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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创业看硅谷，硅谷创业看YC。作为创业孵化器的先锋，硅谷顶极孵化器Y Combinator（简称YC）在创投领域大名鼎
鼎，如今已经制造了超过300亿美元市值。它的创始人保罗·格雷厄姆本身就是成功的互联网创业者，人脉甚广，再加上大量投
资人的目光聚焦，这是其先天优势。

YC最广为人乐道的是独有的创业项目选拔方式和培训机制：为创业者安排短期且高强度的编程训练，每个入驻YC的创
业团队都要搬到硅谷来住三个月，在这段时间里没日没夜地编程、头脑风暴、快速迭代产品、跟用户和投资人见面等，，通宵工
作的情况随时都可能出现。经过这种“创业即生活”的魔鬼训练后，就该谈谈投资的事了。天使投资人给创业公司提供供种子基
金并非新鲜事，但YC另辟蹊径，经过上述的训练与筛选，它采取一年冬夏两次批量投资的方式大规模生产创业公司。比如2011

年冬季，YC为当季入驻的44家创业团队各提供了15万美元的投资，像这样一次性对大量创业项目进行投资的案例在当时的风
投界是绝无仅有的，可以说是“严进宽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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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谷孵化器

长什么样

仅有免费场地不够

“我的创业项目想快速落地，向投
资人介绍盈利模式时该注意什么？”

“我想引入一笔股权投资，该怎么优化
公司股权结构？”……

8月26日，一场创投交流会正在济南
市高新区同科天地创业孵化器火热进行，
投资经理、财务、法律等方面的专业人士
被请到现场与20多位创客交流。一般而
言，他们是这类创投交流会的标配。

门广龙是其中一位创客，他先后
买来5台3D打印机拆分研究，从糖果厂
订购了糖果耗材，研发出3D糖果打印
机——— 可以按照电脑构图“打印”出个
性化图案的糖果。

技术成熟后，门广龙考虑该如何
将这台3D糖果打印机推向市场并量
产。当他把事业重心从研发转到市场
上时，他的创业之路才算真正开始。

门广龙经过考察发现，济南的创业氛
围虽然比不上一线城市，但也能找到好几
家孵化器，有国有背景的，也有民营的，为
创业团队提供短期的、零房租进驻。

“我们创业团队人比较少，产品也研
发成型了，对孵化器的要求并不只是一块
免费的办公场地。”门广龙发现，不同背景
的孵化器，提供的服务与资源也不同。

政府主导的孵化器公益性质浓
厚，没有盈利要求，入驻门槛比较低，
配套办公环境很齐全。但对创客来说，
孵化器的功能还应该包括为创业团队
找人找钱找市场找用户、诊断问题、规
划财务，而现实中很多政府主导型的
孵化器并不具备上述功能。

孵化器成“房东”

“刚才和投资经理交流了一下，他对
我的商业模式提了一些建议。”门广龙说，
他通过同科天地接触过几位投资人，但最
终能不能拿到投资，还要看消费市场能不
能快速接受3D糖果打印这种定制产品。

门广龙遇到的问题具有普遍性。
孵化器会找投资人检测创客的项目是
否具有市场价值，投资人投钱了，孵化
器才会培养创客，才会跟投。而创业者
面临的是从0到1的过程。那么问题来
了，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

同科天地孵化器的诞生具有典型
性。据这个项目的联络人王建英介绍，
本来这几座办公楼是用来做工业地产
的，但具有政府背景的济南高新区创
业服务中心的孵化器需要扩容，于是
2008年同科天地和创服中心共建了这
个孵化器。但现在这个孵化器已由民
企背景的同科天地独立运营了，经过
筛选的创业团队可以零房租被“养”一
年，发展不错便可正式进驻孵化器，享
受低房租，发展不理想的就要退出了。

王建英坦言，这个孵化器目前主
要盈利来自于房租。同科天地孵化器
本身配有投资公司，也和几个创业团
队达成了初步投资意向，今年还获得
了250万财政支持，“但要实现良性发
展，肯定离不开对创业公司的股权投
资。”王建英强调，公司原本是以对孵
化企业的投资作为主赢利点，但问题
是现在好项目太难找了。

任何投资驱动型孵化器都不想当
“房东”，但2011年中国百家孵化器调
查报告统计结果显示，41%的孵化器收
入结构上仍以房租为主，这使得一些
孵化器变相成了房地产项目。

泰国前副总理当代言人

同科天地的问题反映了目前国内
孵化器面临的一个共同挑战：如何吸
引到优秀的创业项目。在这方面，依托
产业背景，更加专业的垂直孵化平台
在资源对接上更具有优势。

80后许振昆在德国获得经济学硕
士后，回北京办了一家企划公司。2010
年他去海南旅游，发现当地割胶工需
要每天凌晨两点作业，非常辛苦。为什
么不能用机器代替人工割胶呢？后来
他发现，自动割胶机早已问世，但需要
手持操作，而且一台售价5000元，这样
的价格很难被割胶工接受。

回到北京后许振昆关掉企划公

司，开始研发自动割胶机。从2010年至
今，他前后投入700多万元，共研制出
了12代产品，通过将控制精度的精密
仪器换成机械，把割胶机的售价降到
了千元左右，并申请了国际专利。

自动割胶机研发成功后，面临的最大
问题是推广。许振昆的积蓄都投在了研发
中，创业团队大多是技术人才，缺少市场
营销经验。“割胶机是个专业细分的市场，
真是不知该怎么突破。”许振昆说。

一个偶然的机会，许振昆了解到
青岛橡胶谷做了一个孵化器“胶子驿
站”，这让他的创业项目峰回路转。

青岛橡胶谷是一个聚集了包括天
然橡胶、轮胎、橡胶机械企业等贯穿整
个行业上下游的平台型企业，其背后

既有青岛科技大学的技术支持，又有
软控股份这样强大资本支持。“胶子驿
站”所能驾驭的资金、人脉资源能够有
效渗入到创业项目初期发展的各个环
节，加速项目成长。2014年底，许振昆
将企业搬进了橡胶谷，橡胶谷以持股
孵化的方式助其发展。

在泰国今年举办的“奔甘橡胶节”
上，橡胶谷为许振昆的企业争取了市
场推广机会，许振昆带着自动割胶机
在泰国亮相。有橡胶谷的品牌背书，泰
国前副总理披尼·扎禄颂巴当场表示：

“你的割胶机要在全泰国推广，我给你
当代言人。”很快，许振昆的割胶机就
在泰国进行了试验试点。

“孵化器对公司的帮助很显著，尤其

是市场开拓，在橡胶产业方面，橡胶谷能
整合国内乃至全球的资源，这对于创业
者来说是原先想也不敢想的事情。”许振
昆说，今年公司销售预期是2万台，而一
台割胶机销售价在1200元左右，这就有
两千多万元的销售额。

创客做创孵，可懂创客心？

创客到底需要怎样的孵化器，恐怕只
有创客心里最清楚。因此省内不少孵化器
都是由成功的创业者运营的，山东博科青
年科技企业孵化器就是其中之一。

这个创业孵化器设在山东博科生
物产业有限公司内，公司董事长甘宜
梧从华东理工大学生物化工专业毕业
后走上创业之路，专注于研究实验室
生物安全这一领域。

在甘宜梧主导下，博科长期与中
国科技大学、山东省医学科学院、山东
省科学院等近十家机构保持合作关
系，“同一个项目，高校做基础研究，我
们企业做应用性研究，这样一来，能节
省巨大的科研经费开支，而且也有了
外脑支持。”甘宜梧说。

这样的科研资源并不是每一个创业
者都能够拥有的。创业成功后，甘宜梧觉
得应该为后来者提供一个更好的创业环
境，于是拿出1800平方米办公场地创建了
创客基地，他为这个基地划定了五大产业
方向：工业机器人、生物技术、软件开发、
科技服务和电子商务。

“在这几个产业领域，博科已经有

相关链接

免费场地、资金、市场机会，还是产业平台？

创创客客需需要要怎怎样样的的孵孵化化器器

创业可以说是
成功率最低的一个

“行业”，而帮助创业
者在千军万马中提
高装备，补血加气的
孵化器，比如众创空
间、创客咖啡、创新
工场……正在当下
的中国被创造和实
践着，各种玩法纷纷
上演。

那么，创业者到
底需要什么样的孵化
器？各类孵化器如何
吸引到优秀的创业项
目？如何为创业项目
提供匹配的专业深度
服务？这是孵化器面
临的两大挑战。

本报记者 张頔

了一定积累，如果创客需要实验室或生产
车间方面的支持，不用出公司园区就能实
现。”博科孵化器一位负责人说，一个主打
电子元件的创业团队，在孵化过程中第一
批成型产品就是从博科的生产线下线的。
目前这家公司年销售额已过千万，可以说
算是孵化成功了，但它并没有搬出博科园
区，而是作为产业链上的一环，在自主产品
外，还承担了博科的一些产品订单。

在临沂经济技术开发区，也有一位创
业名人主营的创业孵化器——— 科技鑫城，
创办人徐瑞明是山东机客网络技术公司董
事长，16岁创业，24岁时已身家5亿。

创业十余年来，徐瑞明一直在调整自
己的方向。眼下，他的工作重心又放在了科
技鑫城这个孵化器的平台建设上。

“创业初期没有太多的产品渠道，或者
不知道什么产品可以赚钱。”徐瑞明发现，
临沂有多个大型批发市场，这里的创业者
不少都想依靠电子商务来赚取第一桶金，
但他们缺乏培训和渠道，而这正是“闪客”
出身的他之所长。

科技鑫城为创客提供免费的产品信
息、营销策略、线上微商操作模式和盈利模
式，园区里还配套了融资服务公司、律师事
务所和会计师事务所。在徐瑞明看来，白手
起家的创业者需要的东西太多了，而自己
要做的是“配齐各种免费资源，创业者拎包
入住即可”。

对于北上广的创客来说，对于孵化器
的诉求主要是获得风险投资的机会，但对
三四线城市的创客来说，免费场地和业务
指导已经能满足他们的初步需求。

图为同科天地组织的创投交流会现场。这样的创投交流会更像一场路演。项目若获投资人青睐，孵化器也会跟投。 张頔 摄

本报记者 张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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