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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青年，创未来
潘高峰

    今天，上海之巅，群星闪耀。

一群来自各行各业的翘楚，齐
聚上海地标建筑“上海中心”，高谈
阔论，响遏行云。他们中，大多数人
有着相同的身份与烙印———青年，

或者曾经的青年创业者。

这是一场名为“2020年上海
创新创业青年 50 人论坛” 的盛
会。 它与新冠疫情不期而遇，碰撞
出了一朵别样的 “火花”———全球
疫情背景下的创新创业。

这个问题， 不仅上海在思考，

中国在思考， 世界同样在思考，但
当大多数人还在感叹 “山重水复”

之时，先行一步的人却已走上“柳
暗花明”。面对疫情的巨大冲击，这
个春天， 上海的不少企业危中寻
机，探索在线新经济发展模式。 诸
如 “云经济”“非接触经济”“宅经
济”，正借助 AI、5G、互联网、大数

据、区块链等智能交互技术，与现
代生产制造、商务金融、文化消费、

教育健康等深度融合，培育出新的
经济增长点，也形成了防疫复工两
手抓、两手赢的“上海样本”。

今天参加论坛的“大咖”们，不
少都来自这些在疫情中有亮眼表
现的企业。他们是如何通过技术创
新、模式创新、机制创新，闯出一片
新天地的？ 那些思考与探索，经验
与分享，可谓弥足珍贵。

当然， 虽然主题聚焦危中寻
机，举办这个论坛并不是疫情重压
下的应急之策。 恰恰相反，它是谋
划深远的布局落子。 去年 10月，

上海市委举行创新创业青年人才
座谈会，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在会上
指出，“上海最大的资源是人才，创
新创业时不我待， 青年人责无旁
贷”。这是一种无比清醒的认识，着

眼的不仅是当下，更是上海城市发
展的未来。

创新创业，历来有“得青年者，

得天下”的说法。青年人有热情、有
闯劲、有创造力，也有试错的勇气。

毕竟，举国白头，何谈创新？ 从这个
角度来看， 上海作为一个老龄化程
度非常高的城市，其实并不占优势。

也正因如此， 上海才比以往任何时
候都更加渴求人才， 特别是卓越青
年人才，要“聚天下英才而用之”。

前不久， 上海拿出了为期两年
的 “在线新经济发展行动方案”，提
出到 2022年将打造具有国际影响
力、 国内领先的在线新经济发展高
地，培育 100家以上掌握核心技术、

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具有国际竞争
力的高成长性创新企业。 今年 5月
1日，备受瞩目的《上海市推进科技
创新中心建设条例》也将正式施行。

这些计划与方案中，青年的创
新创业都是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

双创企业大多是在线新经济的主
力，也是科创中心建设的重要组成
部分， 但它们普遍具有高风险、高
投入、长周期的特点，青年人创业
又往往起步难、底子薄，如何打通
科技与金融的联动通道， 引金融
“活水”浇灌“科创之花”，上海一直
以来都在探索。

这次疫情，可谓一次最直接的
考验。 上海市委市政府打出 “组合
拳”，一方面积极减税降费，减轻企业
负担，组织国有创新创业载体减免企
业房屋租金，鼓励金融机构引导资金
投向复工复产领域；另一方面，不断
优化营商环境，通过深化以“一网通
办”为代表的“放管服”改革，为企业
提供贴心的“店小二”服务。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寄语青年

人：要敢于做先锋，而不做过客、当
看客， 让创新成为青春远航的动
力， 让创业成为青春搏击的能量，

让青春年华在为国家、为人民的奉
献中焕发出绚丽光彩。上海有 500

万青年创新创业人才， 他们的身
上，肩负着上海的未来，祖国的未
来。今天，上海市委副书记、代市长
龚正出席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正是
为青年创业者提振信心、 打气鼓
劲，也引领更多青年人才选择上海
创新创业，与这座城市共同成长。

而放眼未来，这个论坛也应成
为上海政府部门与青年创新创业
者沟通交流、 共商发展的 “会客
厅”，成为“智囊团”与“思想库”，让
更多的青年梦想家可以来这里坐
一坐，听一听，想一想，为他们闯上
海、创巅峰，积累更多的经验，汲取
更多的勇气。

新民眼

昨天下午 4 时许的大
学路，春风和煦，阳光正好。
路边，咖啡馆、撸串店、奶茶
铺的户外台位上满是客人，
上座率差不多高达九成。
800 米长的大学路，恰好
是明星级产业园区创智天
地的中轴线，周围生活、工
作的，都是充满着朝气、满
怀梦想的年轻人。蓬勃复
苏中的大学路网红街，是创
客们畅谈项目、畅想明天的
后花园，也是上海这片创新
创业热土拥抱新未来的一
个缩影。

今天上午 9时 30 分，
在上海中心 5 楼花园礼
堂，2020 年上海创新创业
青年 50 人论坛拉开帷幕。
持续三天的一场主论坛和
三场分论坛将以线下小型
会议和云端“无限”直播的
形式，将上海年轻人缔造新
传奇的热切渴望传递四海，
以上海年轻人“加速突破、
破局重塑、融合共生”的时
代强音叩击心灵，呼唤更多
海上新力量，一起来“闯上
海、创巅峰”。

从杨浦区五角场的大
学路到浦东陆家嘴的上海
中心，从昨天下午年轻创客
们的咖啡氤氲，到今天上午
大咖毕至的风云际会，人们
感受到了上海年轻一代强
烈的锐意进取，感受到了上
海年轻一代追求卓越的胆
识魄力。

2020，上海，新青年创
造新传奇！

    青年代表未来，青年一代有理想、

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
就有希望。青年既是追梦者，也是圆梦

人。在上海年轻一代创新创业者的身
上，人们看到了许多与上海这座城市

的精神完美契合的特质。

今天上午开始举行的这场论坛，
参与者大部分都是 80后创新创业青

年。他们中，有成功“出圈”的“小破站”

哔哩哔哩视频网站的董事长兼 CEO

陈睿，有刚和网红主播薇娅合作“带

货”卖掉 600万只湖北小龙虾的阿里
巴巴盒马事业群总裁侯毅，有从中国

第一代黑客代表人物华丽转身为中
国 A 股市场第一只同股不同权上市

公司的优刻得 CEO 季昕华，有关乎

许多人吃饭大事的“饿了么”CEO王
磊⋯⋯他们每个人的创新创业故事，

都可以写一本书。在会场里现场聆听
和在屏幕前观看直播的更多创新创业

青年，他们每一个也同样都有许许多
多关于创新创业的光荣和梦想，经历

过艰难与险阻。
在他们的身上，有许多鲜明的共

性特点。

说一个有趣的故事：侯毅和
季昕华都曾经被人当成骗子。

4月 17日上午，盒马产业基
地在浦东新区航头镇正式动工，继

人们熟知的“盒区房”之后，由盒马
创造的又一个崭新名词“盒马村”

正式诞生。与此同时，盒马总部落

户开发开放三十年的上海浦东，步
入发展新阶段。当天，阿里巴巴集

团副总裁、盒马事业群总裁侯毅在
自己的今日头条个人主页上深有

感触地写下了这段话：
“上海这片沃土养育了盒马。

融合了零售、餐饮、物流于一体的
盒马，在 5年前还是一个全新的

业态，谁都不知道这个‘四不像’
是什么。为了给第一家盒马找合

适的门店，还曾经被当成骗子，被
人当面质疑‘你是阿里巴巴的副

总？出来找门店？该不是骗子
吧？’”

巧合的是，即将登上上海创
新创业青年 50 人论坛分论坛讲

坛的季昕华，也有过类似的经历。

41 岁的季昕华早在就读同济
大学时就尝试创业，1998年创办的

“阿拉上海”比大众点评网还早几年
出现。大学毕业后，他作为技术合伙

人又去深圳参与创办一家计算机安
全公司。10年的民营企业打工路之

后，他开始创办从事云计算的优刻

得。8年前谈“云计算”，显然是一个
超前的话题，虽然他卖掉了深圳的

一套房产作为起步资金，但因为没
有投资机构愿意投资，导致他们仍

然资金吃紧，结果，在购买二手服务
器和租赁服务器的时候，这个中国

第一代黑客中的最著名代表竟被人
误以为是骗子。

两个都被人质疑是“骗子”的成
功创业者在上海中心 126层“上海

之巅”观光厅的论坛现场碰头，这是
巧合，也不是单纯的巧合，把他们牵

在一起的，是一个让人热血沸腾的
词汇：“创新创业”。而从他们被误解

是“骗子”的经历来看，也正折射出
他们在上海开始的是一种“前无古

人”的探索，而正是因为他们具有这

种“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在这个崭
新的时代，才会不断诞生出一项又

一项新的“中国第一”。
上海从来都不缺乏冒险家，上

海更欢迎实干进取的冒险家。不同
的时代，有不同的冒险，2020年的

上海年轻一代，有更多的雄心、胆识

和底气。
刚以跨年晚会成功“破圈”的哔

哩哔哩创办十年有余，最近交出了
亮眼的 2019 年第四季度财报，月

活、日活用户数量双双同比增长四
成，月付费同比翻一番，同时，还宣

布获得索尼 4 亿美元战略投资。
CEO陈睿不仅说“下一个十年，希望

B站成为中国年轻人的文化生活方
式”，还有着更为远大的理想：“让中

国人的创作走向世界。”
在这座城市缔造传奇，这是上

海提供给年轻一代的机遇，也是挑
战。在 2020年的上海，这些来自不

同地区、操着不同口音的年轻人，因
为同一个梦想聚在一起，在他们的

身上，人们看见了上海城市精神，看
见了上海更美好的明天。

年轻一代的特质 与城市精神契合

    长期以来，上海始终致力于营

造更好环境，让更多创新创业的“种
子”扎根上海这片沃土，沐浴阳光雨

露茁壮成长。上海市委书记李强
2019 年在创新创业青年人才座谈

会上指出，上海“比以往任何时候都
更加渴求人才，特别是卓越人才”，

要“聚天下英才而用之”。

青年创新创业人才热情高、活
力足、成长快，是推进上海建设具有

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生力
军。以饿了么、小红书、达观数据等

为代表的一大批双创企业以“上海
速度”加快发展，日益成为行业中的

佼佼者。
针对创新创业人才关心的创业

环境、金融支持等热点问题，相关部
门精准扶持，帮在最需要时、帮在最

困难处。2019年发布的《关于进一

步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增强科技

创新中心策源能力的意见》明确提
出，坚持培养和引进并举，改革优化

人才培养使用和评价激励机制，让
真正具有创新精神和能力的人才名

利双收，营造人才近悦远来、各尽其
才的发展环境。

双创企业普遍具有高风险、高

投入、长周期的特点，如何打通科技
与金融的联动通道，是上海一直探

索的课题。2019年，上海启动“浦江
之光”行动，有效拓展了中小微企业

融资渠道。针对双创企业融资难、融
资贵的问题，上海出台了高新技术

企业信贷工作方案，搭建了“3+X”
科技信贷产品体系，同时支持具备

科创属性的拟上市企业登陆资本市
场，全面提升金融赋能科技、科技助

推金融创新的质量和效能。

4 月 17 日下午，在上海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
一批在线新经济代表性企业的负

责人第一次坐上了上海市级新闻
发布会的发布席。达达集团联合创

始人杨骏介绍了“后疫情时代”的
持续创新探索。作为上海本土的互

联网平台企业，达达集团在新业

态、新模式、新技术的开发、应用、
赋能上持续创新，充分发挥平台数

字化新基建功能，推动实体零售的
数字化转型，壮大新兴消费，做好

线上线下融合文章，创造了经济发
展新增量。

这是一个技术变革高频发生
的年代，行业形态随时面临着革

新。近日，上海市政府正式印发《上
海市促进在线新经济发展行动方

案（2020-2022 年）》。根据这一方

案，到 2022年，上海将打造成具有

国际影响力、国内领先的在线新经
济发展高地。

城市的发展离不开青年人才的
支持，青年人才的发展也离不开城

市的反哺。4月 27日晚，商汤科技
联合创始人兼 CEO 徐立博士将在

分论坛演讲。他有这样一个观点：

“青年最有价值的地方就是无惧权
威，敢于挑战，敢于打破行业的边

界，这样才能真正形成颠覆。”在一
系列的变革中，人们看到，青年改变

世界的力量正在彰显。
河海不择细流，聚天下英才而

用之。
在国际合作竞争的大背景下，

谁能够提供最为优良的人才环境，
谁就能够拥抱更多人才，拥抱更光

明的发展前景与未来。发扬海纳百
川的城市精神，上海期待吸引全球

各路英才，一起“闯上海、创巅峰”。

年轻一代的作为 与城市发展合拍

本报记者 孙云

在上海，新青年创造新传奇
———写在 2020年上海创新创业青年 50人论坛开幕之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