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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_99_BE_E4_B8_AA_E4_c123_280906.htm 整个夏天，小潞都眉

头紧锁。谁要是没眼色问他一句，得到的必是“别烦我”。

相熟的都知道小潞正在为他的事业发愁：刚刚开门的文化传

播公司已经面临关门的窘境，合伙人的20多万元投资也要付

之流水。小潞把自己几个月的努力归纳成一句老话：“创业

的梦想和激情在冰冷的现实面前显得苍白而无力。” 这不是

小潞一个人的命运，这是大多数创业人的命运。就像当前商

界一位炙手可热的人物所说，1 00个人创业，有95个没有人知

道怎么死的，还有4个人是被听到一声惨叫，摔了下去，剩下

一个则不知道自己能够活多久。创业带给人们并不都是舒适

的老板桌和荣耀的红地毯，更多的人将不得不面对失败的结

局。 因此，创业的话题永新，而举旗的人寥寥。 创业，似热

还寒 几乎每一次调研，人们对创业都饱含着热情，尤其在年

轻气盛的大学生群体中，创业是不老的时尚。在最风行创业

的年代，一半以上的大学生有创业当BOSS（老板）的愿望。

人人都在谈盖茨，人人都在谈IDEA（创意），似乎大喊一声

，“我要创业了”，大把的银子就会倾泻到自己头上。那些

忙着找工作的人甚至成为大家“鄙视”的对象：你要给别人

打工啊？ 不过，即便氛围如火，动真格儿的仍然是少数。根

据清华大学的一份创业观察报告，在网络时髦的时候，中国

全员创业活动指数达到过11.6％，即每100位年龄在18~64岁的

成年人中，有11.6人参与创业活动。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在

全球排名中列第九，次于美国。2005年，该指数甚至还有攀



升，达到13.7人。 曾几何时，华中科技大学的李玲玲和她的

天行健科技开发公司、上海海运学院的傅章强和他的申德宝

公司以及“正式吹响广东大学生创业第一声号角”的卢伟麟

和他的智诺数码科技有限公司等都在创业、青年才俊和高科

技的名义下成了各地媒体的宠儿。这种舆论营造的氛围则影

响着社会的各个角落。 风险投资成了火红的词汇，似乎那只

是投资，而没有风险。政府也接 连出台各种鼓励措施，连校

园都纷纷推出创业园、孵化园，以期成为中国“微软”的母

体。一时间，“创业是美丽的，不创业是可耻的”，成为人

们的共识。 可是，好景不长，在网络冬天来临以后，那些顶

着高科技帽子的烧钱行为被证明是愚蠢的，那些曾经光鲜一

时的人物和他们的企业都走入困境以至死局。创业也转入到

低谷虽然在不为人关注的底层仍有大量的各种各样的企业诞

生。此后，媒体关注的不再是杨致远、大卫?费罗，而是到基

层、到边疆就业的英雄们。 就业不能满足每一个人的愿望。

在人头攒动的人才招聘市场，一份份精美简历雪花般投出之

后，创业常常会倔强地冒出头来。“当不好打工仔，也许能

当好老板。”于是，新一轮的创业在更加清醒的土壤中发芽

。 当然，大学生创业并不是创业的全部，甚至算不上主要部

分，但是它往往能拨动社会的神经，反映出创业在人们心中

的冷热，也反映出创业本身的特质。有研究者说，这一轮的

创业者很多带着某种被迫的意味，因为就业无路、找好工作

无门，才不得不自立门户经历风雨，这次他们不再是某种概

念的冲动。在这一点上，创业的大学生汇入了草根创业的洪

流。 支持这种说法的数据是清华大学的一份百姓创业调查报

告。报告称，中国的创业有六成是生存型创业，中国的创业



活动主要是由于创业者别无更好的选择而不得不做出的一种

选择的结果。 这个比例既高于发达国家又高于发展中国家。 

创业，梦依旧难题依旧 一个大名鼎鼎的公司老板说，创业者

需要梦想，没有梦想为做而做、为别人做而做都是做不好的

；创业者也需要毅力，没有毅力就不能够面对坎坷，创业的

路并不是梦想的那么好，它是靠毅力踩平的。 蒙牛的牛根生

则对这种说法作了阐释。他说，他在做蒙牛之前，16年养牛

，5年种草，前后21年，如果加上他父亲那一辈，两代人做

了66年的“牛梦”，而且在他周围还有一群做梦的人。 这些

话听起来很远，做到顶级企业的梦想也很远，但是 每一位创

业者的困难却是实实在在的。有一个人在“赢在中国”的论

坛上说，现在中国的环境对于草根创业非常不利。他的理由

是：第一，我们不缺乏好的项目和好的创意，但是获取资金

绝对是困难的，只有很少的幸运儿能够得到急需的“血液”

；其次，由于受到社会生态环境的影响，那些有钱人占据了

更多机会、资源和人脉，这对普通人产生了不应该的遮蔽作

用；再者，政府给普通人创业设置了非常高的门槛，例如注

册公司要想开增值税发票必须拥有500万元的资本。他还拿自

己作了例子。他今年26岁，学的专业是自动化，在上海、北

京都工作过，但是希望拥有自己的公司和事业。恰好他看上

了电子仪表的项目，便把工作辞了，下海一搏。 “当时我手

里有点钱，依次打听注册的事儿，找办公地点，联系货源，

筹措资金，但是很不幸，我周围的穷朋友较多，在农村的亲

戚更是帮不上忙。在工商所一问，我要干的这个行当要想拿

到增值税发票至少×××万元，那时候我手里只有10万多元

，天大一个玩笑。” 他没了当初的劲儿，“过两年再实现自



己的创业梦吧”。 小潞的烦恼也颇为类似。因为爱着写作，

因为爱着新闻，他大学毕业后没有找工作，而是决定和一位

“同志”一起办一份属于自己的杂志。辗转搞到一个刊号，

簇新的杂志也摆上了街头。据说，新杂志颇受读者欢迎。可

是，刚刚出了三期，他们发现，没钱了。小潞跑遍了武汉的

风险投资公司，但是得到的顶多是微笑或者鼓励，钱是没有

人给的。想过到银行借款，可那是肯定要吃闭门羹的。于是

，剩下的只是郁闷。 创业，过十道坎，练五种功 与创业者的

感性不同，创业的困难在研究者眼里要全面而理性。日前，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中国创业研究中心副主任高建教授，

就在其“百姓创业调查报告”中提到，创业面临十个坎：资

金、市场、债务、战略、员工管理、技术、人才、生产质量

、场地和政府关系。 事实上，很多创业者连第一道坎都不过

去。正像小潞等人的遭遇一样，用完自 有的启动资金就没了

钱路，终至于“一分钱就难倒了英雄汉”。大多数创业者都

感到，资金是创业初期最突出的问题。一些人经营不善导致

资金周转不灵，也有一些人是项目选择失误导致资金周转不

灵。学会控制资金流，是创业者应该具备的第一种技能。

2006年毕业于某体育大学的王增峰想开一个游泳培训的项目

。为了扩大宣传，他做了一个名为“微风体育”的网站。所

需费用如下：租用空间和域名一年900元，向百度预交一年的

推广费3000 元，网民点击一次，百度扣3角钱。王增峰随后发

现，互联网宣传没有针对性，有人可能是无意间点击了网站

，但并没有打算学游泳，那么这3角钱就白白浪费了。 他的

一些同行花钱则有效得多，发小广告或是在点击率高的焦点

论坛内加入自己的广告，不但省钱而且效果不错。不过，王



增峰似乎对这些行为很不屑，认为“有损社会公德”。 除了

如何高效率地管理启动资金外，寻找市场也是个大难题。某

些创业者是拍脑瓜、拍胸脯觉得一定有人买、有人看，但是

当你问他“你的客户在哪里？”“你的原材料在哪里？”他

们常常无言以对。这样的创业除了花钱买债恐怕没有别的结

果。 高建的观点得到了普遍的认同。不少网友在有关新闻下

面跟贴说，确实如此。一位网友说，他开办一个公司，因为

没有和政府里的一个官员搞好关系，最终莫名其妙地黄了。

还有人扯着脖子喊，“谁给我在×××路的一处门面，我一

定能赚到10倍的钱！”还有一个刚开了家教公司正在愁客户

不来，“原来觉得请家教的遍地都是，现在却是满地见不到

一个。气死人！” 怎么过创业的这些坎儿？高建说，创业者

要练五项功夫，排在第一位的是把握好市场机会，排在第二

位的是要博得家人和朋友的支持，排在第三位的是管理好资

金，第四是要有组织管理能力，第五是控制风险。 在“五功

”中，高建认为，把握好市场机会是一个比其他因素更重要

的因素。“你要是把握不了市场机会，你创业的其他努力很

有可能不能变为现实，因为创 业最根本的问题不是你去创业

了，而是你能否把所认为的市场机会变成市场现实。”不过

，机会永远是创业的第一个要素，不管在中国还是在西方都

一样。 创业，政府应一路绿灯 有专家说，创业并不仅仅是个

人的事儿，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创业环境的好坏，而

创业环境依赖于政府的政策。 根据有关的调查，创业者最希

望政府在税收方面能够给予他们优惠；其次是改善金融环境

，特别是在中小企业贷款政策上能够有所突破，放宽银行贷

款条件，降低贷款成本，建设融资渠道；再者是政府提供更



加充分的信息服务，其中包括人才信息、市场信息等。另外

，有的创业者希望政府提供一个竞争有序的市场环境，建立

起真正维护创业利益的行业协会。不少人羡慕美国的硅谷，

不为别的，就为那发达的风险投资体系和完备的政策支持体

系。 事实上，我国的各级政府和各类组织对创业都给予了不

少的关注。比如有个城市出台如此政策：为创业大学生提供

“一对一”的成功企业家创业导师；建立专项大学生创业基

金；为创业大学生提供启动资金；工商界参与并发挥主力作

用以志愿者的身份参加项目的推广、管理工作。其心不可谓

不诚。 江苏的团组织则推出了“SYB”（创办你的企业）帮

扶模式。通过办班、讲座等方式，对有创业意愿的青年进行

培训，还设立专项资金，为青年创业提供所需的小额贷款担

保。其他省份的团组织也都有类似的做法。 这些努力使我国

的创业环境得到了不少改进。据专业分析，在衡量创业环境

的9个方面中，创业环境相对于以往有改进的方面是：金融支

持、政府项目、教育与培训、知识产权保护和文化与社会规

范。创业环境评分也在不断提高。 不过，从整体上看，当前

我国的创业环境仍有改善余地。高建教授也曾对此提出过建

议。他说，促进创业的金融支持政策仍然是改善创业政策的

重点。政府部门应发展面向创业企业的权益融资机构，发展

面向创业企业的债务融资机构和工具；开发促进创业的政府

项目方面，需要从重视高新技术创业向兼顾高新技术产业和

一般产业中的创业活动转变。有关部门应从单纯提供资金支

持向提供创业帮助和创业环境的项目和政策转变；有关部门

应继续推进全面的创业教育及工商管理教育和培训，帮助创

业者掌握创业知识和技能.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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