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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家

1科技产业的链接者

硬科技创业离不开产业支持。杜
艳致力于科技创业者与产业之间的有
效、高效、长效链接，通过联合打造平
台、参与产业链分工、组织资源对接
会等多重手段，促成科技成果的产业
转化。

2014年，同是水木清华理事会的清
华1984级校友、英诺天使基金创始合伙
人李竹跟1981级校友杜艳提议，“一起
成立一个基金，帮助清华的校友创业。”
当时担任秘书长的杜艳赞同师弟的提
议。同年10月，水木清华校友种子基金
成立。它由水木清华理事会多位清华大
学校友共同出资5000万元作为基础投
资，清华控股参与支持，全部用于投资扶
持清华在校学生和年轻校友创业，特别
专注硬科技方向投资。

基金的投资包括“募投管退”四个环
节，其中投后服务是赋能企业，持续提升
企业价值的关键环节。为了了解企业发
展状况，水木基金建立了回访制度，每周
五由负责投后服务的杜艳带队到不同的
被投企业，把脉企业状况，了解企业需
求，确定退出策略。杜艳发现，大部分校
友创办的企业技术含量高，代表最新科
技趋势，但他们苦于缺乏社会资源，缺少
跟产业对接的机会。但硬科技恰恰需要
跟产业对接、落地，形成订单，才能解决
企业发展问题，形成正向循环从而最终
实现商业闭环。

她和基金其他几位合伙人商议，要
利用校友网络以及校友厚实的资源，打
造一个为被投企业赋能的平台。由于
英诺天使基金、启迪控股、泰有基金主
要创始人都是清华校友（内部称为F4），
投了大量清华校友创办的企业，同时又
是水木清华校友种子基金的LP（有限
合伙人），故牵头联合F4打造赋能平
台，为四家基金已投企业服务，这也丰
富了被投企业生态圈。

2021年末，“F4基金”挑选了已投
的11家具有国际领先技术、符合未来
发展趋势、产值过亿元的准独角兽企
业，汇报给北京市相关领导。分管领
导安排市国资委牵头，撮合市国资委
下属重点企业负责人进行对接，并由
此拉开了清华系高科技企业和产业集
团合作的序幕。

2解决方案的探索者

在赋能实践中，杜艳总结出了“大手
拉小手”“东方不亮西方亮”等经验。

所谓“大手拉小手”，就是杜艳带着
投后团队联合清华校友创办或联创的大
企业或上市公司，同时按照行业相关的
原则筛选出“F4基金”已投的企业，一起

和产业集团对接，多角度、多层面的挖掘合
作机会，另外，“F4基金”已投企业之间互相
也能够在产业链上实现彼此关联，促成合
作。而“东方不亮西方亮”经验则来自几次

“意外”的收获。当时，杜艳带着一批筛选
过的企业去对接京能集团及二级单位。数
月后发现，当时带去的非重点未投清华企
业清云智通，却先行跟京能集团开始合作
了。清云智通可再生能源制氢绿氨系统的
工艺包解决方案，完全可以和国际巨头托
普索、卡萨利PK，可实现进口替代。京能集
团派人考察之后，双方很快签订项目合同，
又很快落实了第二个合作，为合作打开了
大门。

有了在业界一个个成功案例，清云智
通创始人特别感谢杜艳团队组织的产业资
源赋能活动，主动创造优惠的条件，盛邀水
木清华校友种子基金加入。现在杜艳和清
云智通筹划，如何在未来的几个几十亿的
新能源项目里，建立一些机制，让F4被投
的先进制造、能源类企业一起参与，获得订
单。

这次“无心插柳柳成荫”，让杜艳和团
队很受启发，在之后的产业资源对接会上
增加了推介企业的样本，不仅有主推的项
目，还有旁听的项目。参与的企业都有机
会在会后和产业界代表交流，碰撞出新的
需求和机会。

3校友企业的赋能者

随着被投企业越来越多，单个企业赋能
服务已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如何实现多层次
赋能？如何让赋能平台有效且高效？如何
探索赋能方法论？这是杜艳一直在思考和
尝试的。

首先水木清华校友种子是根植于清华、
只投清华科技成果转化和校友创业项目，所
投项目都有着“清华”的基因，清华校友有着
深刻的互助、助人的文化，发挥强大的清华
校友资源和互助传统，正是水木清华校友种
子基金赋能的独特优势。创业企业最需要
的是能够赋能的投资人，水木清华校友种子

基金的理念和基因中体现了这一强大优
势。

水木校友种子基金坚持进行每季度
已投企业路演、每周五被投企业走访、每
月行业资源对接闭门会、不定期产业集
团对接服务等多种形式，不断加强水木
基金与创业团队、各投资机构、产业集团
等多种角色的交流，在业务、融资、战略
合作等多个维度，为企业全方位赋能，助
力企业快速成长。

每个季度，杜艳和团队组织“F4基
金”旗下企业路演，并邀请圈内投资机构
参加。由于有“F4基金”的背书，创始人
又有清华背景，季度路演成了圈内很火
爆的活动，一般有七八十家投资机构代
表到场看项目，最多的一次，有一百多家
机构三百多投资人参加。

基金定期组织“资源对接会”，让被
投企业介绍业务、自身需求，并将其牵线
对接产业链上的大企业，让企业核心技
术有机会在生产中落地。同时，还特别
督促那些已经对接上产业链上优质机
会的企业，“多带带兄弟们”：你拿到的
订单，有哪些环节是可以由清华校友企
业来生产、交付的；你服务的客户，它有
没有其他业务的是你做不了，但清华校
友企业可以做的。

除了在产业层面链接被投企业，水
木清华校友种子基金还搭建平台为企
业找钱、找资源，尤其是找校友，并积极
从校友中发掘产业资源，为其赋能。只
要是校友创业，无论“F4基金”有没有
投，都可以来参加路演活动；需要对接
产业端的，能帮上的都帮。她说，清华
人从入校那天就有一种使命，“清华的
技术一定要助力产业发展，一定为国家
做贡献。”能实现这个目标的事，都值得
做。

水木基金近期分别举办了在汽车产
业和新能源产业资源对接闭门会，邀请
行业内的创业、产业、产业基金的校友来
看项目、谈合作。在那一刻，杜艳很受震
撼，非常深刻地感受到了什么叫产业界
的“清华力量”。

在杜艳的带领下，水木校友种子
基金的全方位的赋能平台运转得越来
越好，从初创企业的清华技术转移的
审批、股权架构设计、团队的搭建、注
册落地的服务；到成长企业的融资、产
业对接；到成熟企业的政府支持、绿色
通道。

4人生路上的奔跑者

杜艳喜欢长跑，也参加马拉松比赛，
常年坚持清晨跑步，风雨无阻。不仅自
己跑，她同时还热心组织校友一起跑，每
周六都可以在奥森见到快乐奔跑的清华
校友。“独行快，众行远”，这也成为“大师
姐”身上的一块闪亮铭牌。

杜艳会把跑步中培养的韧性带到
投后服务第一线，她带着团队把很多
小事坚持了下来：每周三上午的立项
会、每周三下午的路演、每周五走访企
业、每季度的被投企业融资路演、每个
月的专项闭门交流会、和产业集团不
定期的对接交流会……按年计算，雷
打不动！

和产业集团链接，寻找合作点，找到
应用实现订单不是一蹴而就的，一定需
要坚持不懈的韧劲和努力。谈到这几年
的付出与收获，杜艳认为，最重要的是清
华的平台和校友们互助精神，让投后服
务得以顺利开展，这也是其他投资机构
难以复制的投后服务方法论。

如果说投资是一场马拉松，那么
投后阶段就是马拉松至关重要的中后
程，不仅要面临身体极限的考验，更要
面对心理极限的挑战。这一过程，需
要“链接”，需要“赋能”，更需要锲而不
舍的坚持与果决分明的取舍。确保安
全顺利完赛，并尽可能创造出一个个
PB（个人最好成绩），进而享受每一场
比赛，是杜艳一贯秉承的理念和始终
追求的境界。跑步如是，投资如是，人
生如是。

在清华校友们眼中，“大师姐”杜
艳有三个公认的标签，分别是Linker、
Empowerer、Runner——科技产业的
链接者、校友企业的赋能者、人生路上
的奔跑者。

据新浪网

杜艳

水木清华校
友种子基金创始
合伙人杜艳，被
清华大学校友亲

切地称作“大师姐”。这个
称呼的背后，是广大校友
对杜艳为人的认可和能力
的信任。

在水木清华校友种子
基金，杜艳负责投后服务。
这个岗位，既要具备专业知
识，又要牵线产业资源，同
时还离不开对人的认知和
理解。很多走上创业之路
的清华校友都得到过她的
帮助。

杜艳曾担任清华第 24
届学生会副主席，在上世纪
80年代，她和团队一起，为
清华同学的学习、生活、社会
活动提供过诸多帮助。如
今，她走上投后服务岗位，
“从服务同学到赋能校友”，
干了30多年。

师姐
出马

杜艳，清华校友眼中的链接者、
探索者、赋能者、奔跑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