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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投资大量涌入，他们在用钱投票

哪哪些些创创客客最最受受宠宠

“对创客而言，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
是一个最激烈的时代。其实，对天使投资人
更是如此。”3月中旬的一个上午，北京中关
村创业大街又举办了一场创投活动。

人声鼎沸中，北京黑马基金投资总监
尹先凯和创客一轮又一轮约谈，完全停不
下来的节奏，就连咖啡都无暇尝一口。

像尹先凯这样的投资人，无不记得斯坦
福某教授投资谷歌十万美金，最后赚了整整
一亿美金，一度成了所有投资人心中的经典
案例。现在，资本的力量不断井喷，2014年更
是互联网金融投资大爆炸的一年。据相关统
计，2013年，对互联网金融的投资才59起，而
到了2014年则是195起，增长了230%。

如今出现了哪些新的创业公司、创业
者？哪些创业者容易成为投资人的宠儿？
投资分布在哪些方向、融资金额又有多
少？年轻创客又出于哪些高校？

天使投资不是浪漫的事

今年3月，所有关于创客、创投的建
议、提案，几乎都成了两会上最潮最焦点
的话题。老牌创客李彦宏、俞敏洪、马化腾
更是媒体追捧的焦点，他们的点滴言论，
只要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相关的，都
被整理成两会语录。

老牌创客俞敏洪要转行做天使投资
人，这让不少人感到亲切。“80后”对新东
方印象很深，甚至可以说带有某种感情，
上学时，多少人在新东方参加过英语培
训。作为新东方三驾马车之一的徐小平早
就出来创业做天使投资人了。他曾说，帮
助创业者成功，是一件浪漫的事。

徐小平创办了真格基金，在职业天使
投资人中，他从业时间不算长，但已投出
了100个左右的项目，其中包括世纪佳缘、
聚美优品、兰亭集势、红黄蓝等知名公司。
起初，一个他认为绝对不会成功的创业者
找他要钱。出于同情，他最后送给创业者
一笔钱，但这样的事，如同在圆他年轻时
未曾实现的苦涩的梦。

但投资不是做慈善，送钱的事只是偶尔
发生。徐小平在投资互联网企业时很有眼
光，在聚美优品创立之初，就投了18万美元，
后又追投20万美元，后聚美优品上市，获得
2 .3亿美元的回报，4年时间获得600倍回报。

近两年，市场上的投资主体变得非常多
元化。有一些基金尤其关注互联网金融，在
这个领域的很多细分方向都进行了布局，包
括IDG、红杉、源码资本、盛大资本等，甚至
专门关注互联网金融的天使基金也已出现。

据IT桔子投资数据显示，在对2014年
VC投资回报盘点中，红杉资本是大赢家。
2014年退出最多的是红杉资本中国，共有
11家实现退出，其中有7家公司通过上市
退出、4家公司通过并购退出。从退出速度
看，最快的当数陌陌，2014年4月红杉资本
6500万美元投资陌陌，而该公司在12月份
就上市了；从回报率看，最好和最快结合
到一起的当数红杉资本投资的聚美优品。

“其实，创业大潮集中涌现的当下，
创业公司挑选起来比以前复杂多了。”尹
先凯眼中，只有像uber、美团、美图秀秀这
样能戳中市场痛点的企业，才是好的投资
对象。之前创客较少，现在创客大幅增长，
素质也普遍提高了，但同时需要投资的创客
太多了，每天在创业大街上来来往往，投资
人凭情怀去选择是很浪漫，但很容易走眼。

投资对象

从资深高管转到“小鲜肉”

同属北京黑马基金的天使投资人李
江清醒地意识到，和过去相比，现在国内
创业公司的数量太多，如果说过去创业公
司的最后成功率有5％，现在恐怕连这个
数目都保证不了。

难怪在TMT领域浸淫已久的雷军公开
演讲时，分析自己的投资经验说，不熟不投，
只投人，帮忙不添乱。只有熟人，或者熟人的
熟人，他能摸上底儿的才进行投资。

对创业95%以上都失败的数据，俞敏
洪说，失败是不影响整个创业大潮的，不
是说你做成事情了才叫创业。即使在美国
商业机制等一切都非常成熟的前提下，创
业项目也有95%都是失败的。

李江听老牌天使投资人和他讲过，以
前的种子轮、天使轮流程已经无法应对这
种大规模的创业者。现在投资人已经看不
清楚，没有足够多时间和数据去支持判
断，同时大量创业者持续不断涌来，投资
界早就开始转型了。

“天使投资人以前可以凭自己的经验
决定投资，现在就必须加入一个平台或一

个聚合机构，才能得到比较有优势的判
断。”李江说，徐小平成立了真格基金，俞
敏洪也没有单打独斗，而是成立了洪泰基
金，化身投资人。这样，他们可以雇一帮人
帮自己做事。

在硅谷，还有人专做第三方数据机
构，对创业公司所有痕迹进行跟踪，包括
创业者本身的各种信息是否真实。这样就
给天使投资人提供了更加准确的信息。

某国际投资机构的投资人王鑫是做VC
的，他感受到A轮是阵地战，敌我双方都公
开，到B轮或C轮，会有一帮人专门做分析。
而天使轮尤其是种子轮，一切都是静悄悄发
生的，对创业者的各项数据分析也不准确，
投资风险格外大，所以收益也是最高的。

王鑫从剑桥大学毕业后，回国进入金
融机构做投资，就在几年前，成功创业者多
是高管，有钱有权有人脉，但现在随着移动
互联网的到来，给了很多年轻创业者机会，
一大批高校毕业生成为新兴创业者。

王鑫说，为了和这些创业者提前搞好
关系，后期可以优先追投。比如，他注意到

“你说我办”这个平台除了和大网站合作
做入口分流，还和快递公司合作做业务分
成，给了一些中肯建议，这些“80后”、“90后”
的创业者比原来的高管更能主动倾听来自
市场的反馈。

哪些高校最有创客基因

今年两会期间，俞敏洪从投资人的角
度建议说，创业要紧跟时代的发展；要从
小做起，心不要太大；要把团队维护好；把
创业想清楚，商业模式想清楚；最好拿到
投资以后再开展，拿到投资证明对你这个
模式的一种看好、肯定和支持。

说到更愿意给怎样的创业者投资，王
鑫说对中科院的创业者印象最深。

“他们更了解国家的发展战略，对痛
点的把握也比较理性而准确。”王鑫前期
关注过一个医疗检测公司，他们A轮融资
收到了500万美元，迅速扩大规模，然后利
用互联网的风口，顺利进入B轮融资时，融
了2000万美元，到C轮投资时，王鑫追投了
3000万美元，公司迅速上市。

“公司上市后，估值越高，VC收益就越
高，但要论收益率，还是天使投资最高。”除
了做投资，王鑫还帮游戏公司做过上市前的
推广和开发，收购过一个外资生产企业。

王鑫接触过的创业者很多，这些创业者
也分圈子。想在互联网圈创业，有一大批高
能校友也是个机遇。其中，留学斯坦福后归
国创业的不少，获得投资的更不少。

创业分圈子拼校友，是不是更容易融

到资？在俞敏洪看来，选择创业团队的标
准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未来的趋势，不
一定非要是现代高科技，就是大家可以用
到的，喜欢的；第二个就是，用到的可以升
级的；第三个就是看人，人要靠谱。

记者了解到，在培养创业者数量上，
总体来看，人数最多的20所高校皆是国内
知名度相对较高的高校，多为综合性大学
和理工科大学。其中最特别的两所高校是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和斯坦福大学，分别被
互联网公司产品数据库IT桔子收录了71
和57名创业者，有过读商科经历、海外高
校留学经历的创业者很多。

据相关资料，去年国内互联网领域总共
发生互联网融资1878笔，总金额超过1000亿
人民币。北京的创业公司的总数几乎等于广
东加上海的总和，投资金额也是两地之和。

对于这一点，一位IT评论员分析称，
北京是国内主流互联网和优秀高校最集
中的地方，政治和文化的积累为酝酿这种
创业氛围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北京的大公
司扎堆，比如百度、小米、360等；高校集
中，全国112所“211”学校，北京有24所。这
些同一公司或同一高校出来的创业者大
多有着同门的情结，而同事、同门情谊是
维系人们交流和沟通的重要纽带，从而推
动这种创业浪潮。

一周财经言论

>>>>

“过去20年，互联网
非常成功，但我发现一
个非常奇怪的事情，
很少有互联网公司能
健康地、平静地活过3

年。这意味着大部分互
联网公司只有“蜜日”、

“蜜周”，他们甚至没有蜜
月。”

——— 在汉诺威IT博览会
上，马云认为，要找到一个方
法让互联网经济和实体经济
能够结合，只有当鼠标和水
泥结合时，互联网公司才能
开心地活30年。

“之前老是讲对线上交易
执法部门很难监管，其实当我
们自己做电商后发现，大数据
云计算的水平非常先进，只要
将大数据的资料和监管部门
连接上，所有商家的情况一目
了然，无论是收税还是打假，
都能实现追溯。”

——— 步步高集团董事长
王填表示，对线上商家交易
行为的情况和数据的管理，
其实和实体店没什么区别。
既然从技术上可以完全实
现，就不能再搞线上线下双
重标准。

“我们今天单枪匹马走
出去有好处，但坏处很多，因
为政治、经济、法律什么都不
懂，但我们联合走出去就能
做很多的发展。”

——— 新希望集团董事长
刘永好举例说，由中国和澳
大利亚各二十多个企业共同
搭建的中澳农业和食品百年
合作计划平台，得到了双方
政府的支持，可以做一些粮
食的保障和肉蛋奶的供给体
系。

“马云开创了平台化的发
展模式，因为他知道零售业本
身是一个非常苦的差事，但是
做零售公司的服务商就是一
个非常好的生意了，因为在线
下有四百万家的零售商，在线
上有八百万到九百万的零售
商，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零
售业都非常非常地艰苦，但是
零售业的服务商现在做得非
常地好。”

——— 苏宁集团副董事孙
为民说，网上累计注册用户
要超过5个亿了，所以这样一
个互联网消费群体一定能够
催生电商行业的迅猛发展。

马云：

鼠标和水泥结合

互联网公司能活30年

本报记者 孟敏 实习生 于广芝

本报记者 张頔 整理

《创业维艰 :

如何完成比难更

难的事》

作者：本·霍洛维
茨

作者是硅谷最早的一批
互联网先驱人物，被马克·扎
克伯格称为“我们这些硅谷
年轻企业家的管理导师”。

本书中，作者以自己在
硅谷20余年的创业、管理和
投资，对创业公司（尤其是互
联网公司）的创立、经营、人
才选拔、企业文化、销售、
CEO与董事会的关系等方方
面面，毫无保留地奉上自己
的经验之谈。

创富荐书

创业者
进行路演。本
报记者
周青先 摄

北京中
关村创业大街
黑马会咖啡馆
内的投资路演
活动，投资客
用支持和拍砖
表 示 支 持 程
度。
本报记者
周青先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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