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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开放而有机的
创意创新创业教育平台

—— 清华 x-lab 执行主任毛东辉访谈

陈超群

随着全球创新经济的发展，以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和剑

桥大学等为代表的国际一流大学已开展了特色鲜明的创新创业教育，我国高校

的创新创业教育也正在兴起。清华大学在开展创新创业教育方面一直处于国内

高校的前列，特别是由经管学院发起、十四个院系共建、成立于 2013 年 4 月的

清华 x-lab( 清华大学创意创新创业教育平台，中文名称：清华 x- 空间 )，在

短短的时间内，已在国内外形成较大的影响力。记者就此采访了清华 x-lab 执

行主任毛东辉老师，请他谈一谈清华 x-lab 深层次的含义。

创意创新创业教育不是资源拼盘

记者：能否请您谈一下清华 x-lab 的定位和主要功能？
毛东辉：清华 x-lab 是一个新型的创意创新创业人才发

现和培育的教育平台，为学生提供一个与社会紧密联系

的学习、交流场所和边干边学的环境。这个平台与社会

具有很强的互动，随时采集投资界、企业界、行业的反

馈，鼓励学生去市场上验证自己的想法，了解需求、问

题，找到目标客户，再回到学校去做，而不是闭门造车。

记者：如何实现互动？是不是为参加这个平台的学生提
供各种资讯？
毛东辉：不是提供资讯这么简单，不是把资源拼成大餐

就可以把创新创业教育做好。我理解的是，要把各种各

样的课程、活动、理念、方法、工具，有机地变成平台 毛东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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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备用的要素，通过体系化的创业教育武装学生

们的头脑，让项目能够从零往前走——从创意开

始，做出产品，进而走向市场。

根据创新的经济学定义，创新是把新技术、

新发明实现首次的商业转化。所以，光写出了

论文或申请了发明专利而没有实现商业转化的，

不能称其为创新。但商业转化以后，还要进一

步市场化、规模化、产业化，还需要有策略、

投资、运营，这才构成一个创意创新创业的全

过程。

记者：能否具体解释一下“有机”的概念？
毛东辉：有机的概念就是，我们希望通过一个平

台，实现资源的聚集，让这些从零开始的创意一

路走下去。如果借助清华 x-lab 这个平台，创业

者建立了团队、获得了资源、得到了系统化的创

业教育，创业的进程能走得好，那么平台的价值

也就体现出来了。所以，创意创新创业教育不是

凑一桌五花八门的大餐，而是整合相关要素，使

之形成有机的整体，帮助项目从零起

步，并在项目进程的每一个环节起到

作用。我们有一套路径，通过项目加入、

培训、讲座、团队交流，EiR（驻校企

业家）、AiR（驻校天使）辅导等，像

跑马拉松一样，盯着项目的进展，做

到对项目的进程心中有数。

记者：现在这个平台有多少项目入驻？
毛东辉：从清华 x-lab 创办到现在，我

们接收的项目有 500 多个。我们收到

项目后会在每周四下午开新项目见面

会，每次大约评议十个项目。

记者：邀请哪些人员参与项目的评议？
毛东辉：参加项目评议的有清华 x-lab

的 老 师（来自经济管理学院）， 以 及

具有企业管理经验、投资经验的专业

人士。我们还邀请投资公司的校友担

任顾问，以市场眼光去评判项目。项目评议必须

要有投资人参与，这样对项目的判断就能跳出校

内眼光的局限性，直接与市场对接。一般来说，

投资人对于一看就入眼的项目也会重点去跟进，

或者给学生更多的补充和建议。

记者：投资人会经常到清华 x-lab 来指导学生吗？
毛东辉：我们聘请了一批驻校天使和驻校企业家，

邀请他们来场地工作。学生如果有问题、有想法，

希望得到指导，就可以与投资人约好时间，一起

来讨论。而且这里是一个免费的公益性平台，大

家是以一名导师、校友的身份来工作的。

帮助学生从零开始

记者：能否请您谈一下清华 x-lab 与孵化器的区
别？
毛东辉：清华 x-lab 与孵化器的区别在于定位和

性质的不同。清华 x-lab 定位于帮助学生从零开

清华 x-lab 启动仪式上，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中）与
战略合作伙伴清华科技园董事长梅萌（左）、清华企业家协会创始人
邓锋（右）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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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其性质是一个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平台，在

创意、创新和创业方面开展学习和实践活动，努

力提高学生的创业能力和创新精神；而孵化器的

门槛是根据项目质量、团队情况帮助已经创立的

公司继续成长。打个比方，如果说孵化器做的是

1 到 10，那么清华 x-lab 的定位是从 0 到 1。学生

只要有认真的创新创业想法和态度，我们认为其

具有创新性，就鼓励学生去做，与学生一起努力。

这样，学生就从一个人的想法，逐步发展为与创

业伙伴一起开始创新创业。

记者：能否具体谈一下如何从零开始？
毛东辉：许多学生来清华 x-lab 的时候，往往只

有一个比较初期的想法，也还没有团队和投资，

我们会鼓励他们一边在 x-lab 平台上学习创新创

业的方法，一边做自己的项目，不断寻找好的方

向、推敲思路。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学生们的

项目方案会有明显的进展。我们的工作是综合性

的，主要是帮助学生建立好的商业思维， 因为创

新创业仅仅有技术思维是不够的。清华 x-lab 的

老师都做过创业教育或具有企业管理经验，在进

行辅导时，能够给学生有效的反馈。

比如参加由清华 x-lab 发起并主办的清华大

学“校长杯”创新挑战赛的十强团队，要经过清

华 x-lab 至少三四轮的辅导，不断提出反馈意见。

没经过辅导之前，大部分学生都只讲产品、技术，

结构不完整，那么我们会给学生一个建议的结构，

让他 / 她去做功课、做调查，做竞争分析、市场

分析、财务预算等。学生一看清单，比如十个方

面才做了三个方面，自然会去学习和补足其它的

部分。同时，我们也开展一些讲座，内容涵盖创

业方法、设计思维、法律问题等。每周都有好几

场讲座，学生们学习的积极性也很高。

记者：接受了辅导，是不是下一步就可以进行创
业实践了？
毛东辉：如果一些团队把项目方案做出来，而且

组成了创业团队，进行产品原型的开发，决心实

施项目，下一步就可以去对接投资，进行融资了。

在这个过程中，清华 x-lab 做一些推荐沟通的工

作，成熟一个做一个。目前，由清华 x-lab 推荐

到战略合作伙伴清华科技园启迪孵化器进行公司

注册的项目 216 个。有 40 多个团队获得种子轮、

天使轮或 A 轮投资，投资总额 1.7 亿元人民币。

清华 x-lab就是要学科交叉、协同创新

记者：x-lab 这个名字挺有意思的，它的特殊涵
义是什么？
毛东辉：起名 x-lab，就是要倡导交叉，协同创

新。协同创新很重要的条件是学科、理念、文

化的交叉，知识、经验、能力的互补。所以，

清华 x-lab 是由十四个院系共建，并且开放性

地与社会对接，包括：投资机构、企业、专业

服务机构等等，这就为协同创新搭建了有利的

环境。打个比方，我们要把酸、碱等各种元素

倒到一个瓶子里产生化学反应。清华 x-lab 就

是这样一个倡导交叉互补、开放的创意创新创

业教育平台。

我们可以看到，谷歌、微软等大公司都在讲

开放式创新，其最大的特征就是非线性的交叉协

同。企业拥有开放性思维，打破上下游的界限，

这才符合创新的特点。创新的属性就是要协同、

交叉，不创造这样的环境，创新是不会发生的。

现在互联网和各个领域结合，本身就是交叉。清

华 x-lab 只要看到是成员背景很单一的团队，马

上会给他们反馈。单一的团队是不容易做的，要

考虑怎么把市场营销、运营管理、财务投资补充

进团队，建立一个互补性的团队。

创业本身有一些重要的理念，比如互补性的

团队创业比较容易成功，单一的团队创业很难成

功，尤其单一的技术型团队。现在已经不是一个

单一的技术性团队把东西造出来然后卖出去的时

代了，这个理念已经过时。现在首先要去了解市

场和用户，发现问题和需求，然后通过技术手段

提供更好的创新型产品和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