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大 众 创 业 ，万 众 创 新 ”作 为 中 国 经 济 的 新 引 擎 以 来 ，“ 创

业”和“咖啡”便成了一对形影不离的“好伙伴”。大批孵化器、

众创空间成立创业咖啡馆，集众家之长为创业团队和小微企业

提供服务。

2014 年底，北京出台科技创新券相关政策，支持科技创新创

业的科研活动，对小微企业和创业团队与指定实验室围绕科技创

新创业开展的测试检测、合作研发、委托开发、研发设计、技术解

决方案等科研活动给予资助。

这杯“咖啡”煮了两年，味道如何？

搭起科研交流平台

“短短一年间，中云智慧已由 2015 年初十几个人的小微企业

发展成了百人以上的大型企业。整个 2015 年度，其营业收入高

达两千多万，已经在为上市做准备了。”北京国家技术转移中心条

件平台中科院基地办公室主任张利军说，科技创新劵在企业面临

困难之时诞生，是企业后续发展功不可没的推动力。

据介绍，针对业务需要，中云智慧建立了一种“安检 X 光图像

中目标物的神经网络算法”，该算法的合理性和可行性验证对企

业来说有一定难度，需要研发资金投入，并借助更专业的科研力

量才能完成。然而，在 2014 年末，中云智慧作为初创企业，资金

本身就不足，加之当时又由于一些政策调整，企业产品出现滞销

困境，资金成本被严重占用，无法周转。张利军告诉科技日报记

者：“2015 年初，企业了解到北京科技创新券的新政策后与我们取

得联系。基地办公室随即与中科院自动化所相关联络员进行对

接，并成功搭建起企业与专家交流的平台。”

新政也曾遭遇“抵触”

张利军坦言，当时，北京科技创新券的新政出台不久，企业表

示将通过创新劵进行支付合作时，专家对这一新生事物表现出了

种种顾虑。

首先，研究所的政策机制可能对直接收取创新劵存在困难；

其次，创新劵这种后补贴政策可能存在的兑换风险、兑换周期、资

金到位周期等不确定问题也让专家产生抵触。

针对这些问题，张利军表示，“我们基地办公室和研究所及企

业经过多次沟通协商后确定由我们专业服务机构收取创新劵，并

进行垫资风险担保服务。最终，企业委托专业服务机构与研究所

签署了关于原有算法的验证及技术指导相关合同，合同金额 10

万元，为企业节省了 7.5 万元的技术成本。”

北京国家技术转移中心条件平台中科院基地作为北京科技

创新券中介服务机构，帮助小微企业和创业团队与开放实验室建

立联系，帮助小微企业和创业团队改变一切都要自己动手的现

状，引导小微企业和创业团队利用北京优质的科技服务资源。

截至 2016 年 9 月，共有中科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 25 家单

位、577 家实验室参与到创新券的接收工作中来。并有 73 家创新

型孵化器、行业协会等科技服务机构成为推荐机构，为小微企业

和创业团队申请创新券提供专业化服务。

创业团队有了财政支持
北京市科委条件财务处处长陈云波告诉记者，自 2014 年 12

月北京科技创新券正式实施以来，共有 1498 家小微企业和 80 家

创业团队与开放实验室合作开展了 1694 个创新券项目，共计使

用创新券 9536.5 万元。涉及生物医药、电子信息、新材料、能源环

保、装备制造、工业设计、现代农业等 7 个领域，其中电子信息和

新材料目前占主体地位，分别占比 36%和 31%。

据了解，北京科技创新券首次将创业团队纳入财政资金支持

范围。通过调整核定比例来设计的扶持程序和限制机制，使政府

资 金 更 多 投 入 到 初 创 性 小 微 企 业 和 创 业 团 队 。 创 新 券 支 持 的

1498 家小微企业中，注册资金 0—100 万的企业占比超过半数，是

申请创新券的主体。

此外，北京引入第三方机构参与管理，实现资源和需求的双

向盘活。在发放环节，设立推荐机构帮助小微企业和创业团队申

请科技创新券。在使用和兑现环节，设立专业服务机构，帮助实

验室接收创新券。

目前，推荐机构发展到 73 家，共推荐企业 1814 家，涉及创新

券金额 13680.5 万元；专业服务机构已经发展到 25 家。

“根据小微企业和创业团队的创新需求，接收创新券实验室

的数量也从最初的 398 家增加到目前的 577 家。在创新券的实施

过程中，还有一些实验室主动要求加入首都科技条件平台实现开

放共享，起到了对平台资源的‘反哺’作用。”陈云波说。

让“创业咖啡”

变身“成长快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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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日，浙江桐乡，2016 中国创新创业大赛互

联网和移动互联网领域总决赛开锣。

来谊金科的 CTO 侯海坤代表团队、怀揣着

参赛作品——“小微封”一路过关斩将、从上海分

赛区走到了全国总决赛的现场。就像众多创新

创业的中小企业一样，他们把这种经历看成一种

荣誉和业界认可。

近年来，随着移动终端的迅速普及，移动互

联网安全问题进一步凸显。腾讯安全发布的

《2015 年度互联网安全报告》显示，目前全球网

络安全的主要威胁已经从黑客攻击模式转变成

犯罪分子的敛财工具。2015 年，腾讯手机管家

移动安全实验室新发现的手机病毒数为 1670.37

万个，手机病毒感染终端数量达 7490万次。

作为互联网金融安全服务商，来谊金科团队

早就看到了这片“蓝海”。2011 年，互联网金融

出身的徐海光开始转战“互联网安全”领域并成

立了公司，5 年间一直致力于移动互联网身份认

证技术的研发，打造出了以“小微封”为代表的新

一代 B2C移动互联网金融安全认证服务。

给你的账户加把给你的账户加把““安全大锁安全大锁””

作为一个普通用户，CEO 徐海光在账户资

金安全问题上也有过“血泪教训”。

“前几年我去澳门旅游时钱包被偷，里面有

身份证和十几张银行卡。”徐海光回忆道，由于澳

门博彩业发达，信用卡套现问题也很泛滥，“我给

银行打电话挂失的时候，手机就不停地收到银行

信用卡消费的短信通知。回来后跟银行反复沟

通、提交了很多资料才证明那一大笔钱是被盗刷

的而不是我消费的。”

尽管如今，这是一个能够笑着谈起的“经

历”，却给了来谊团队在移动网络安全服务领域

深耕的信心和紧迫感。

虽然公司成立于 2011 年，但是 2013 年之前

的两年间都是技术的积累期。“真正的风口还没

有到来。”在徐海光看来，2013 年开始，各种移动

应用软件及电子支付方式的快速兴起，对移动互

联网的安全提出了巨大挑战，也催生了网络安全

认证领域真正的市场需求。

2012 年，时任瑞典 KeypascoAB 亚洲技术支

持总经理的侯海坤受邀强势加入，开启了来谊金

科力攻移动安全“强认证”的新时期。侯海坤在

KeypascoAB 之前就职于著名的金雅拓任网银安

全事业部研发总监，对各式各样互联网黑客攻击

有着非常全面而广泛的经验。

“远程服务中银行无法判断电脑、手机等终

端设备的操作者是不是持卡人，主要通过持卡人

个人信息，包括用户名、密码、短信验证码等来识

别用户身份”，CTO 侯海坤解释说：“一旦银行卡

遗失，或用户的账户、密码、手机号码等信息泄

露，违法分子就能通过技术手段劫持银行发出的

验证码到自己手机上，很短时间完成资金转移。”

在移动安全领域，目前国内研究比较热门的

是对生物识别技术，如指纹识别、虹膜识别等。但

在国际上，对于这类技术的应用依然存在争议。

一是依赖生物特征的识别方式不可避免的与个人

隐私保护冲突，另一方面“从技术上来讲，无论是

指纹，还是虹膜，最终还是以 0101代码的形式出

现，而这些数字一旦被黑客攻破进而复制，在其他

设备上操作，依然存在安全风险。”侯海坤说，“这

还是存在一定安全隐患的认证方式。”

习以为常的“保护”不够强大

基于设备识别技术的“小微封”就是为解决

类似问题而诞生的。

“‘小微封’相当于通过手机给自己的账户装

了一个‘安全开关’。”CTO 侯海坤比喻说，“一旦

银行卡、身份证或者账户密码丢失，用户可以用

过移动端 APP 将绑定的各类账户锁定，没有那

把特定的钥匙，其他人根本动不了资金账户，甚

至银行卡也可以通过绑定的手机在设备上设定

遥控开关，随时开启关闭账户。”

既然在高科技面前连生物指纹都变成固定

代码呈现，那么特定的“钥匙”又是什么涉及我们

技术实现的细节，不建议公开发布，仅限于交流

讲述。

每一个软件、硬件和操作行为都会在一台智

能终端上组合形成独一无二的“特征值”，“小微

封”就是通过记录用户操作路径等实时信息以及

监测硬件序列号等固定信息，然后传递给服务器

进行认证和比对的方式来保护账户资金安全，同

时，这些数据又不涉及个人的隐私。“与服务器中

保存的操作行为信息比对成功，通过认证后才能

完成后续操作。”侯海坤说。

相比固定的人体生物指纹，这种被称为“特

征值”的设备指纹在保护个人隐私方面要安全得

多。因为加入了互联网因子，能实时采集智能设

备上的变动信息，不断丰富“指纹”的动态变化，

防止信息被复制。所以，即使用户的账号密码被

在手机上装个“安全开关” 来谊金科对安全身份的“强认证”技术曾被

IBM 视为未来几年最具发展潜力的科技应用之

一，并将其命名为“数字卫士”技术。

从来谊金科发展的身前身后也能看到，国内

互联网行业发展至今，依靠商业模式创新的路

子，已经遇到了瓶颈。为适应国家经济战略转型

的需要，技术创新型公司加上好的商业模式将成

为政策所扶持的重点对象，同时也成为资本“围

猎”的目标，科创板的推出就是这种趋势的证明，

2015 年 12 月，来谊金科也作为首批挂牌企业成

功登陆科创板。

2015 年底，与小微封同期推出的还有“认证

云”。“我们的目的就是通过多种方式为互联网金

融平台提供安全保护。”侯海坤说，认证云以‘小

微封’移动身份认证系统为基础，同时集成公安

部身份认证服务、人脸面部识别认证服务、移动

数字证书认证等多种认证服务，以云服务的形式

提供对用户的多维度身份认证，“很多互联网金

融企业不具备对接如公安部身份认证服务等系

统的能力和资质，也没有足够能力自己开发相关

技术，认证云的出现可以大大降低这部分门槛和

成本。”

这是来谊金科在移动互联网身份认证方面

的再一次深入探索。在 CEO 徐海光看来，安全

是个很专业的领域，也很枯燥，大多数企业都有

兴趣研究应用，只有少部分才会研究身份认证安

全。“但是‘安全认证’不只是企业行为，更应是被

重视的国家战略，近期国家人民银行、公安部等

部委针对互联网安全出台的相关政策，也证明了

这一点。”徐海光说。

“安全卫士”的历史使命

■关注科技创新券

被称作最激进的风险投资公司——创新工

场，9月底宣布其两支基金刚刚完成了 45亿元人

民币融资。其中，一支为新成立的美元基金规模

为 3 亿美元，面向全球投资者展开了融资，而富

士康则是主要投资者；另一支是规模 25 亿元的

人民币基金，主要面向中国创业者。

自去年以来，虽经历了资本寒冬，但投资人

们的投资热情丝毫未减。如何为紧张忙碌的投

资人减轻他们的工作压力？如何帮助他们找项

目、找数据、做研究？如何让创业者找到合适的

投资人？这些发生在创投圈的“痛点”都正在被

FellowPlus解决。

FellowPlus的CEO郭颖哲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他们的产品专注于服务专业投资人，通过对创业公

司信息加以收集、分析和呈现，来帮助投资人们更快

地做出决策，让他们最终可以“忙里偷点闲”。

创投数据告诉你：钱该投给谁？
文·本报记者 王 怡

今 年 8 月 FellowPlus 正 式 上 线 FellowData

App，包括苹果（iOS）版和安卓（Android）版，用

户可在该 App 中跟踪自己感兴趣的公司和领域

的最新信息。

“这是一款为投资人打造的产品，他们可以

选择关注自己感兴趣的投资‘赛道’。”郭颖哲介

绍，投资人可以在这款 App中关注自己感兴趣的

公司和创业领域，所有相关信息都会被快速、精

准地聚合于用户的信息流中，包括该公司和领域

的融资事件、爆发性增长的 App、新闻、被 App

Store推荐的新产品等。

“创投圈对于专业信息的获取方式存在低效

率的现状。”郭颖哲认为，信息获取方式太依赖人

工编辑，信息大多以项目库的形式存在，并没有

实现真正的产品化。在创业信息爆炸的时代，做

创投数据库和商业信息的公司必须把技术作为

核心驱动力，不以技术为核心手段做创投信息的

公司，终将被淘汰。

能够推出这样“开脑洞”产品的郭颖哲，早年

曾就职于《第一财经周刊》《创业家》等知名媒体，

后于经纬创投，主导了国内最大医美社区电商平

台“更美”的天使轮融资。她坦言，曾经的投

资人身份让她深知这类人群急需的信息。“投

资人之所以总是很忙，是因为他们需要的信息

和数据总是太难找。他们需要收集尽可能多的

有效信息，并依靠这些有效信息对某个行业、

市 场 甚 至 是 创 业 者 形 成 预 判 并 快 速 做 出 决

策。”郭颖哲说。

郭颖哲介绍，FellowData 基于自身数据获

取和分析能力形成了对创投商业信息底层数

据架构的搭建，形成了 FellowData 数据引擎。

基于这样一个数据引擎，今年早前发布的 Fel-

lowData 投资人专属的行业研究产品，而此次

发 布 的 FellowData App，旨 在 帮 助 投 资 人 、创

业者和对创投感兴趣的用户更加高效地获取

自 己 关 心 的 信 息 。 目 前 FellowData 数 据 引 擎

已经汇集超过 24 万家互联网公司的结构化数

据与信息。

除此之外，FellowData App还可聚合创投生

态热点信息，创投生态热点信息则主要包括三部

分：被媒体首次曝光的创业项目、热议的创业项

目和创投圈当下的热门讨论话题。

7X24不间断聚合创投信息

在 FellowPlus 之前，国内没有专门服务投资

人平台，早年的创投公司更多的是服务于创业

者。郭颖哲表示当初创立 FellowPlus 出发点就

是一级市场因为信息不对称导致运作效率极低，

亟需先做一个信息平台去把信息给打通。

“这两年，全球都在刮一股创业风，根据我们

的数据显示，2015 年中国每分钟会诞生 8 家公

司。创业公司数目增多，投资人的数量也在增

长。投资变热，但投资人却抱怨工作越来越难，

这就是我们想要解决的问题。”郭颖哲说。

目前FellowPlus的重点服务对象是投资者，但

对创业者也并非不会照顾。郭颖哲介绍，创业者在

融资时候也可以使用 FellowPlus平台，还可使用

FellowData观察下主要竞争对手，以及自己行业的

学习研究。总体来讲 FellowPlus平台对创业者服

务更间接一些。郭颖哲说：“如果把投资运作效率

提升上去整个市场都会受益，创业者也间接被服务

到，如果既思考投资人需求又思考创业者需求，产

品就会很难做，毕竟他们也是交易对手。”

按照郭颖哲及管理团队的构想，希望在五年

之内把 FellowPlus 做成一级市场底层通过信息

化方式打通各个环节的平台，能够让人、钱、标的

在这个平台上流转。

郭颖哲还表示，FellowPlus 目前在产品上进

入到快速发展阶段，在投资人覆盖上提速明显，

对一线投资人的覆盖由之前的 60%进一步提升

至 75%左右，越来越多好的机构投资人在使用

FellowPlus 的工具产品，截至 9 月 1 日 FellowPlus

注册投资人达 1706人，其中超过 300家顶级投资

机构，30%以上为合伙人级别。

打通一级投资市场信息服务

细数 FellowPlus 成立之后推出的产品，从

FellowData 到 BP 云盘（商业计划书管理）再到移

动端的 FellowData App，几乎四五个月就会推出

一款产品，很难让人相信这是一家仅有 40 人左

右的创业公司。

郭颖哲告诉科技日报记者，FellowPlus 的办

公室分布在深圳、上海和北京，她每个月都要往

返于这三座城市的办公室，和当地的同时沟通工

作进展。“我希望卡可以保持‘低规模、高产出’的

运行模式。”郭颖哲说，由于负责不同项目的团队

在各个城市，这让他们把开会也变的十分有趣，

甚至如果加班太晚，开会地点就直接挪到日式的

小酒馆，几位合伙人边吃边讨论工作。

对 于 接 下 来 的 工 作 ，FellowPlus 整 个 团 队

会在打通数据的基础上，在线下推出基金产

品 。“ 我 们 一 直 都 希 望 在 做 好 数 据 基 础 的 同

时，将 FellowPlus 的商业模式和股权类资产管

理 相 挂 钩 ，比 如 FOF 模 式 。”郭 颖 哲 说 ，FoF

（Fund of Fund）是一种专门投资于其他证券

投资基金的基金。它并不直接投资股票或债

券，其投资范围仅限于其他基金，通过持有其

他证券投资基金而间接持有股票、债券等证券

资产，是结合基金产品创新和销售渠道创新的

基金新品种。

未来走向股权类资产管理

盗，在其他设备(非绑定设备)上也是无法操作。

更关键的是，“小微封”采用的双通道认证从

根本上改变了现有的认证方式。

传统方式下，业务功能和认证功能使用同一

个通道，用户发出认证信号到金融机构的服务

器，验证身份后，服务器发出业务(支付)指令按

照原路返回，这一来一回就给了黑客足够多的时

间劫持信息。侯海坤进一步解释道，“小微封”把

整个路径由单通道变成双通道，“用户发出验证

信号通过 A通道到金融机构服务器，验证后业务

（支付）指令再通过 B通道传递给用户，大大增加

了黑客截取、比对、篡改的时间和难度。”

“我们曾经跟银行的朋友开玩笑，在他们那

里在开十个账户，每个账户中存十万块钱，在关

闭保护手机银行账户安全的‘小微封’开关之后，

把账户和密码对媒体及公众公布，请银行专业人

士及专业技术人员进行破解，谁破解成功、十万

元就归谁。”徐海光笑着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