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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华商

刘成城：当中关村第四代创业者的伯乐

焦点人物

如今，受国内创业潮的影响，其中越来越多的年

轻人投入其中。而这些年轻的创业者，已经成为一支

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

36 氪（36Kr.com）是一个关注互联网创业的科技博

客。从上线至今，一年多的时间，36 氪的每日独立访问

量已经突破 12 万。创立之初，36 氪命名为 TC 中文网，

主要从事国外科技博客 TechCrunch 的编译，几个月后，

TC 中文网更名为 36 氪。身为 CEO 的刘成城表示，此

次更名不仅仅是从博客编译网站到原创网站的转变，更

是从内容资讯平台到创业平台的一个转身。

见到刘成城，是在北京中关村的车库咖啡。和同

伴创办 36 氪那会儿，他还是一个刚从北京邮电大学毕

业才一年的本科生。刘成城是一位来自南方的男生，尽

管脸上有一丝腼腆，但言语中却透出一股自信和坚定。

他的成功里或许有些许幸运，但是更重要的是他选择了

自己所喜爱的事业，并且不断为之努力奋斗着。

潜伏已久的创业梦

36 氪的办公地点毫无悬念地选择了中关村，至于

为何会选择在中关村，刘成城饶有兴致地谈起了自己

曾经的“创业梦”。

初三毕业时，刘成城第一次来到北京，“那会儿和

大多数来北京玩儿的学生一样，除了按照惯例参观了

清华北大之外，我还特别参观了中关村，当时的中关

村很‘冷清’，远不如现在这么繁华，但那时的我却有

一个信念，就是在中关村创业。”刘成城回

忆道，“高二时，我和同桌的成绩在全班排

倒数一二，我俩都不爱学习，但都是计算机

高手，当时，同桌正在学计算机编程，而我

就是在瞎玩儿，后来被同桌带着开始去接

触电脑编程，于是便‘走火入魔’了。”在高

二下学期，刘成城和同桌萌发了休学创业

的想法。“就在我们俩还有另外两个同学拿

着为数不多的几百元钱准备逃学到中关村

创业的前夕，很不幸地被家长们发现，给镇

压了。”于是，首次创业在还没开始时就这

样不了了之了。

然而，刘成城的创业梦一直都没有停

止过，“在大一的时候我做了很多乱七八糟

的事情，做了一个社团，团购电脑，最多的

时候做过 6 个学校的数码产品团购，但是利润太低，只

做了一年。大二的时候，学校创新实验，做了一个 GPS

时钟，给基站提供基准时钟，但做出来以后不能用作

产品，参数很差。后来看到互联网，开始觉得很喜欢，

就开始关注。我是苹果的最早用户，最早的时候有

900 多个免费应用，我都用过。之后开始了解移动互

联网、kindle、ios 这些东西，很感兴趣，一直在关注，后

来就有了 36 氪。”

放弃读研为创业

后来，他考上了中科院的研究生，但是，因为创业

梦，他最终放弃了读研的机会。“考完研以后，有一段

时间没事做，我就开始看国外的科技网站，并以此为

背景写一些个人博客。写了两个月以后，很多网友和

我进行了交流，于是，我就想让更多人看到我写的东

西。当时正巧看到美国一个网站 TechCrunch，跟 36 氪

很像，报道了很多创业尝试方面的内容。我后来和一

些 朋 友 一 起 写 东 西 ，形 成 一 个 群 体 博 客 ，称 为

TechCrunch 中文站。到 2010 年下半年，我们决定正规

化，建立自己的网站，起了现在的名字：36 氪。”

创立之初，36 氪的全职运营团队只有 4 个人，刘成

城那时还是北京邮电大学的大四学生。经过一年多

的运作，团队已经扩充到 18 人，其中一大半都是他在

北邮的同学，有的在 10 年毕业，有的去年刚毕业。除

了负责技术的几个同学以外，其他人都没有工作经

验。刘成城坦言，年轻的团队充满了创业的激情，而

除了激情之外，他们今后要更加注重专业性。

当被问及为何会取 36 氪这个名字时，他表示，这

个名字是他和几个同伴在咖啡厅坐了一天想到的。

传说中的氪星是超人的故乡，所以，这个名字让他们

非常地自豪。

创业要做自己喜欢的事

回顾中关村 30 年的历史，公认的第一代创业人以

段永基、柳传志为代表，第二代以江民、王文京为代

表，第三代以李彦宏、张朝阳为代表，而能与前三代相

提并论的中关村第四代创业人，则会在当前这些创业

者中诞生。

“创业团队对我们的评价都不错，其中很多都会

给我们反馈进展。投资人认为现在项目的质量越来

越好。”刘成城如是说，“通过 36Tree 的项目平台，我们

定期会整理出优秀的产品在每月的开放日活动中进

行推广，合作伙伴腾讯开放平台和微软的 BizSpark 项

目也会参与其中。”

对于好产品的定义，刘成城觉得“至少要解决明

确的需求”。谈到未来的发展，刘成城个人最看好的

技术是 HTML5，方向是基于云端的商业应用，对于 36

氪，未来有可能收费，有可能融资，而他心中最希望

的，可能还是成为第二个创新工场，自己去投资好的

项目。

对于创业，刘成城表示，首先，一定要做你喜欢做

的事情，而不是根据市场需求来决定自己做什么，不

能因为 android 很火就去学 android。“同学们会用很多

时间考虑自己方案的可行性，但是我劝大家着手去

做，才知道哪里能行哪里不行。只要有想法就动手去

做去尝试，找投资的时候也需要有一个成品，或者一

个简单的雏形去给别人看，只有想法是不行的，因为

每个人对这个想法的理解是不同的。”

在刘成城看来，移动互联网就是一个新的创业机

会。“移动互联网的作用在于信息整合和信息传递，如

何用信息化解决实际问题。如电子商务是商务，电子

只是方式，互联网是一个工具。移动互联网的创业机

会在于解决一些没有用信息化手段解决的问题，比如

我们做的创业者和投资人对接的平台，所以 36 氪也抓

住了这样一个机会。”他自豪地说。

欧债危机的阴霾持续笼罩在欧洲上空，至今仍未

显现出任何缓解的迹象。为应对危机，各国纷纷采取

不同程度的紧缩政策，此举严重限制了中下层民众的

购买力，同时也让以这一阶层为主要客户的华商蒙受

了经济损失，那些身处西班牙、意大利和希腊等欧债危

机“重灾区”的华人承受着比以往更大的压力——生意

难做，工作难找，举步维艰。

餐饮零售压力大

自危机爆发以来，几乎所有华人店家的营业额都

有所下降，餐饮和零售两大行业受损首当其冲，而这正

是旅欧华人主要从事的两大行业。

在希腊，不少零售业的华商都在艰难地维持生

计。据悉，危机前，希腊共有华人零售店 2000 多家，到

去年年底，有 1/3 左右的店面已经关门。一位从事鞋

类批发的华商表示，当前状况下，早就没了赚钱的打

算，能够顺利挺过危机就算是成功了。

在西班牙，以往备受欢迎的中小餐馆如今门可罗

雀，当地民众更愿意自己在家烹调，以减少花销，很多华

人的生意因此而一落千丈。据报道，日前，马德里政府

正在酝酿放宽对零售商业的营业时间限制，对于当地华

商而言，此举无疑是雪上加霜。按照现有的规定，华人

经营的小型商店可以自行决定营业时间，而新法规将放

宽自由营业店家的面积，这将给华人带来大批的竞争对

手，华人食品店赚钱的“时间差”也将荡然无存。

阴霾之下觅生机

换个角度来看，欧债危机给

海外华人带来的不单单是经济

上 的 损 失，也 蕴 藏 着 大 把 的 商

机。不少华商已从当前的经济

萧条阶段中觅得生机，并逐步实

现经营方式的转型，为未来的广

阔发展做好铺垫。

受欧债危机影响，西班牙的

大批高档店面关门倒闭，房价和

租金也连连下调，不少华商抓住

这一契机，纷纷出手抢占这些高

品质店面，以求改变当地民众心

中华人经营的商店层次低下的

局面，这对于今后的发展和增加

自身影响力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越来越多的意大利华商也

开始寻求改变，在危机当中谋求

重生。在罗马从事贸易业的黄先生表示，欧债危机以

来，为避免货物积压给资金链带来压力，他已经主动减

少了业务量，尽管他对市场还抱有最后的希望，但他已

经开始考虑移民美国，进一步拓展自己的事业。

同时，旅欧华商们还自发地团结起来，以求共渡

难关。日前，在罗马举行的“欧洲华商——贸易论坛”

汇集了大批华商，大家交流问题，分享经验，共同探讨

如何摆脱困境，拓展生存发展空间，探寻新的经营发

展之道。

回国发展是首选

与欧洲市场整体环境的持续恶劣不同，国内的经

济形势依旧向好。近几年，华商们普遍认为世界经济

发展的未来在中国，而此时正是回国发展的大好时

机，既可躲避危机，又可与国内的企业强强联合，获得

发展。

近日，旅居意大利的曾林杰夫妇在云南楚雄开了

一家温州会馆，这是他们自 2008 年在当地投资酒店后

的第二笔投资了，第一家酒店仅开业 3 年就收回了成

本，曾林杰夫妇说，“由于近年来国外经济环境不太理

想，许多侨商纷纷回国考察。”

为了让华商回国投资有“回家”的感觉，国内各级

政府也努力营造更好的投资环境，以帮助华侨华人了

解国内的相关政策，熟悉各地创业环境，激发和加强华

商回国创业发展的决心和信心。

人物走廊

近日，蒙牛十大创始人之一的杨文俊正式离任

蒙牛了，此番他的彻底离去，意味着蒙牛“牛根生时

代”正式结束。据蒙牛乳业内部人士表示，杨文俊

对蒙牛的贡献还是有目共睹的，当年蒙牛冠名的

“超级女声”就是他一手操盘的，他当时是蒙牛液态

奶的总经理。

1988 年 8 月至 1998 年 12 月，杨文俊曾担任伊

利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车间主任、生产部部长及液

体奶公司总经理。随后，杨文俊跟随牛根生去创

业，筹建蒙牛，曾担任蒙牛乳业的董事、副总裁、液

态奶事业本部总经理等职务，是牛根生最得力的

干将之一。此前，跟随牛根生一起创业的蒙牛元

老离开蒙牛后纷纷去创业，姚同山创立了一家叫

做圣牧高科的奶牛养殖企业，邓九强创立了现代

牧业，孙先红参与投资了内蒙古和信园蒙草抗旱

绿化股份有限公司。

杨文俊是否会步其他人后尘去创业？据悉，杨

文俊 1967 年出生，现年 45 岁。蒙牛内部人士透露，

杨文俊从蒙牛卸下所有职务之后，应该会出去做其

它的事情，有可能去创业，公告中也说了杨文俊是

因为专注其个人业务而离职，在正式离任之前，他

还抛了 5 万股股票。

网易副总裁杨斌已于近日提出离职申请，与大

多数网易高管在离职后的选择一样，杨斌也将走向

创业之路。

除杨斌外，网易门户副总编辑陈萌沧、视频中心

总监曾理、新闻频道主编陈子宇也于早先相继离职。

这是继网易门户事业部总裁李甬和副总编辑丁秀洪

在今年早些时候离职之后的新一轮高管离职潮。

值得关注的是，在上述网易门户近两年离职的

高管中，除喻华峰加盟淘宝外，其余人均选择以创

业方式开始自己新的职业生涯。例如，方三文创建

了财经类互联网媒体“雪球财经”，张锐创建了移动

互联网应用“春雨掌上医生”，而唐岩则是移动社交

类应用“陌陌”的创始人。

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网易不少高管在离职之后

选择创业与网易内部自由轻松的文化有很大关系。

（本报综合报道）

欧洲华商如何渡过难关？
■ 欣 华

杨斌：离职网易选择创业

■ 本报记者 胡心媛

杨文俊：告别蒙牛或去创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