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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G资本创始合伙人 熊晓鸽

初识小姬是在 2010年的秋天。

那时果壳网尚未建立，姬十三还在搞科学松

鼠会，在北京一家住宅小区的顶楼，一群志同道

合的人没日没夜地筹备着“科学嘉年华”。一天

下午，小姬出差归来，飞机落地还没着家就先到

松鼠会的办公室来，嘴里叼着根冰棍，像极了还

没毕业的大学生。她指着墙角几台大大的电视

机，吐着舌头问：“这是哪里来的？我们怎么有钱

买这个？”

陪着一群“科学逃兵”创业，一路走来，除

了做好本职工作，小姬一直活跃在中国的科

幻圈。今年春天，她辞去做了十年的新华社

对外部记者的工作，全职做起了未来事务管

理局的局长。面对她的创业，她的爸爸妈妈、

领导同事们都觉得“有些意外，但也没那么意

外”。

科幻让科幻让我我很勇敢很勇敢
——听科幻迷小姬说缘何“出山”创业

文·本报记者 刘晓莹

5 月，繁星戏剧村，一场站在未来犯罪和未

来追缉之间的对抗现场，未来事务管理局的线下

品牌活动“时间们”正在上演。“江宁公安在线”的

本尊警察蜀黍、主检法医软星星、科幻作家刘洋、

科幻评论家兔子瞧等嘉宾站在正反两边，跨界激

辩，而小姬作为局长大人从中调停。来到现场的

大多都是科幻迷，他们中的许多人都相信，这个

看似小众的爱好，正在用一种强大的力量感染这

个世界。

时间回到 2014 年 5 月 10 日下午，北京工体

雕刻时光咖啡馆二楼，未来事务管理局在这里召

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主题是《科幻未来主义宣

言》。参加这次大会的有作为事务局局长的小

姬、副局长淳子及其办公人员，还有吴岩老师、情

报专家武夷山老师、夏笳博士以及两名航天专家

等专家学者。“有二十多个代表出席了那次有意

思的大会，我们觉得它是划时代的，中国的未来

史可能从此就分岔了。”小姬笑着说。

那次会上，吴岩还作了发言：“实际上谈未来

的这件事是一个很晚近的事情。现在未来学界

有一句公认的话——未来是现代的一种发明。

在现代社会之前是没有未来的。”从那时开始，未

来事务管理局这样一个有趣的“官僚”组织在一

群科幻迷的拥簇之下便建成了。到了今年，果壳

阅读的几位小伙伴也正式加盟未来事务管理局，

小姬开始了她的创业。

“时间们”：从未来看现在

“像‘时间们’这样的线下活动，未来事务管

理局还有许多。”小姬告诉记者，“比如近来我们

还启动了第一期未来科幻大师工作坊，在为期五

周的协作和探讨后，30个作家带着他们总计 200

余万字的作品，开始在科幻小说这条道路上寻找

各自的可能。”

“在一些发达国家，科幻已形成非常成熟的

产业链。”小姬说，“好莱坞大片有专门的工业设

计和科学顾问，从最初的一个简单想法一直到后

期制作都非常成熟，但在中国，科幻作为一种新

生力量，还有很大的成长空间和市场潜力。”

她告诉记者，中国的科幻仍处于不太成熟的

阶段，普通读者能叫上名字来的科幻作者两只手

就数得过来，不过值得欣慰的是，后新生代的科

幻作家正在慢慢崛起，“我们的未来科幻大师工

作坊就是帮助有志于科幻写作的新新人类创作

出更多、更优秀的作品。”

就在刚刚过去的六月底，小姬所说的第一期

未来科幻大师工作坊刚刚“结业”，参与工作坊的

“未来大师们”通过五周的封闭式培训，在想象

力、实验性、思想上都进行了一次大脑远行。“我

们为科幻迷提供独家的科技资源——中国科学

院、探月中心、国际 AI研究机构里那些还没变成

paper和刚刚变成 paper的前沿黑科技、专业的科

幻导师团队，以及精心设计的科幻协作课程。”小

姬说。

找到你和科幻的未来

如果说科幻迷有哪些共同的特点，小姬觉得

应该就是“永远都长不大”吧。用她的话说：在那

些奇幻的、充满想象的未知世界里，喜欢科幻的

人时常会感到自己很渺小。也正因此，心胸更加

豁达，更容易看得到许多有趣味的东西。

如今，未来事务管理局还推出了“泛银河系

新闻客户端”——《不存在日报》，这份有着诡异

的报头、天马行空的日期和排版的小报每天推送

有关科幻的一切，它的目标受众正是这些“长不

大”的科幻迷。

小姬终于过上了将兴趣变为事业的生活。

“从 9 岁开始，爸爸就给我买凡尔纳，买《科幻世

界》，如今，这些填满我整个童年的读物还好好的

保存在我的床下。”她说。

这些年，科幻热得不行，《三体》大卖，各种

科幻大片赚了票房也赚了人气，人们比以往任

何时候都渴望一场幻想艺术为我们展望科学

技术的未来。这期间也有不少投资人找到小

姬，想要让她“出山”创业，“也不是没有好的

项目，但那个时候总觉得还没到时候，也不足

以打动我。”

今年，好莱坞科幻巨制再掀热潮，《三体》舞

台剧也在国内各地上演，许多“热钱”开始关注起

科幻产业，小姬觉得“时候到了”。

“我太喜欢记者这个职业了，如果还有什么

能让我放弃它，我想就只有我钟爱的科幻了。”小

姬说。

一路走来，小姬深谙创业不易，但真正把担

子挑在自己肩上的时候，她感到“压力确实不

小”，尽管这样，面对未来小姬依然充满期待。记

得 2014 年年底在果壳网星云奖未来大会上，小

姬站在开幕式上致辞：“各位科幻作家、各位科学

家、各位半人马座阿尔法星的客人，各位机器人、

各位半机械人、各位基因改良人、各位正常人类，

你们好！很高兴在这样一个讨论未来的场合见

到你们。我是未来事务管理局的局长姬少亭。

未来事务管理局，致力于分析人类当前的发展和

趋势，打造更美好的未来。我和我的同事们，都

来自未来，愿意将未来的挫折和未来的光明都带

给你们……”

如 今 ，小 姬 已 站 在 那 时 她 所 描 绘 的 未 来

里，为她所钟爱的科幻事业全情投入，在这样

一个单纯而现实的快乐里，寻找自己改变世界

的梦。

永远都长不大的世界

走进无界的三元桥空间，你会有一种误入

老北京胡同的错觉。在这里，分隔每间办公室

的小道儿都被标记上了北京人耳熟能详的胡

同名称。

无界空间联合创始人万柳朔解释说，“北京

城像一块大豆腐，四方四正。城里有大街，有胡

同。大街、胡同都是正南正北，正东正西。这种

方正不但影响了北京人的生活，也影响了北京人

的思想。”无界空间想做的是将“胡同景致”搬进

办公空间。

通过朋友介绍，万柳朔找到中央美术学院教

授史洋，史洋教授曾在赫赫有名的央视“大裤衩”

设计者大都会建筑事务所工作，曾参与设计了

“卡塔尔机场城”、“多哈大学城”等项目。

这里通过极富设计感的、有格调的美学理

念设计空间环境，用高性价比的办公场地和简

洁智能的工作设施合理规划功能性、舒适性，

用高质量、有独家价格优势的创业服务吸引创

业者。

万柳朔告诉科技日报记者：“协助创业者应

对一切办公问题，让大家在高效工作的同时享受

生活方式，令‘创业+生活’紧密结合。”

这不，在“帽儿胡同”的一个开间，万柳朔讲

起了他和无界空间的故事。

“拎包入驻”无界空间去创业
文·本报记者 史 诗

万柳朔是个 90 后，8 岁随父母移民美国，毕

业于美国常青藤名校康奈尔大学，是个不折不扣

的学霸。2011 年他大学毕业选择回到中国，加

入波士顿咨询集团。工作两年多，抑制不住那颗

躁动的心，他决定出来创业。

起初，万柳朔决定做旅游。但当时同类创业

公司已有很多很多，血海一片，在与好友兼校友

韩昕锜畅谈后，他决定做联合办公空间，一方面

很多创业公司创始人非常需要办公场地，另一方

面能充分发挥他的社交能力来营造创业社区。

一个好的创业社区选址尤为重要。“目前以

创业者、自由职业者组成的中小团队是对场地需

求最灵活的一代，即使如此，实体的空间仍然是

这些团队的最佳选择。除了交通方便之外，联合

办公能够带来的共享经济及社区的增值体验也

是无法替代的。”万柳朔认为。

创业源于“躁动的心”

2015年 7月，万柳朔斟酌再三将无界空间的

第一个空间落地北京国贸。960 平方米的空间

容纳 150个工位，分为独立办公区、共享会议室、

休息娱乐区（包括对外开放的咖啡馆）等，每个工

位的租金在 1600元／月左右。

“在无界空间，我们创造新的工作方式，让生

活更有趣。”万柳朔介绍，无界空间是以线下的联

合创业办公空间为载体，为早期创业者提供创业

及生活、社交等全方面服务的线上线下创业者社

区。短短一年时间，无界空间已在北京开放 6个

传说中“别人家的办公室”

7 月 24 日，无界空间发布联合办公行业蓝

皮书，包括主流办公场地选择、联合办公行业

标准、管理系统、联合办公服务等内容，据万柳

朔介绍，由于联合办公在近几年的办公场地市

场中刚刚出现，目前尚无行业标准，市场教育

和企业接受度更需要时间，所以通过书中首次

披露无界空间对设计、选址、施工、功能等方面

的评分系统，形成一套独创的联合办公行业标

准，以不断提升产品体验与行业价值，“希望与

同行伙伴一起教育市场，让联合办公业态被更

多的潜在客户所接受。”

《蓝皮书》显示，从设计角度来讲，不仅要满

足传统办公空间功能，更要在其基础之上设计出

新的环境体系，模糊办公与生活之间的界限，使

空间成为一个充满生机的结合了办公及生活、交

流的空间，即在办公地点找到家的感觉：既拥有

像在家中书房、卧室一样的私密角落，如办公区

卡座、沙发、休息区、胶囊床、阶梯台阶等，又拥有

如同家中客厅一样的交流区域，如阶梯活动区、

咖啡吧、开放工位等等。

无界空间在选址、设计等方面有严格的打分

标准，80 分以上才考虑着手去做，“比如，便捷性

是无界空间在选址标准中权重最高的一项，尽管

考量此项有时候会牺牲一些空间的利益，比如拿

下场地的租金更高，但对入驻团队来讲节省交通

成本和招聘成本，对空间的归属感和体验更好，

长远来看对入驻团队和联合办公行业来讲利大

于弊。”万柳朔说。

无界空间的名气就是要让入驻空间的每个

团队为其口碑宣传。万柳朔坚信，“比如谷歌，在

其之前做搜索引擎的企业有十几家，但谷歌凭借

更优的技术和算法依然很快‘秒杀’竞争对手。”

联合办公的“无界标准”

打仗讲究“快慢”的节奏，什么时候冲锋，冲了多远后要停一下，

都有讲究。一个劲冲过去，到了拼刺刀的时候就没力气了。做投资

也是一样，要抓住机会，捷足先登，但有时又要慢一点。

我们首先会看创业项目所处的市场是否足够大，也就是说创业

者要找对河流。我一直觉得，创业者就像是坐在一条橡皮艇上玩漂

流，如果你的方向是大海，你只要用力往前划就行，翻了船再爬上去，

最终到达大海。但如果你最后只进了江河湖泊，我们一般不会投。

尤其是当领域很小，创业者又很坚持的时候，我们一般会放弃，即便

他做到了市场第一，我们也不会投，因为市场规模太小了。

其次我们会看他的产品是否够创新，是否有想象力，是否容易被

复制。有时候你个人的兴趣可以帮你选出好的投资项目。

最后是看创业团队的执行力和应变能力。对创业者最难的判断

就是对他本人的判断，我希望他健康，希望他学习能力很强，希望他

能独立思考，希望他认真听你说话，但又不是什么都听你的。我们不

喜欢羔羊一样的创业者。

成功的创业者永远是少数。投资界有个二八定律，即投资 100

个项目，有 20 个能成功就非常不错了。我们在中国投资了近 400 家

公司，成功的超过 80 家。上次我在深圳听红杉的合伙人周逵说，美

国红杉过去 40年投资了 1000家左右的公司，约 200家成功了。投资

人永远都在挑战二八定律。

我认为我们这代人做投资能出点成绩，主要靠运气。

我们幸运地赶上了互联网的普及，出现了很多颠覆性的应用，让

我们有机会遇到很多优秀的创业公司。十多年前，中国互联网公司

主要是靠模仿国外的商业模式。但现在中国很多商业模式已经跟国

外差不多同步出现，甚至有了中国独有的创新。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创业者已经没有那么多可模仿的对象，所有

的东西都特别快，需要创业者做出真正的创新。对投资人来说，也是

一个挑战。过去你投一个项目，能知道国外有什么可参考的公司，估

值的时候也可以参考国外那些在纳斯达克上市了的企业。但现在没

有可参照的公司了，你要赌这个商业模式到底是否能做出来，而这又

取决于你能否做大规模。

现在市场上的钱越来越多了，投资人之间的竞争也很激烈。上

世纪 90 年代后期，我们投资圈的人在广州的花园酒店一起聚餐，一

张桌子都坐不满。现在中国的风险投资基金是全世界最多的，可以

说风投市场已是一片红海。市场冷的时候，你的心必须热;而市场热

的时候，你必须要冷静地看待机会。这是一个辩证的道理。

美国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态度决定一切。我觉得作为一个好

的 VC 或者 PE 的投资管理人，要永远在不断变化的市场中保持一份

很正常的、很健康的、很理性的心态。

投资人永远挑战二八定律

姬少亭，圈内人称小姬，
前新华社记者，以主持人身份
活跃在国内大大小小的科幻
活动上。2016 年，小姬创建

“未来事务管理局”，下设媒体
《不存在日报》，以专业的眼光
和特别的视角生产和科幻相
关的有趣内容。

“有人说，现在有了大刘（刘慈欣）和三体，我

们和美国科幻的差距就只有一个好莱坞了。想了

想，这个判断确实没什么大问题，除了一点：我们

还缺几百个成熟作者而已。”小姬有信心，通过未

来科幻大师工作坊，中国会拥有越来越多优秀的

科幻作者，也一定会迎来中国科幻的黄金时代。

空间，所有空间位置均距离地铁 5—10分钟步程

内，6个空间占地总面积超过 10000平方米，总工

位数超 2000个，入驻团队数量超 100家。

在这里你可以拥有创业、工作所需的所有

服务和资源。除工位之外，这里还有共享会议

室、共享打印设施、100M 超高速网络；超大活动

空间、咖啡厅、图书室、冥想室、淋浴间、游戏

室和床。万柳朔说，真正为创业团队做到“拎

包入驻”。

无界空间想做创业者社区，例如在紧张工

作的同时，团队之间互相帮助，结识新的朋友，

共享创业经验及资源。除此之外，无界空间与

各方合作伙伴共同提供财务、法务服务，为创

业项目对接投资人，帮助团队融资，以及邀请

创业导师指导团队、举办各类线下活动供大家

交流经验。

“把 100 个人放在一个屋子里，如果是在美

国，不到一个星期大家就能互相认识；而在中国，

可能花上半年时间大家还是面面相觑。”万柳朔

想增加无界空间的社交连接性，由空间客户切

入，进而延伸到不同业态之间的紧密联系。

毫无疑问，无界空间的主要收入来自于租

金 ，增 值 的 软 性 服 务 低 价 透 明 ，甚 至 完 全 免

费。其中，免费项目包含水、电、宽带、打印、会

议室、健身房、游戏室、淋浴房、活动区、休息

区、床位等。

7 月中旬上映的《大鱼海棠》受到广泛关注，自 4 月定档上映以

来，这部国产动画召开了三场 VR（虚拟现实）发布会，在这些视觉盛

宴的背后，是一家年轻的创业企业——北京七维视觉科技有限公

司。“如今，VR 技术已日趋成熟，硬件成本也在逐步降低，VR 企业需

要一次大的融合，‘抱团取暖’才能助力产业链的形成与完善。”七维

科技副总裁李晓波对记者说。

早在 2007 年，李晓波就开始从事 VR 产业。当时他在一家外企

做虚拟现实引擎，教别人如何使用工具开发 VR。“那时 VR 技术的门

槛很高，成本也居高不下，一台头戴式显示器要卖到 10万至 20万，是

普通人无法企及的。”李晓波说，“如今，一台不错的头戴式 VR 显示

器价位也就在 7000元左右，VR 技术的门槛开始降低，从业人员也更

多了。”

从业 9年，李晓波见证了 VR产业的高速发展。“去年年初还鲜有

人知道 VR，使用者更是少之又少，绝大多数 VR 企业只能面对企业

级及政府级客户。今年 VR 一下子火了，知道 VR 的人越来越多，一

些人还会购买 VR设备来体验。”

面对 VR 产业发展的火热态势，李晓波却有着自己的冷思考：

“现在 VR 的内容提供更多的还是停留在科普工作的层面，应用大多

局限在看房、医疗等专业领域，未来想要让更多的人真正主动购买

VR 产品，还需要出现一些像当年《阿凡达》带动 3D+imax 体验风潮

的‘爆款’产品。”

近来，许多 VR 领域的投资开始趋于理性，李晓波觉得这并非是

一件坏事。“它会让许多 VR 企业开始反思最初想做什么、现在能做

什么、未来要做什么，并开始专注技术的提升以及优质内容的生产。”

“七维科技依托光线传媒的内容及 IP 优势，接下来还会搭建一

个平台，推出电影、网红直播等内容，提供软件+硬件+平台一体化的

服务。”李晓波说，“只有自己拥有了‘造血功能’，VR 企业才能走得

更远。” （刘晓莹）

VR产业要“抱团取暖”

未来事务管理局创业团队未来事务管理局创业团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