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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创”劲减弱
凸显深层次问题

近年来，上海出台了一系列
促进青年创新创业的政策措施，
如《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进一步推动上海创业投资高质量
发展的若干意见》《上海市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上海市财政局、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完
善本市创业扶持政策举措的通
知》等，这些政策措施为促进青年
创新创业发挥了重要牵引和保障
作用。但现实中，依然存在一些

深层次问题亟待破解。
创业意愿不高是首要问

题。相关调研结果显示，
2023年本市居民意向创业
活动率与五年前相比仍有
较大回落。整体而言，青
年对创业保持谨慎态度。
青年存在“创”劲减弱的情
况，会更谨慎评估自身实
力和资源，对创业未知的
不确定性和失败的担忧让
青年普遍选择求稳。

创业不简单，涉及多
个领域的综合能力，而大

多数创业青年未接受过系统、
完备的创业培训，缺乏核心竞争
力。据统计，超过40%的创业项
目集中在较为传统的批发零售、
住宿餐饮等领域。

从社会系统扶持的角度而
言，目前上海的创业环境仍需优
化。青年反映，创业最大的挑战
是三缺：缺项目资金、缺专业人
才、缺精准服务。许多创业者怀
揣着极具潜力的商业构想，却因
资金短缺，难以将创意转化为实
际产品或服务推向市场。据抽
样调查，75%的青年依托个人或

家庭积蓄创业，仅有10.6％通过
创投公司等渠道融资。同样，企
业发展需要各领域专业人才的
协同合作，但初创企业在吸引人
才方面常处于劣势，在创业过程
中也缺少精准服务。创业者常
常难以找到能够满足自身特定
需求的服务机构，导致在许多环
节走弯路。

激发创业意愿
先要鼓足青年创业信心

社会进步离不开创新，城市
活力需要创业激发，青年不该止
步不前。徐豪表示，应进一步激
发青年敢于创新、勇于创业的精
神，而这需要全方位的赋能和全
社会的协同。

“要激发创业意愿，先要鼓足
创业信心，增强青年想创业的动
力。”徐豪表示，在唱响光明论、汇
聚正能量，有效引导预期的同时，
讲好身边青年创业者奋斗拼搏的
励志故事，以星火点燃创业激情。

点燃的方式也要青年喜闻

乐见。创业政策宣传要加大力
度，同时继续拓展“海聚英才”全
球创新创业大赛、上海创新创业
青年50人论坛等载体的功能，搭
建更多创新创业要素对接合作
平台，激发长尾效应。要培育浓
厚的创业文化，搭建更多图书馆
里出策划、梧桐树下写代码、老
洋房里搞科研、咖啡馆内开晨会
的青春场景，让青年乐于集聚，
在有活力、有热情、有同伴的场
景中迸发创新灵感。

要激发创业意愿，还需要加
强系统支持，动态评估并优化创
业扶持政策，健全更加便捷的市
场准入机制，更加公平透明的市
场交易环境以及更加包容的退
出机制。为创业失败且有继续
创业意向的青年提供再创业培
训等赋能举措，帮助他们重新踏
上创业之路。

全过程赋能
提升青年“会创业”的能力

让青年重燃创业激情后，更

要做好后续的创业全过程孵化，
陪伴青年走好创业每一步，在创
业过程中逐步提高创新力。这
就需要优化服务体系，提升青年

“会创业”的能力。
徐豪建议加强创业教育，探

索以联合学院、联合实验室等方
式推动校企共建产教融合平台和
实战型创业基地，推广创业导师
制，完善青年创业实训体系。扶
持成果转化，坚持政府引导和市
场参与相结合，重点关注科研项
目结项后、创新创业竞赛后的成
果转化和项目落地，帮助科研成
果、文化创意和创业项目转化为
产品、熟化为商品、提升为产业。

同时强化创业支撑，在高
校、产业园区和年轻人集聚的社
区建立一站式创业服务平台，为
青年创业提供政策咨询、法务财
务、人事代理、产品推广、融资对
接等全方位服务。培育壮大耐
心资本，更好发挥上海天使会等
专业平台投早投小投长期的引
导支撑和带动作用，更大力度吸
引社会资本参与创业投资。

创业无法一蹴而就，创新更
是没有终点。徐豪表示，全社会
应更积极地培育产业生态，激发
青年共创业的活力。针对不同
类型创业者，加强分类扶持，大
力发展首发经济、票根经济、青
春经济，鼓励青年开辟新赛道、
创造新需求，形成新业态。将创
业扶持与产业生态培育有机结
合，构建众创空间、孵化器、加速
器、产业园相互衔接、促进的创
业支持链条，为青年创新创业全
过程赋能。

“希望大家协力，在上海这座
年轻人的希望之城，成就更多为
梦想而奔跑的青年。”徐豪说道。

激发“创”劲，做好创业全过程孵化

成就为梦想而奔跑的青年
放眼全球，

青年都是创新
创 业 的 主 力
军。1 月 16 日
下午，市政协十
四届三次会议
大会发言中，市
政协委员、团市
委副书记徐
豪 代 表 共
青团和青
联界别向
与会的政
协委员发
出 呼 声 ，
激发青年
创新创业
活力，需要
全方位赋能、
全社会协同。
青年报记者 刘晶晶

如何破解青年科研人员的“年龄焦虑”

市政协委员任捷：设立更灵活的人才评价体制
青年报记者 刘晶晶

本报讯 当给“青年”框定
了一个年龄段时，青年人反而
产生了“年龄焦虑”，不敢迈开
大步去创新。如何让从事基
础科研的年轻人能够潜心、安
心做科研，毫无顾虑地冒险创
新，80后市政协委员，同济大
学国豪书院副院长、物理学院
长聘特聘教授任捷连续两年
关注这一问题。

“我们现在给予青年科
研人员的科研课题不少，但
经常会明确提出一个年龄限
制。”任捷表示，设置年龄限
制本意是给青年人更多机
会，但他发现，在实际情况中
却容易加重年轻人的“年龄
焦虑”。

“他会觉得我现在不申

请明年就申不了了，反而不敢
去做创新能力很强的、长周期
的一些课题。”任捷表示。

“大家都想着课题最好
容易出成果。间接带来的结
果就是让年轻人不敢冒险。”
这让任捷有些担忧，基础研
究讲究静下心来把冷板凳坐
穿、潜心研究，科学研究也需
要有勇于挑战别人所不敢，
有原始创新的想象。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他
认为可以有更灵活的人才评
价体制。比如年龄可以“弱
化一下”，把生理年龄换成学
术年龄。“对青年的年龄要求
可以灵活化一点，而不要很
强硬地‘一刀切’，给予他们
成长的时间。”任捷表示。

同时在项目评审时，他
认为也可以给予青年人更多

的话语权。就如同现在的院
士评选就做了很好的改革，
以往都是由资深的院士来评
院士，现在像任捷这样的年
轻科学家也可以参与到院士
评选的关键环节参与投票。

基础研究讲究

静下心来把冷板凳

坐穿、潜心研究，科

学研究也需要有挑

战 别 人 所 不 敢 的

勇气，有原始创新

的想象。

——市政协委员任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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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协委员、团市委副书记徐豪。 本版摄影 青年报记者 常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