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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记者帮

本报记者 刘俏言

在创业基因最浓厚的几个

国内城市里，杭州足以排在前

列。

这里从不缺有关创业致富的

神话：九堡，每一天都会诞生一群

新人主播；四季青，每一季都有女

孩带着服装梦涌入；创业小镇，办

公室白板上，甚至依稀还能看见

上一个创业团队留下的四个大

字：拥抱变化。

能在创业这件事上给予学

生最大资源支持和倾斜的学校

很多，浙江大学算是特殊的一

个。

陈高（化名）是一名有着近

20 年经历的大学生创业指导老

师。在陈高看来，每个学校的创

业基因不同，浙大的基因决定了

大部分学生最擅长的都是技术，

所以技术创业就成了浙大学生

的创业首选。

虽然根据 2015 年~2019 年

这五年的浙江大学就业质量报告

的相关数据，创业学生的数量从

83 名、59 名、68 名、54 名，到 39

名，数量略有下滑。但陈高觉得，

可以从中折射出大学生创业的风

潮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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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高老师认为，每个学校的创业基因不同，但

创业总归是有时代属性的。

“杭州对大学生的创业支持政策，是从2010年

前后就开始有的。”陈高说，那时的杭州有了大学生

创业联盟和创业培训班。

2013 年，各大创业比赛陆续开始在杭城举

办。而举办创业比赛的初衷，是为了搭建学生和资

本之间的平台，让大学生的创业点子被更多的资本

看到。

在这些创业项目中，大部分的创业方向都和创

始人本身的学历有关。那个时候的技术创业，围绕

着某一个实体展开。

例如“一亩彩禾”项目，依托浙江大学农学院二

十六年的彩色水稻研发，目前已经培育和收集了超

过100个彩稻品种。

再例如“回车智能眼罩”项目，依托的是脑电波

科技，主要产品是智能睡眠眼罩。

陈高发现，虽然十年间的技术大方向没变，但

领域愈发细分，创业聚焦的赛道越来越窄。专注在

“高精尖”的赛道开始变多，学生更加关注互联网与

人工智能，甚至是元宇宙和NFT。

而之前的一些创业公司也在一直寻求转型，大

家更加急于将自己定义为一个“科技和数据的创新

型公司”。对技术的要求，也从软硬件结合变成了

以软件为主。

“这个很好理解，就是靠单个学生的能力，无法

整合和接触到需要融资几千万才能开始进行的工

业类项目。相比于这些难啃的硬骨头，学生更爱做

一个 App，实现某些小而精的功能，或是用电脑代

码就能完成的一些数据项目。这些项目需要的人

手少，可以远程办公，前期也不需要投入太多金

钱。”陈高说，资本也更加青睐于这样的技术项目，

因为回报的周期相对较短，随时都可以转型和调整

业务结构，甚至放弃也不算难。

实体技术，变为数据项目和人工智能

十年来，创业变得更简单了吗？陈高说，说容

易也更容易了。过去创业举步维艰的资源、资金，

如今都有了更加丰富的渠道。就算是一个穷学生，

也能借助学校的力量实现自己的梦想。

“互联网时代遍地都是黄金。”这是创业圈里的

一句老话，但能不能捡到属于自己的金子，需要靠

学生丰富的阅历和超前于时代的思考。新一代创

业者似乎有一台电脑就能完成。也正因为创业的零

门槛，让越来越多的大学生跃跃欲试，想挤进这个赛

道里分一杯羹。

可为什么创业的人在减少呢？因为它的难

度依然在，只不过升级换代成了一些隐性的难

题。

陈高见过太多创业者，毕业时租住在 2000 块

钱一个月的单间里，拿着八九万一年的薪水。可创

业者们日复一日的坚持，却因寻找不到新出路而资

金链断裂，最终妥协去做了打工人。

在试错成本如此高的今天，单靠梦想二字似乎

不足以养活一个年轻人。要成为一个合格的“创

客”，就必须拥有一个不断更新行业前沿知识的大

脑，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勇气，和随时都能重新出发

的魄力。

十年来，创业变得简单了吗

经过十年变迁，为了在异常严峻的竞争里另辟

蹊径，学生们的创业目的，也从“改变世界”“实现财

富自由”变得更加复杂多元。

十年间，大学生创业比赛的种类越来越多，打

创业比赛的学生也在成倍增加。类似“创业点子

秀”这样的比赛，光浙江大学一个学校就有几十支

队伍。

陈高看到学生们高涨的创业热情，也明白这其中

不乏有学生另有目的。其中，有些学生参加创赛不一定

非要出去创业，而是同时可以获得锻炼并为保研加分。

可以说，对既参加创业比赛，同时又致力于保

研的学生来说，无异于是另一种形式的“竞赛比

拼”。一届又一届的新生拿着同一个项目打创业比

赛，可以在自己的履历上增添一笔。

随着国家对创业的重视，“创业比赛获金奖前

三顺位的学生可以保研”，对一些学生而言是足够

大的诱惑。还有一些学生参加创业比赛或是组建

项目，是为了在找工作时脱颖而出。

“现在很多的企业在校招时，会着重关注学生

的创业经历。通常而言，这些学生都是从大一就开

始参与各种创业比赛，大二大三开始组建团队做项

目。他们想得要比普通学生多很多，也需要花费大

量的精力做这件事，不是每一个学生都具备这样的

能力。”陈高说。

创业比赛，可以和保研并行

“好的项目还是能被看到的。”陈高依然肯定创

业比赛带来的积极意义。

在创业大赛中，浙大涌现了许多学生“创客”。

“他们爱聊趋势，爱聊未来，爱设想，也爱行动。”对

于浙大学生的创业视野，陈高很认可。

张斌是浙大学生中最具“创客”精神的创业者

之一。对于张斌而言，创业并非为了钱，而是去做

一件“能推动人类进步的事情”。“作为一个‘双一

流’高校的学生，我们不该想想改变未来的事吗？”

张斌说。

从高中开始，张斌就知道自己未来一定会创

业，至于具体做什么，不重要。

大二时，张斌就和一位广告班的同学合伙创立

了运动音乐项目，项目很快狂揽多个创业比赛的金

奖。后来，张斌又尝试做类似于人工智能赋能工厂

的“智慧工厂”项目。

2022 年，张斌带着他的新想法开始了新一轮

的创业，这次做的是底层数据互通的协议。

张斌认为，每个人在互联网上和各个应用交

互，产生的数据应该归属于每个人自己，而非留在

应用上。“这一定是能改变人类社会的大事，即便最

后这个协议不是我来做的，但趋势不会变。”张斌

说。

“这样的学生，就是为创业而生的。”陈高很看

好张斌，“他从来都是想到了就去做，即便试错成本

很高，也并不在意。”

创客精神，创业并非只为了钱D

创业大学生在路演中。视觉中国供图创业大学生在路演中。视觉中国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