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注册资金补贴 21.6 万元、办公用房 1
年减免 4.2 万元、住房补贴 1 年能拿到 3 万
元。1年算下来能省 28.8万元。”

28.8 万元——这是一个入驻厦门市
两岸青年创业创新创客基地的初创企业
第 1年能够拿到的直接补贴。这对初出茅
庐的创业青年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

“我们都是大学毕业不久的年轻人，
资金有限，周转资金只有 30 多万元。有
了这些补贴，我们可以把有限的资金投入
到核心业务和技术创新上，使公司实现快
速成长。”厦门兰特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
始人之一的张明乐告诉《经济日报》记者，
青创基地一成立，他们就把公司搬了过
来。目前，他们正在进行虚拟现实的智能
设备软硬件的开发，一款能够保存和展示
音视频的智能时光机有望很快问世。

28.8 万元——这只是厦门市两岸青
年创业创新创客基地给予创业者“真金白
银”支持的一部分。根据相关政策，青创
基地将对所有办公场所及创客、虚拟与现
实体验基地的装修改造给予补助，并对两
岸创业者从开办补助、住房补贴、租金补
贴、贷款担保补贴等方面提供鼓励支持。

厂房改造补助方面，对两岸青创基地
办公场所及创客、虚拟与现实体验基地的
装修改造，按每平方米 800 元的标准给予
补助。住房补贴方面，台湾人员在两岸青
创基地就业，按照实际缴交社保期限，每
人每月给予 1000 元的住房租金补贴。非
台湾创业人员在两岸青创基地就业按实
际缴交社保期限，每人每月给予 500 元的
住房租金补助。每家企业合计最高补助
人数 10 名。办公用房租金补贴方面，对
入驻两岸青创基地的企业，办公用房以
100 平方米为限，第一年给予全额租金补
贴，第二年至第三年分别给予 70%和 50%
的租金补贴。贷款担保补贴方面，对入驻
两岸青创基地的企业，按照担保贷款项目
实际担保费率的 50%进行补贴，单户企业
补贴金额不超过 10万元。

除基地本身直接为青年创业提供巨
大支持外，有关部门还将引进创业基金、
担保公司、金融、会计、法律及其他中介组
织等创业要素进驻基地，并提供咖啡吧、
食堂等生活配套服务，整合产业资源，提
供电商一站式服务，互联网农业社区等。

如此巨大的支持，并不是随便什么企

业都可以享受的。厦门市海沧保税港区
管委会副主任陈敏告诉记者，青创基地是
厦门市着力打造的一个创业创新平台，也
是海沧区推动产业升级的一个全新平台，
企业入驻门槛很高。在产业导向方面，青
创基地将专注于高科技文化游乐、台湾
O2O 电子商务、文化创意和互联网农业等
四大行业板块，重点发展电子商务、APP
移动互联网、软件信息、服务外包、研发设
计、文化创意、第三方支付平台等新兴产
业和现代服务业。

“海沧长期致力于打造台胞创业的乐
园 ， 青 创 基 地 更 致 力 于 成 为 两 岸 有 梦
想 、 有 活 力 的 青 年 创 业 者 们 的 创 业 乐
园，因此对台湾青年的支持力度更大。”
两岸青创基地有限公司胡新荣介绍，台
湾青年除可享受到同大陆青年同样的补
贴之外，开办补助、住房补贴等方面的
支持力度更大；同时，还允许台湾青年
创业者以个体工商户身份且无需外资备
案进驻基地；此外，入驻的台湾企业除
享受 《海沧区引进台湾人才暂行办法》
中的扶持政策之外，符合条件者还可叠
加申报中央、省、市、区出台的有关服

务外包、楼宇经济、总部经济、高新技
术产业、人才补助等其他扶持政策。

创新的政策和巨大的支持，激发出两
岸青年的创业热情，吸引他们纷纷入驻。
来自台南屏东的青年创业者高立丞致力
于酵素的研究和推广，6 月 29 日，高立丞
的生物科技公司在两岸青创基地正式注
册。“青创基地巨大的政策支持给了我无
比的创业激情，两岸青年创业者可以在这
里互通有无，相互协作，生产出消费者所
喜爱的新产品，后续的前景也是无可限量
的。”目前，两岸青创基地已有 56 家企业
入驻，其中台企和合资企业 38 家，另有 40
多家企业意向入驻。

“创新无止境，我们将不断创新服务
政策和措施，将两岸青创基地打造成两
岸青年的创业创新乐园，以及两岸青年
深度融合的新典范。”陈敏表示，经过 5
年运营，预计进驻创业企业将超过 500
家，就业青年超过 5000 名，其中台湾青
年超过 500 名，营业总收入超过 100 亿
元，形成厦门移动互联网和电子商务企
业聚集区，将两岸青创基地打造成为海
沧产业升级的新高地。

北京市 23 岁的公司白领肖可是个众
筹爱好者，他第一次参与众筹是 2012 年
6 月。“当时微博上在传熊顿的《滚蛋吧肿
瘤君》，有平台筹钱给她出书，一份 40 块
钱，回报是一本书。后来书真的出版了，
现在还拍成了电影。”肖可还众筹过饮水
器、健康手环、智能插座等产品。“众筹平
台上有很多新奇好玩的东西。”

肖可所参与的众筹，准确的叫法是
“奖励类众筹”或“权益类众筹”，一般是生
产者在研发阶段发起众筹，以预售形式提
供实物或者服务作为回报。来自市场研
究机构盈灿咨询的数据显示，截至 2015
年 7 月底，我国已有奖励类众筹平台 66
家，7 月单月预期筹资金额 5.17 亿元，而
在去年 10 月份，这个数字仅有 3899 万
元，可谓增长迅速。

今年，京东、阿里巴巴、苏宁等对奖励
类众筹投入重金，赋予“众人拾柴火焰高”
的众筹全新面貌。对于智能硬件等产品
来说，众筹不但意味着雪中送炭的一笔
钱，更是吸引眼球的重要途径，甚至成为
提升创新内功的“入口”。

营销背靠“大树”

7 月 21 日，互联网手机厂商 ZUK 在
京东众筹平台上发起对其首款智能手机
Z1 的众筹，4 档支持金额从 1 元到 9999
元不等，而此时距离 Z1 的新品发布会仅
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而同样在 7 月上
线的小米众筹上，首先亮相的红外遥控器
和智能电源都是已经进入公测期的产
品 。 和 在 国 外 最 大 的 众 筹 平 台 Kick-
starter 上的创业同伴们是真心需要启动
资金不同，国内的许多创新团队参与众筹

“志不在钱”。小米生态链产品规划总监
孙鹏表示：“Kickstarter 一般众筹开始一
年后才发货的很多，最成功的众筹产品之
一是 Pebble 智能表，7 个多月后才发货。
国内很多是快量产了才开始众筹，其实更
像一场营销活动。”

这种变化，来自于众筹平台的变化。
国内奖励类众筹从垂直类网站起步，而从
去年开始，电商企业纷纷入局。2014 年 4
月，淘宝众筹上线；6 月，京东众筹上线；
2015 年 4 月，苏宁众筹上线；6 月，国美众
筹上线。电商平台天然的大流量被更多企
业视为传播品牌和产品的优质渠道。在京
东权益类众筹负责人高洪偲看来，和传统
的网络营销方式相比，时髦的众筹更能让
用户对产品有参与感。市场研究机构易观
国际分析师马韬则认为，众筹平台已成为
各企业宣传自己产品的一个平台。

除此之外，“不差钱”的制造者们还希
望让众筹发挥出市场调研的效果。孙鹏
介绍说：“不同规模的产品有不同的定价
策略，在小米众筹之前，预估一个产品能
不能做成爆款，只能靠我们这十几个人，
但现在就可以先众筹一下，看用户反馈如
何，以此定价。”豹米科技 CEO 徐力恒也
表示，“淘宝众筹的用户群体大多数是网
购人群，这一点有利于我们产品销售试水
和品牌的曝光”。它们依赖的，正是巨头
们手中的海量用户。

巨头们纷纷入局，也让奖励性众筹的
行业生态发生变化。来自京东和淘宝的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 6 月底，京东众筹项
目数量总共 1446 个，其中 100 多个项目
募资额在 100 万元以上。淘宝众筹审核
上线项目 1700 多个，累计筹款超过 4 亿
元。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分析师钱海
利表示：“这一方面意味着更多用户接受
了众筹的形式，另一方面集中度的提升也
意味着洗牌的到来，中小众筹平台想要与
大平台抗衡必须不走寻常路，打造自己的
特色项目。”

不过，博取眼球获得反馈并不足够。
淘宝众筹负责人高征说，仅仅停留在营销
阶段，众筹价值不高。“众筹的本质还是为
创新提供孵化。”众筹平台们的野心，也并
非仅仅停留在以流量换佣金。

更“厚”的创新支撑

一个 39 元的智能插座小 K Mini，创
造了淘宝众筹迄今为止最高的筹资纪录：
在 46 天里筹到了 2100 万元。但这个“传
奇”故事的真正意义并不仅仅停留在巨大
的数字上，它也意味着，创新企业和众筹
平台之间的关系又向前迈了一步。

小 K Mini的生产企业控客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林立告诉记者，通过
淘宝名人微代言项目的“牵线搭桥”，小 K
邀请到歌手萧敬腾代言，“萧敬腾的粉丝
少说带来了 100万的流量”。他们在众筹
前准备了 10 万只插座的物料，但在众筹
一开始就接到了众筹平台的电话，告知物
料准备不足，必须赶紧追加。而在众筹之
后，小 K Mini 也迅速进入了聚划算。“我
们几乎是通过众筹平台成长起来的。”

高征表示，很多创新团队其实只有一
个很好的创意，对他们来说，众筹是将创
新的团队和商品带入阿里大的电商体系
的第一入口，接下来还是要孵化他们。“比
如在营销线上，众筹受到好评的商品可以
进天猫电器城和聚划算；需要场地办公方
面支持的，我们提供云栖小镇；需要贷款
的，提供蚂蚁金融服务；在制造环节，有一
高一低两条线，高的是由富士康提供代工
生产的‘淘富成真’，相对简单的生产，我
们就向他们推荐‘淘工厂’。”高征说。

同样的思路也出现在其他众筹平
台。京东众筹所属的京东金融副总裁姚
乃胜表示：“京东想打造一个比较厚的生
态链，使平台性的服务变得简单。创业团
队只要有一个靠谱的想法，剩下的设计、
供应链、生产、市场营销，还包括资金和用
户，京东都帮助解决。”国美在线副总裁黄
向平也表示：“国美在线在家电、数码上下
游之间有着独特的优势。在智能硬件、智
能家居领域，国美在线可以整合生产制造
商、渠道商、内容服务商及其他创业、设计
社区等，为它们提供服务。”

种种表态，其实正体现出垂直类众筹
平台与电商巨头们的众筹平台的根本性
不同：对于前者来说，众筹更为单纯；而对
于后者来说，众筹只是一个生态圈的起
点，可以直接引入电商平台；另一方面，电
商平台长期积攒的从生产到金融的供应
链各方面资源，在为创新团队提供服务的
同时，也蕴含着更多的增值商机。“比起一
个筹资平台，更重要的是成为一个孵化平
台，提供创新支撑。”黄向平说。

“只需用手轻轻按下按钮，汽车便能自动升起防护
罩，启动防雨、防晒等功能。”在首届“合享新创杯”知识
产权创新创业大赛上，“智能车载太阳能转化防护装
置”研发者梁钧正在展示着自己的专利产品。“我们的
这款自动伸缩车罩，简单地说，就是让汽车自己‘穿衣
服’，自己充电，使汽车实现自动化防护，并且做到绿色
环保。”梁钧激情洋溢的介绍及富有说服力的产品展
示，赢得现场观众的热烈掌声。

日前，由知识产权专业媒体 IPRdaily 联手多家知
名投资机构共同主办的“2015 首届‘合享新创杯’知识
产权创新创业大赛”总决赛在北京 77 剧场举行，众多
富有潜力的优质知识产权创新企业亮相，展示着自己
创新创业的规划与前景。

创新性的创业理念、深入的市场调研、精准的市场
分析、完备的生产营销链条考量⋯⋯在 8 分钟的项目
展示时间中，参赛者表现得十分专业,就项目核心、盈
利关键、团队运作、竞争对手、市场前景等问题，向在座
的听众进行了淋漓尽致的阐述，为现场观众带来了一
次思维盛宴，也为创业创新寻找着生根的土壤。

“你如何控制产业成本”“面对竞争你如何保护自
己”“你打算怎样建立并提高网上平台的公信度”⋯⋯
为激发更多的创意与观点，评委不断地进行提问与点
评。各个团队参赛者一一作答：“我们不求速达，不挣
快钱，要给知识产权行业带来正面的推动”。“首要任务
是脚踏实地做产品，努力打造良好的口碑。”

圆桌论坛环节中，各位投资行业嘉宾就知识产权
投资发展的行业状况进行探讨并提出指导性建议。“任
何产业的发展都离不开知识产权。我们身处‘互联
网+’的时代，有更多的途径去实现知识产权的价值。
在这样一个难得的契机下，我们要努力寻找适合自身
发展的道路，以及一个快速成长的商业模式。”新诤信
知识产权股份 CEO孙凯说道。

知识产权的投资融资一直是困扰着创业者的一大
难题，许多创业者因为融资问题得不到解决而寸步难
行。IPRdaily 的 CEO 周鹏说，“希望此次活动能够给
中国青年创业群体助一把力，为行业迸发更多的激情
和灵感，推动知识产权服务创新创业”。

据悉，本次活动自 3 月发起，很快汇聚了知识产权
行业的顶级专家与投融资界专家。在全国 200多个报
名项目中，最终只有 8 个项目闯入决赛。“通过此次比
赛，会有更多的投资机构和创业者开始关注知识产权，
知识产权将成为价值投资的吸引力所在。”洋葱基金合
伙人何晓军说。

众筹成为企业提高用户参与感的重要平台——

从赚取眼球到创新入口
本报记者 陈 静

在 Kickstarter上，众筹项目千奇百怪，

筹资未能成功或者筹资成功但并未生产

出成品的众筹项目多达七成，用户投资的

只是“梦想”；但在国内，奖励类众筹几乎

集中于智能硬件，用户也更为现实，很难

接受“跳票”，这让众筹平台对项目的审核

极为严格。来自淘宝的数据显示，真正能

够通过审核上线的项目只有申请总数的

5%，对生产制造销售等环节缺乏基本了

解和准备的创新团队，几乎没有希望登上

众筹的大舞台。

这就意味着，创新团队在创意之外，

还有其他“必修课”。一方面，从产品研发

就要开始招募对供应链各环节有经验的

人才加入团队，不能单打独斗；另一方面，

即使通过审核，也要注意维护与用户之间

的关系，建立良好的沟通机制，为投资人

提供完整的信息披露，比如研发进程和资

金去向等等，让用户能够进一步提升参与

感，通过口碑营销来吸纳更多资金。

而从众筹平台的角度讲，为了让众

筹发起企业在保持创新能量的同时更为

靠谱，对企业和用户提供的一系列服务

也应进一步细化。在前期，可以考虑为

他们提供数据增值服务，提供投资用户

和点赞用户的用户情况和他们的消费偏

好，帮助创新企业更精准地把握用户需

求以改进产品。还可以引入保险类企业

提供众筹保险，提升用户参与众筹的信

心，建立对投资者的保障机制。在后

期，也应该对众筹发起企业的产品进行

评估，同时建立更加透明的用户评价体

系，尽可能减少“货不对板”的情况。

同时还可以考虑与股权众筹打通，帮助

它们在资本市场获得更多支持。

作为创新入口，奖励类众筹方兴未

艾，探索持续健康发展的“游戏规则”，将

为激发创新活力带来积极的影响。

创意之外的必修课
安 之

厦门市积极建设两岸青年创业创新创客基地——

政策扶持打造创业乐园
本报记者 薛志伟

为创想插上翅膀
本报记者 韩 霁 实习生 窦红飞

北京鲲鹏创业营日前在北京开营，从 400 多个报

名项目中脱颖而出的 15 个创业团队将进行为期 30 天

的集中培训，享受 30 至 50 万元的种子基金、6 个月的

免费工位、实战导师的私人定制专业指导等多项优

惠。此后，创客总部还将帮助创业团队对接天使投资，

尽快实现融资落地。图为北京鲲鹏创业营导师在为创

业团队集中培训。 远 舟摄

鲲鹏创业营助推创业者融资

本报讯 记者周雷报道：日前，以“智汇 U+创未
来”为主题的 2015 海尔 U+创客大赛启动仪式在北京
举行。本次活动由海尔 U+联合海尔创客实验室、拓
荒族孵化器、中国智能家居产业联盟、赛富基金、海捷
基金等智能产业知名机构和风投共同发起，旨在面向
大众发起优秀创客项目征集活动，寻找杰出创客项目
开展孵化，促成商业价值转化，给智能家居行业发展带
来新活力。

当前，紧密围绕“互联网+”概念的智能家居行业
正迎来重大机遇。据预测，未来 2 到 3 年，全球智能硬
件的市场规模有望达到 300 亿至 500 亿美元，开拓这
片蓝海需要更多优秀项目的涌现，以保持智能产业生
态圈的持久活力。海尔 U+产业联盟作为智能家居行
业的领军品牌，在业界率先提出了以 U+智慧开放平
台为基础，大力开展创客活动。

本次大赛以北京为起点，将在上海、成都、杭州、武
汉、西安、南京、广州等城市举行创客沙龙。创客可通
过网站、微信、线下等渠道报名参赛，经预赛评选出的
8 个优秀项目将进入决赛。它们将有机会获得海尔各
产业的渠道扶持，以及获得投资机构的投资机会、加入
U+联盟等。

U+平台运营总监王征表示，举办创客大赛的目
的，是希望创客好的产品、创意能够促进海尔产业的发
展，同时海尔产业凭借每年 6000 万台硬件销售和高
达数亿用户的存量资源，也能使产品很好落地，进入海
尔的销售、生产、服务渠道。本次大赛海尔 U+将携手
合作伙伴提供推广、资金、技术、资源、平台等方面的关
键支持，与创客和科技发明者共同解决创意、创新、创
作、创业过程中的难题，实现优秀创客项目从甄选、孵
化到商业成果转化的一揽子解决方案。

海尔U+创客大赛征集智能家居项目

大巢制图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