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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首批MBA学子
见证经济发展变迁

韩伯铭，江苏无锡人，1954年出
生，他的人生上半场经历基本和我国
的市场经济发展同步。

“小学毕业后我就在工厂工作，
1977年恢复高考，我扔下工作拿起
课本，成为文革后的第一批大学生。”
韩伯铭回忆起往事依旧心潮澎湃，他
学的是理工科，专业是自动控制，毕
业后回到风景秀丽太湖边，在中国企
业管理无锡培训中心从事大中型厂
长、经理培训工作。

韩伯铭不但是高考恢复后的第
一批大学生，还是第一批MBA学子，
他于 1984 年考上 MBA，当初就读的
学校即如今中欧管理学院的前身。

“这是有史以来中国人第一次自己培
养MBA，后来央视《历史上的今天》还
做过我们这群MBA学子的节目。

MBA的学习，让韩伯铭有了先进
的企业管理理念，高层建瓴的视角，
更让他拥有了一张通往外企高管职
务的通行证。他曾在纳贝斯克食品

（苏州）有限公司（卡夫食品有限公
司的独资食品企业，旗下产品有奥
利奥等）、西门子的子公司担任财务
总监。

或许正是因为早年的经历，韩伯
铭既有缜密的商业思维，又有破釜沉
舟、背水一战的勇气。

2003 年，韩伯铭加入一家外资
公司——上海英特华投资咨询公司
担任高管，直至退休。这家外资公
司为企业提供投资与并购咨询服
务，咨询起步价是100万元。16年
时光已过，上海英特华投资咨询公
司在华“淘金史”一如上海这座城市
面貌，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早
年我们接手的业务，多是外资企业
想进入中国市场，了解本土企业，收
购、并购本地企业。最近几年倒过
来，外国经营不善的企业想卖给中
国，这是中国经济发展实力的体
现。”韩伯铭感叹道。

与创业者同行
提供服务与支持

2011年，勤至资本在欧阳艳华

等几名合伙人共同努力下，在上海正
式成立，这是一家聚焦人工智能、大
数据及消费升级领域的创投公司。

“勤至资本这群年轻的创业者感知到
了当下中国所蕴含的投资机会，对未
来充满了憧憬和希冀。做事也比较
踏实、低调。”韩伯铭介绍，如今他已
经退休，两年前受邀请加入勤至投
资，是因为他与创始人早年就已结
识，勤至资本早年也经历过波折，遇
到过困难，因此创始团队很看重韩伯
铭的专业经验。“我是作为顾问加入
公司的，平时主要从财务角度对项目
提一些意见。”在退休之后，仍旧能够
加入创业者一起奔跑，韩伯铭非常兴
奋。

2018年底，韩伯铭成为“中国青
年创业导师上海导师团导师”，他表
示这份聘书不仅是对自己专业能力
的肯定，更体现了共青团中央、上海
市青年创业就业促进会希望将更多
优秀的创业导师聚集在一起，为申城
青年创业者提供更好的服务与支持，
而他也将积极履行导师的义务，做实
做好服务工作。

三年打造出“双创名片”
丁嘉敏，成长为一名孵化器“掌

门人”并非一蹴而就。
2006年，丁嘉敏加入紫竹高新

区旗下的紫竹商会，专门负责信息沟
通、论坛及与政府接洽等工作，因此
积累不少国内外百强企业高管人脉
和商业管理经验。2011年，在紫竹
高新区，共青团有一个专业帮扶创业
青年的公益组织，丁嘉敏的商业履历
和协会工作能力受到重视。于是，开
启了她公益帮扶创业者之路。这项
工作让她积累了不少模式运营经验，
2016年，她担任紫竹ET空间总经理，
带领团队在新的平台上为双创服务。

丁嘉敏深知没有一支专业的服
务团队，有再多的资源的孵化器也是
浪得虚名。“借外力，练内功”，她要求
工作人员要“强化创业服务意识”，她
自己带头发挥拼命三郎精神，想创业
者所想，急创业者所急，以助创业者

圆梦。在丁嘉敏和团队的努力下，紫
竹ET空间里捷报频传，短短几年已
然成为了这座城市的“双创名片”

“还记得去年进博会期间，虹桥
航站楼开出全国首家无人便利店
么？这家店让众多旅客感受到了随
拿随走，‘无感支付’的快感。这家店
就是云拿科技开设的。”丁嘉敏向记
者介绍，云拿科技是家提供新零售方
案的科技型企业，它就是在紫竹ET
空间孵化的，因为在进博会期间，展
示了上海科技企业的风采，他们先后
被闵行电视台，中央2套报道，在进
博会期间，还获得习近平主席点名表
扬，称这家公司是上海科创的一个优
秀案例。

升级模式孵化独角兽
从一开始，丁嘉敏就对标“硅

谷”，打造紫竹ET空间孵化器，因此
她的帮扶从来都是有的放矢，筛选孵
化企业的标准丝毫不逊色于专业VC

机构。
“我们更关注科技驱动型企业，人

才和团队都是第一考察要素，而我的
使命就是把初创团队或企业，用完善
的公司管理理念和产业孵化资源浇
灌，加速企业成长为高新技术企业，努
力使之成为行业独角兽。”丁嘉敏如实
地告知记者她的创业帮扶理念。

据悉，自2016年1月紫竹ET空
间正式成立以来，在创业者团队中聚
集了一批高素质创业者，并吸引了诺
贝尔物理奖获得者、美国国家工程院
院士中村修二教授等重量级导师以
及技术型、资源型、投资型导师超
200 位。产业结构方面，在人工智
能、智能制造、软件信息及大数据行
业，总共拥有近130个项目。而这些
企业经过孵化已经迎来一波丰收。
目前孵化团队服务创业实体数量已
达超120家，在孵企业累计获得投融
资2.2亿元，2018年获投融资9054万
元，2018年获投融资企业超10家。

韩伯铭：用创新为实体经济赋能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
的立身之本、财富之源，创
新创业者应该把更多的精
力用在把实体经济做实、做
强、做优上。”韩伯铭是中国
青年创业导师上海导师团
导师，这位超过25年的财务
管理及并购经验的商场老
将认为，创业者创新的特
质，决定其可以做强、做
实。 青年报记者 孙琪

黄浦江第一湾区上，坐
落着一个充满创新活力的
科创空间——紫竹 ET 空
间，它的“掌门人”是位知性
优雅，睿智敏捷、内心强大
的女性，她就是紫竹ET空
间孵化器总经理，中国青年
创业导师上海导师团导师
——丁嘉敏。

青年报记者 孙琪

丁嘉敏：在“东方硅谷”助高精尖企业逐梦

丁嘉敏是去年受聘为中国青年

创业导师上海导师团导师，对此，她

非常珍视。

“中国青年创业导师是一个神圣

的使命感的社会工作。”丁嘉敏表

示，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创业孵化

器这个业态也经历到第 32 个年头，

从全国第一个孵化器诞生开始，到

如今中国发展为孵化器全球第一大

国，中国的创业浪潮也经历 3 次迭

代：70、80年代，以华为任正非、联想

柳传志等人的科研院所出来的体制

内出来下海创业，90年代，以互联网

时代马云、马化腾、李彦宏等的BAT

创业为代表，如今万众创新大众创

业时代，涌现的雷军为代表的消费

升级、产业细分领域寻求蓝海的精

英模式创业目前对创业培养的需求

和难度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就

更需要一批各行各业有经验的创业

老师来众扶、众帮。

“为‘中国梦’号经济列车添加新

动力，打造新引擎，众创、众扶、众帮

就是这个时代每位创业导师的使命

和责任。”丁嘉敏表示。

科创板的设立，掀起“硬科技”创

业浪潮，如今无数创业者受时代的感

召，在“硬科技”领域披荆斩棘、开拓

进取。但韩伯铭建议这些创业者离

开繁华舒适的市中心，而去郊区发

展。

“科研创新没有捷径可走，只有

依靠自主研发、人才储备和不断整合

全球资源提升核心竞争力，这就需要

足够的科研实验场地，市中心一般都

提供不了，市中心只能作为产品展示

基地或者销售所在地，郊区孵化器或

者高校等更适合他们。”

韩伯铭认为科创板的推出必定

会给“硬科技”型企业提供相当多的

机遇，但他希望科创型创业者多关注

实体经济领域发展，而不是局限于金

融或者商业模式创新，撬动实体经济

创新动能，开启新一轮更高质量发展

的征程。

“硬科技”创业者 请奔赴更广阔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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