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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创业辅导的另一方天地
作为连续创业者，李斌深知其中

的艰辛和不易，希望在亦师亦友的创
业指导中，不遗余力为青年团队提供
资源和帮助，陪伴其一路成长。“青年
人充满了激情和干劲，但通常在资
源、资金、经验等方面存在欠缺和不
足，需要‘领路人’给予相关的创业指
导和帮助，尽量少走弯路。”

与传统创业导师的创业辅导不
同的是，自2017年担任上海众智青
年企业服务中心理事长以来，李斌就
一直在公益创业领域为创业项目进
行辅导服务。如，他们所扶持的帮助
上海28万聋人解决看病难问题的项
目，在上海市残联、上海市聋人协会
等多家机构的协助下，目前已经取得
阶段性成果，开创了线上助聋门诊预
约、线下助聋绿色通道手语翻译的新
模式。“我们正在积极推进这个公益
创业项目，为公益创业项目打通造血
机制，争取早日让全国2000万聋人
看病不再难。”

助残疾青年创立“无声咖啡馆”
此外，李斌与团队还通过调研、

走访、资源整合、课程培训等形式，为
残疾青年提供有针对性的创业指导
和服务。

“我们扶持指导的上海第一家无
声咖啡馆，将于今年5月，在一大会
址旁边的淡水路上正式营业。”李斌
透露说，这个创业项目经历了半年多
的筹划、指导，由聋人创业者自主运
营，健全人合伙创业，在多方共同努
力下终于结出硕果。

据了解，创始人仇雯婷和丈夫都
是聋人，去年参加了“众智”开设的创
业能力培训与花式咖啡创业实践课程
后，他们的创业意愿越发强烈，希望开
设一家自己运营的咖啡馆。然而，场
地、资金等都是摆在他们面前的大难
题，尤其聋人在沟通、交流方面并不擅
长，如何开拓市场、进行推广？

为此，李斌为此创业项目四处奔
走，最终与一家爱心企业达成合作，
即由企业捐赠免费咖啡场地，解决了
场地问题。同时，咖啡馆内的咖啡
机、冰柜、纸杯等设备也由爱心人士
和公益机构捐赠，为创业者提供了最
大化的扶持。

“我们还招募了一位有经验的创
业青年，通过‘合作’‘共融’，鼓励健全

人创业青年与聋哑青年仇雯婷合伙创
业”。李斌坦言，大家分工明确，健全人
创业青年主要负责咖啡馆的市场开拓、
新媒体运营、客户洽谈、组织线下活动
沙龙等，仇雯婷等聋哑青年则负责咖啡
制作，产品研发、保证口味和质量。

如今，经过半年多的筹备，无声
咖啡馆即将正式营业。欣喜之余，李
斌坦言，为了保障无声咖啡馆的正常
运营，他组织多位创业导师集体担任
导师顾问，长期跟踪并提供陪伴式创
业服务。同时，“众智”出资开发线上
网店系统，随时观察、分析咖啡馆的
运营数据，及时给予产品种类、价格、
推广等方面的建议和指导。

“在整个过程中，我还自学了手
语，现在已能够与聋人青年进行简单
的沟通交流。”李斌通过这种无私的、
全程陪伴式的创业辅导和帮助，圆了
残疾青年的创业梦。谈及未来规划，
李斌表示，将不断探索和创新，复制
开设更多无声咖啡馆，带动更多残疾
青年创业和就业。

为创业企业提供5大类法律服务
当年，法学硕士毕业后，周颖如

愿进入律师事务所，从事法律顾问和
服务等工作。10年律师生涯中，他
受邀为上百位创业者提供法务咨询
和服务，深深被他们的坚韧、为梦想
而奋斗的精神创业所打动。“实际的
创业中，创业者经常会遇到各种各样
的法律问题。有时，身边正在创业的
朋友在遇到问题时，也会第一时间找
到我，协助他们解决创业中遇到的法
律问题，就这样，我慢慢走上了创业
导师的道路。”

在与创业者的深入接触和交流
中，周颖从自身专业出发，通过电话、
面谈等形式陆续为创业团队处理和解
决了包含公司股权、知识产权保护、规
范制度、劳动问题和合同纠纷等五大
类问题。与此同时，他受园区、基金公
司等邀请和委托，担任外聘顾问，针对
创业企业所面临的具体问题开设法律
专题讲座和提供实地的咨询、指导。

作为专业律师，在服务企业的过
程中，他也收获了满足和成就感，陪
伴创业者共同成长。

去年，经过申报、评选等环节，周颖
被授予“中国青年创业导师上海导师团

导师”称号。对于这一荣誉，他深感肩
上的担子更重了。“这既是荣誉，也是激
励，为更多创业者提供专业的法律帮助
和指导，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指导创业者提升风险防范意识
多年创业服务中，周颖接触到了

很多创业企业的法务问题，其中不乏
合同纠纷等。“我曾经遇到过一家初创
企业，公司创始人王成（化名）在朋友
的引荐下，与其他公司的品牌策划团
队达成了口头协议，并支付了3万元费
用。”周颖介绍说，在实际的实施中，对
方的品牌策划效果并不尽如人意。但
由于没有签署合同，王程在维权时多
次沟通无果，无奈之下找到了周颖。

了解情况后，周颖建议王程先暂
停品牌策划具体事务，与对方协商签
署正式合同。“无奈，对方拒签合同，
并拒绝退还费用。”商讨之后，周颖作
为专业律师与对方负责人进行了电
话沟通，从法律的角度讲明利害关
系，最终，协调成功，王程收到了2.5
万元的退款。

“这次的合同纠纷对王成团队的
触动非常大。”让周颖欣慰的是，创业
团队因此开始有了法务和风险防范
意识，遇到合同签署、劳动关系等不

明确的问题时，及时咨询专业律师，
在后续的创业中避免了很多不必要
的损失和“创业坑”。

随着法律服务的深入和对创业
者的了解，除了提供专业的法务咨询
和指导外，周颖也开始帮助创业者从
企业现状和创业者自身出发，调整方
向，规避创业风险。2012年，他结识
了一位从事手游APP的海归创业者，
该团队以技术见长。起初，公司业务
快速增长，但几年后，资金链出现问
题，业务难以继续拓展，公司无奈倒
闭。“庆幸的是，当看到业务出现下滑
端倪时，我建议他规避风险，尝试切
入投资领域。”周颖透露说，经过探索
和发展，目前该创业者已经成功转型
为投资人，开启了新的事业领域。

周颖：用法律专业帮助创业者少走“法务坑”

李斌：创业走新路，才会有出路

长期以来，中国青年创
业导师上海导师团导师、上
海众智青年企业服务中心
理事长李斌，带领团队聚焦
残疾青年，通过整合多方资
源，助创业青年走上创业
路。在他看来，创业充满艰
辛和孤独，希望在“扶上马，
送一程”的陪伴指导中，与
创业者共同成长，见证“一
切创业可能”。

青年报记者 明玉君

在李斌看来，帮助残疾青年创

业，需要深入参与创业项目，根据

创业项目所处的不同阶段、商业模

式等给予有针对性、精准的陪伴式

指导，才能助力其在创业路上茁壮

成长。

对于残疾青年创业者，他提出了

如下建议：

首要，要勇于尝试和创新，在市

场的检验中不断修正商业模式。即

使失败，也要有勇气从头再来。切忌

单打独斗，依托团队共同创业，残健

融合创业更易成功。更不要盲目跟

风，切莫照搬成功企业家的创业模

式，探索适合自己的创业路径。

探索适合自己的创业路径[导师心得]

多年职业生涯中，恒
量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中
国青年创业导师上海导师
团导师周颖时常深入园
区、企业等，为创业者提供
股权激励、知识产权保护、
劳动纠纷等法务咨询和服
务。在他看来，创业过程
中需要注重团队建设、技
术创新和业务拓展等多方
面的提升和优化，但法务
意识也必不可少。“细致谨
慎，切莫让法务问题成为
创业路上的羁绊。”

青年报记者 明玉君

在周颖看来，创业者往往有着

“改变世界”的梦想，他们充满了激

情和干劲，披荆斩棘，一往无前。

但在创业征途上，如何保护公司

辛苦研发的前沿技术、怎样避免

合伙人之间因分歧而影响团队凝

聚力、如何防止公司重大商业秘

密泄露等。

法务问题也是每个创业公司不

容忽视的问题。

为此，他建议创业者：首先需要

具备一定的法律意识，谨慎行事。当

遇到问题时，第一时间咨询律师，寻

求专业帮助和指导。并建立和完善

企业的股权架构及激励机制，打造有

战斗力的稳固团队。带领团队进行

技术创新和模式创新，不断突破，提

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切莫让法务问题成为创业羁绊[导师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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