左右，“年轻派”正在成
为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创新发展新动力。

在 2015 中国创客大会上，有关“互联

网+”的两个生动形象的说法，令人印象

深刻。

一个说法，是阿里云计算总裁胡晓明在

演讲时所说的，“这是阿里巴巴坚信的，也

跟所有创业者分享：互联网是基础设施，它

会改变各行各业。在 5 年以后，有可能我们

不再提互联网了，因为互联网变得像空气一

样无处不在。”

另一个说法，则是在“玩转互联网+”众

创圆桌论坛上，在清控科创董事长、中关村

创业大街缔造者秦君谈到企业是否有互联网

基因时，分利宝创始人、哎呀呀集团董事长

叶国富追问，在传统基因和互联网基因间，

有没有转基因？对此，秦君的回答是肯定

的，而且表示一定要学会主动做好转基因。

如果说，“像空气”强调的是当下及未

来互联网无可替代的重要性，“转基因”则

直扣许多创业企业和大多数传统企业的心头

之问：“互联网+”的这个加号怎么加？“转

基因”到底怎么转？

推 进 “ 互 联 网 + ”， 从 大 的 意 义 上 来

说，是中国经济转型的重大契机。6 月 24 日

的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的 《“互联网+”行

动指导意见》，明确了推进“互联网+”的

11 个领域，提出要促进创业创新、协同制

造、现代农业、智慧能源、普惠金融、公共

服务、高效物流、电子商务、便捷交通、绿

色生态、人工智能等若干能形成新产业模式

的重点领域发展目标任务，并确定了相关的

支持措施。

具体到企业和个人层面，在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的热潮中，“互联网+”如潮水一

般，浸漫到各行各业，一大批创业者实现了

事业梦、人生梦，催生出许多新技术、新产

品、新业态、新模式，改变了我们生活的

面貌。

就拿互联网服装品牌韩都衣舍来说，据

其联合创始人吴振涛介绍，每款衣服可以只

生产一百件，点击率、转化率和各方面的销

售数据都能拿到，并快速做出决策，实现从

设计、生产到上线销售的全程互动。这样的

以销定产，在传统企业是无法想象的。

未来的“巨鲨”正在迅速成长。而摆在

广大传统企业面前的，却是一种广为流传的

说法，“不上线是等死，上线是找死。”怎

么办？

痛则不通，通则不痛。正如跟谁学创始

人 CEO 陈向东所说，任何一次创新就是打

破自我，任何一次打破自我都是痛苦撕裂的

过程，这种痛苦和撕裂怎么样最快，最终让

更多的人快速行动，这是巨大的挑战。如果

用心做自己，用心改变自己，用心拥抱现在

的变化，就有可能成为一家伟大的基业长青

的企业。

找准“痛点”很关键。从现场嘉宾的发

言来看，一些探索中的传统企业，逐渐摸索

到了自己的“痛点”，比如领导者心态、企

业文化、组织架构、与互联网技术的融合、

用户导向、员工激励、投融资、商业模式重

构、产业链的整合等等，都很关键。这些转

变，不是为了迎合潮流，也不是生硬地加上

互联网，需要的是由内而外、洗筋伐髓、重

置基因般的转变。

“大海弥漫无边，不识东西，唯望日、

月、星宿而进。”互联网潮涌之下，企业如

舟，顺流逆流，载之覆之，端看如何掌舵！

夏夜的北京，雷雨纷至。谭鸿志乘坐
的航班 6 月 26 日凌晨 1 时才得以降落在首
都机场 T2 航站楼，而早先抵达北京的袁
军已经在机场等候了近 4 个小时。27 岁的
袁军是土著时代的合伙人，同龄的谭鸿志
则是该公司的天使投资人，从大连星夜赶
来，两人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参加 26 日
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创客挑战赛。

“我们就是奔着进 16 强来的！”能入
选这次创客大赛，2 人特别兴奋，顾不上
疲惫，早早拖着行李箱来到会场。袁军
说，“很感谢这次盛会给我提供一次学习
交流的机会。虽然我来自创业意识不是
特别发达的地区，但是我们公司做的是
时下最热的新型环保材料，我很有信心
赢得比赛。”

26 日 10 时，创客大赛正式开始。从
上千个报名者中筛选出的 100 多位创客被
分 为 智 能 生 活 、 医 疗 健 康 、 生 活 服 务
O2O、能源环保、文化创意、教育培训、
互联网金融、跨界等 8 个小组，进行项目

路演。每位选手轮流展示 5 分钟的 DEMO
秀，之后 5 分钟要接受由企业家、投资人
担任的评委的考问、点评以及同组选手的
问题挑战，最后由评委打分，每组前两名
晋级下午的 16强比赛。

上午阶段比赛结束后，袁军没能如愿
进入 16 强，显得些许失落，年轻的投资
人谭鸿志则表现出了超越年龄的成熟。

“享受过程比结果更重要，我们的项目在
参赛前后有了很大变化，之前各项工作进
展缓慢，在大赛的倒逼下，整个项目都完
善了很多。”谭鸿志说。

相较于之前的许多创业大赛，在不少
评委眼里，这次大赛无论在项目种类还是
创客结构上都要更加丰富。作为本次大赛
年纪最大的选手，60岁的深圳母石净水设
备营销管理有限公司总裁张亚光，在耳顺
之年选择二次创业，要用自己的科研成果
为饮用水产业带来颠覆式革命。他坦承自
己比较固执，而年轻人更注重未来，想象
力丰富，值得自己学习。

下午的 16 强导师争夺战中，16 名选
手轮流上台面向所有观众路演，紧张激
烈、高潮迭起。超级表格创始人苏元成为
最大的赢家，58 到家 CEO 陈小华、畅捷
通总裁曾志勇、寺库 CEO 李日学等 3 位导
师同时抛来了橄榄枝，李日学更是直接发
出了投资邀约。

苏元坦言，由于超级表格做的多是
B2B 产品，参加这样规模的大赛，不仅可
以提高品牌知名度，也可以收获不少潜在
客户，“B2B 的项目最好的推广方式就是
参加路演。”

作 为 中 国 创 客 大 会 的 主 办 方 之 一 ，
《中国企业家》 杂志社社长何振红认为，
和其他的创服机构不同，创客大会就是要
提供一个公益性的聚合平台，在聚合中产
生价值、创造价值。通过一套公平、公正
的发现机制，让投资人、大公司、政府机
构发现创客，也让创客看见自己在产业中
处于什么位置。

早在今年创客大赛之前，《中国企业

家》 已经连续举办了 14 届中国企业未来
之星年会，每年评选出 21 家最具成长性
新兴企业，先后走出了腾讯、百度、小
米、京东、华谊兄弟、优酷等创新型企
业。目前，已经有三分之一的未来之星企
业成功上市，每 200 个全国城镇就业人
口，就有一个在未来之星企业工作。

虽然创业圈在各路小创客的“游击”
下，引起了不小震动，但是这些创客要想
从“搅局者”真正成长为商界大佬，还需
要跨越路途中的种种陷阱，经历长时间的
打磨，使自己变得更加靠谱。

“无论选赛道，选团队，对外合作，
我的总结就是创业者要成功一定要有格局
和视野。”陈小华是此次大赛的 4 名创业
导师之一，在他看来，今天参赛项目选择
的切入点太大，但是创业者往往意识不到
这个问题，只看到自己的竞争优势，导师
则尽可能地指导他们如何改进自己的项
目，使之更具竞争力和颠覆性，提高整体
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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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 有 格 局 的 创 业 者
——中国创客挑战赛侧记

本报记者 王轶辰

6月 27日，2015中国创客大会暨第十五届中国企业未来之星年会在北京开幕。 本报记者 李树贵摄

△ 中国创客挑战赛的 16 强团队唱响

《我的未来不是梦》。本报记者 金 晶摄
△ ▷ 中国创客挑战赛选手在介绍自

己团队的创业项目，争夺挑战赛 16强。

本报记者 李树贵摄
▷ 中国创客挑战赛参赛选手、嘉宾和

主持人互动。 本报记者 李树贵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