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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创业年会

环保新能源分论坛

项目与投资的结合，像一场婚姻

主持嘉宾：陈晓平				青云创投				管理合伙人

论坛嘉宾：吴				勇				北京嘉禾木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总经理

																	王志永				北京三得普华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

																	杜瑛卓				北京可汗之风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左				林				青云创投				执行董事

吴勇：大学生是否适合创业因人而异。首先要看自己

的性格是否安分。如果一个学生在学校里比较安分，

对挣钱的欲望不是很强，或者只有挣钱的愿望，却没

能采取行动，我认为最好不要创业，而是安安稳稳地

读书，去一个好公司，这样也

能得到不错的发展。如果自己

本身不安分，想做点事，又能

承受住压力，我觉得可以鼓励

这样的学生去创业。这里面有

很多机会、很多乐趣，当然也

有很多痛苦。

左林：能决定一个人创业成

功与否的，更多是性格层面

的因素，而不是知识层面的

因素。很多成功的创业者具备一种高学历人身上所

欠缺的东西，就是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很难被

清晰地定义出来，但至少其中有一些东西是我们容

易欠缺的，比如赌性。成功的企业家身上一定要有

一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赌性，否则在创业道路上会

遇到很多过不去的坎儿。企业家精神还包括一些其

它的内容，比如较好的执行能力、较高的执行效率

等。而且企业家对他热衷的东西会非常执着，愿意

不惜一切代价，把精力、财力都投入进去，这个也

属于赌性的表现。而大学

生在这方面比较弱。根据

我们的观察发现，真正有

企业家精神、有赌性的

人，不管什么时候开始创

业，最终都会成功。即使

有的人第一次创业失败

了，第二个项目也能成

功。所以一个人在有创业

冲动时，应该更多地自观

一下，看看自己的性格是

否适合创业，研究一下什么是真正的企业家精神，

自己是不是有这样的性格特质，跟企业家比差距在

哪里。创业的过程是一个漫长的马拉松长跑，很多

人虽然有创业的热情，但是不具备这样的素质，他

们可能在途中遇到困难就放弃了，导致创业的失败

陈晓平（主持） 吴勇（嘉宾） 王志永（嘉宾） 杜瑛卓（嘉宾） 左林（嘉宾）

创业，性格决定成败

在校生如何知道自己适不适合创业？

可以和业内人士交流，把创业可能带来的

负面东西、失败的可能性想清楚。在把所

有问题都想清楚的前提下，如果还是觉得

不做这个事情吃不下饭睡不着觉，那么可

能真的应该去试一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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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瑛卓：创业

是 一 场 马 拉

松，决定比赛

胜负的不是前

十米谁领先，

而是最终谁先

到达终点。我给大家举个小例子。一个朋友说他抓到了

一个非常好的项目，为了描述公司愿景，他想了三个口

号，一个叫“改变人类”，一个叫“改变世界”，一个

叫“改变未来”。最后他说，我选个低调的，就“改变

世界”吧。项目先期投入要几百万，他问我能不能给他

介绍一家投资公司。既然项目前景这么好，我建议他自

己投，几百万就把房子押进去吧。但他不同意。我说，

那你就别创业了。讲这个故事的目的是，我要说一个我

个人认为的创业门槛，在创业之前要考虑自己有没有为

事业做好充分的准备，在社会上的综合信誉、人脉、经

验，能不能支撑自己做这件事情。如果这件事别人来担

风险就愿意做，自己担风险就不愿意做，那我认为还是

没有做好创业的准备。

左林：创业真的是一个马拉松式的工作。从学生角度

来讲，一定要把创业过程中可能遇到的情况、所需的

积累、以及自己将要面对的困难充分考虑清楚。我觉

得不管什么行业，所有的创业都要从十年的角度长远

考虑。大家常说清洁技术、医药等是慢行业，需要花

很多时间去做市场和资本积累，而互联网是一个比较

快的行业。其实也不尽然，我们创业的时候很多人选

择了互联网，他们在进行的也是一个长跑，现在的领

军企业都是在长跑中获得成功的。所以我认为所有的

创业都是一个马拉松式的工作，大家一定要有一个心

理预期。

吴勇：创业团队一定要有一个核心。如果一个团队中

有多个核心，有的人管财务、有的人管销售、有的

人管技术、各自为政，股份分散，这样的公司很难做

好。团队需要有一个核心，在大家很难做出决定的时

率很高。大家在创业之前要解析自己的性格，看是不

是能够经受住这样的考验。

陈晓平：创业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干的。从统计数字上

讲，创业的成功率非常低。真正有创业梦想的人很

多，但是能凑成一个团队，实现第一阶段一个很重要

的里程碑——能够拿到投资，特别是能够拿到一些机

构的投资——这样的人就已经很少了。我和大家分享

一些数据：像青云这样的主流创业投资公司，如果平

均一年看1000个左右的项目，最后投资的可能不到

10个。粗略地统计一下，基本上是百里挑一。而对于

已经拿到了风险投资的公司，最后不管是上市还是卖

掉，真正能够给投资人及股东做出回报的，比例又小

了很多。很多创业项目拿到了投资，最后也失败了，

而且失败的案例远比成功的要多。一个创业者能否长

期坚持下去、是否具备真正的企业家精神对创业来讲

是非常重要的。

在校生如何知道自己适不适合创业？可以通过和

业内人士的交流，把创业可能带来的负面东西，如失

败的可能性等想清楚。在把所有问题都想清楚的前提

下，如果还是觉得不做这个事情吃不下饭睡不着觉，

那么可能真的应该去试一试，至少对自己有一个交

待。即使失败，也是一种人生经历，能帮助自己更好

地走今后的路。

创业，是一场马拉松

不管什么行业，所有的创业

都要从十年的角度长远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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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由他来拍板，大家去执行，

这个决定甚至不需要百分之百正

确。在企业里，充分沟通、充分

讨论是必要的，但是做决策的时

候必须要有核心，而且要保证这

个决策得到执行。如果一个团队

中各个成员的优势和性格能够形

成互补，又有一个有人格魅力的

核心人物做决策，这样的团队就

比较理想。

王志永：从我的经验来看，工作关系和私人关系是两

回事，不管与合作伙伴的私人关系如何，都不能影

响到企业的决策机制。在企业中，很多事情是大家可

以形成共识的，但也有一些事情无法形成共识，这时

就需要有一个力量促使决定生成。对于企业来讲，最

重要的是能够做出决定，而不是保证每一个决定都正

确。100个决定中能做对50个就已经很了不起，可能

只做对30个决定也能成功，最可怕的是永远做不出决

定，那就要失败了。所以在团队组建上最重要的一点

是，团队在需要做出决定的时候一定可以形成决定，

并且这个决定能够被大家接受，并坚决地执行。

左林：传统的想法是一个创业团队在各方面都有很优

秀的人才，然后大家有一个决策机制，民主地做出正确

的决定。依我的经验来看，这种观点不能说根本错误，

但至少是有非常大的误导性，尤其是在国内。对于国内

的初创团队来说，有两点是非常重要的。第一点：一定

要有能够分享但又有绝对控制力的执行人。如果大家各

管一块，股权比例差不多，那么在创业过程中很可能会

出现多次的出走、分割、重组，甚至导致公司的发展陷

入人际关系的泥沼。而真正成功的或者执行力较强的公

司，内部反而是相对专制的，由一个大股东来推动整个

公司的决策。同时又有另外一点要求：大股东一定要愿

意分享。核心人物最初可能是由于个人魅力把人凝聚在

一起，但是大家都有收益要求，如果公司发展到了一定

程度而没有分享机制，那么团队里的关键人员就会流

失。核心人物一个重要的作用是使大部分人的利益，至

少是核心团队的利益和公司利益保持一致，这样公司就

很容易得到发展；如果公司利益与核心团队的利益没有

关系，发展就会遇到障碍。

第二点：至少90%以上的初创公司都应该是以销

售为导向的，这一点不局限于行业，可能在清洁技术

领域尤其重要。一个初创公司

最重要的是它的生存能力，生

存能力来源于创造现金流的能

力。技术导向的团队想成功很

难，因为要在技术层面上创造

一个稳定的现金流，需要深入

的研发才能获得技术支撑，这

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我认为，

初创团队首先在市场利益分配

方面要更有倾向性，其次整个

发展，包括人员选择、团队组建都要以销售能力为重

要导向。

杜瑛卓：个人感觉目前为止最重要的一点，是创业团

队要把股权设置得相对灵活，又要有一个基本的大

原则。不管创业之初合伙人的关系有多好，时间长了

总会有意见不合的时候。我的公司到现在为止经历了

三个波峰、三个低谷。波峰是我们引进新的战略投资

者、引进新股东的时候。低谷的时候有的人走了，有

的人后来又回来了，这一走一回股权结构就在调整。

实际上随着企业不断发展，不同时期公司承担的风险

不一样，利益也不一样，这是个大浪淘沙的过程，也

是把股权结构做得越来越完整，越来越有利于公司发

展的过程。每一个股东都应该把自己的利益放在公司

整体利益之后，做不到这一点的人可以让他逐渐离开

这个团队，这是我们公司的一个特点。总结下来，大

的原则不要变，能够承担风险的人一定在前面；承担

不了风险，愿意做管理层的，要排在后面。但是整体

上这个股权架构要灵活可调。

股权设置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可以因人而异。

团队里每个人的能力、所能承担的责任、在公司发挥

的作用都是不一样的。有的人适合打天下，有的人适

合守天下。股权分配也不是一次性就锁定，中间要有

调节机制。但其中有一个原则，就是要有一个主导的

人。实现方式可以是他承担更多的责任，也可以是初

期他拿出最多的钱，不管通过何种形式，大家要公认

他是核心，这点非常重要。

陈晓平：刚才各位在能力互补、决策机制等方面给了

大家一些建议。这些建议最终反映到机制上，就是

股权结构设置的问题，尤其是一开始的股权结构。我

们最不希望看到的是那种一个宿舍四个同学，一人占

25%股份的股权结构。这种结构一开始看起来可能很

打造创业团队：
决策机制最重要，股权设置要灵活。

团队在组建的时候，成员之间既要

有能力上的互补，又要有决策机制上的

主导角色，同时在股权上有一定的灵活

调整程度，这样才能为以后的发展留出

足够的空间。



专题 TOPIC

62

清华创业年会

杜瑛卓：基金在挑

企业，企业也在挑

投资人。做企业最

困难的，是如何找

准发展方向和盈利

模 式 ， 如 何 制 定

企业的发展战略。

政策有不确定性，

社 会 发 展 有 很 多

变数，导致单个企业的视野非常窄。而青云创投这

样的公司站在金字塔的塔尖上，能够放眼看到很多

企业。找到这样一个站在高处的，比我们目光长远

的投资机构，把企业对行业的专业化分析和投资人

对整个领域发展的外部分析综合起来，就能够得到

一个最好的发展战略。青云创投不是我们的投资企

业，但是陈晓平对我们发展战略的制定作出了很大

的贡献。从2008年起，他就参与我们每一次的战略

研究。我感觉这也是他们最愿意做的事，就是帮助

我们发挥出自己的价值。

王志永：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能找到一些对创业、对做

企业、或者是对企业在做的事情有见解，同时可能是

有不同见解的投资人，来讨论公司应该怎么做。投资

人不是做销售的，不能依靠他们做业务。但是他们看

到的企业很多，了解企业从筹建阶段到成熟阶段中间

可能存在的问题。企业虽然外表看来各式各样，但内

在有很多共通的东西。与投资人探讨，能够更早地发

现企业存在的问题，并采取相应的措施。

左林：企业找投资人要关注投资机构除了资金以外，

提供的其他附加价值对企业来说是否有用。投资人和

企业之间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要志同道合，即投资人是

不是对企业做的事情有同样的认同。从融资人的角度

讲，融资的价格或者口头上的承诺其实并不是最重要

的。重要的是，你在做的事情在投资人那儿是否有共

鸣，他是否也认为这是值得投入热情、值得花时间去

奋斗的事情。如果不是，你们的目标不一致，可能在

发展过程中就会出现很多问题，	

陈晓平：国内做创业投资的机构，创投公司也好，基

金也好，各种形态的都有。青云在过去11年中既对

投资领域的选择比较专注，也对所选择的公司比较专

注。青云一旦选择了一个公司，就希望能够花更多的

时间与公司共同成长。这点从青云目前管理的公司数

量上可以得到验证。我们前后管理的基金一共有6支，

到目前为止投资的公司不过30家。而且在这些公司中

我们已经退出一部分，现在真正需要花时间的不到20

家。如果大家读一些统计资料的话就会看到，拥有这

么长的历史、基金管理总体规模差不多的创投公司，

其管理的公司经常会有上百家。做创业投资最大的瓶

颈是人和时间，所以同样数量的人，管理20多家公司

还是管理100多家公司，是完全不一样的。这种撒芝麻

盐的模式也有做得很成功的，只是青云选择的模式不

是这样。从融资老板或创业团队的角度来讲，一定要

想好要找的人是什么样的，关键是双方的期望值要匹

配，否则今后肯定会出问题。在这一点上，创业项目

与投资机构的结合和婚姻的道理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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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长而久之就会出问题，这是人性的表露。团队

问题对于做早期创投的人来讲是非常麻烦的。因为企

业早期的发展主要依靠人的力量，只有当企业发展到

一定规模时才有可能形成一定的机制和流程，而不仅

仅依靠人。我们作为中国第一支也是世界上较早的一

支清洁技术基金，投资过几十家公司，感悟就是，最

终出现问题的公司，原因都是人。青云这么多年来投

资的公司中，基本上没有在选市场、选产品、选技术

上有过很大的错误，往往是在执行过程中团队出了问

题。搭建团队是没有一个神奇的公式能够套用的，需

要你犯足够的错误去慢慢领悟、慢慢总结。团队在组

建的时候，成员之间既要有能力上的互补，又要有决

策机制上的主导角色，同时在股权上有一定的灵活调

整程度，这样才能为以后的发展留出足够的空间。如

果融一轮资之后马上变成小股东，对于企业股权结构

的持续发展并不是很有好处。

创业项目与投资机构的结合，
像一场婚姻。

投资人和企业之间非常
重要的一点是要志同道合，
即投资人是不是对企业做的
事情有同样的认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