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依托优势搭建创新所需硬件全产业链平台——

“华强北”变身创客“孵化器”
本报记者 杨阳腾

深圳华强北曾是中国电子市场的风
向标，也是全球电子产品制造中心和世
界最大的电子元器件集散中心，曾走出
腾讯、大族激光等知名企业。如今，在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浪潮中，华强北
适应新变化，为硬件创客搭建创新平
台，吸引国内外创客在此安营扎寨。

形成良好的创客生态

走进熙熙攘攘的华强北，华强电子
世界、赛格广场、新亚洲电子，世纪汇
大厦等地汇聚了生产制造硬件产品所需
的各类元素，也成为创客们“淘金”的
重点区域。在其中任何一个电子市场转
上一圈，就能买到硬件创新和设计所需
的各种元器件。甚至有时不用走出办公
室，卖家就把需要的元器件送上门来。

“我们选择在这里建立创客中心，不
仅因为这里拥有资源丰富的电子市场，
更是由于这里具有重要的创新精神。”华
强北国际创客中心执行总经理李诺夫告
诉记者，依托这里的天然优势，华强北
正在积极打造创客生态，形成创客产业
集群，为年轻人提供创业空间。“我希望
年轻人想创业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就
是这里。”

李诺夫称，为搭建公众参与创新的
途径和平台，华强电子世界开辟首期面
积达到 5000 平方米的华强北国际创客
中心，设立创客学院、创客孵化器、创
业咖啡馆、路演大厅等，形成创客小生
态，为创业者提供多元服务，定期举办
交流、培训、创投资源对接，吸引创客
入驻。同时，通过引入创业孵化运营模
式等服务，帮助入驻创客创业团队降低
风险和成本。李诺夫表示，创客中心将

引入创投基金，帮助创业团队解决创业
资金问题，提升创业成功率。

元器件、PCB、检测、小批量试
产、试销、量产、销售渠道，是硬件生
产所需的所有环节。这意味着创客只要
有个好创意，华强北国际创客中心就能
帮助创客实现从产品制造到销售的“一
站式”服务。不仅能帮助创客完成所有
工作，而且大大缩短采购时间，提高效
率，节约成本。李诺夫表示，作为一个
资源整合和连接的平台，华强北国际创
客中心打通从上游供应链到下游销售所
有环节的资源，世界各地的硬件制造商
都会到华强北来进货。

“我们还有进入海内外市场所必需
的十几种资质认证资源，有成熟的电子
商务分销体系和零售管理体系，帮助他
们的产品进入海外渠道。”李诺夫称，不
仅如此，马蔚华、马云等业界大腕也加
入华强北国际创客学院，以他们的创业
经历，为创客学员提供创业培训。

建立丰富的产业内涵

杨运涛带领的团队是入驻华强北国
际 创 客 中 心 的 首 个 项 目 团 队 ， 他 是
Wishbone联合创始人。受益于华强北这
个孵化创新平台，该创客团队研发出一
款世界最小的智能体温计。这款智能温
度计在美国著名众筹网站Kickstarter上
线仅仅 4 小时，就超过了筹款目标，成
为极少数破百万融资额的中国团队。这
款产品还获得香港和新加坡两家知名航
空公司的订单。目前，多家投资机构正
与之积极接洽。

“华强北的硬件生态系统非常好，几
乎所有的组件和工具在流水线上24小时

生产着，只要在华强北走上一圈，就可
以组装成任何你想要的硬件产品。”杨运
涛说，这里的元器件价低且种类繁多，
甚至能以国外几分之一的价格购买到绝
大多数的电子元器件。

抱着和杨运涛相同想法落户华强北
的创客还有很多。几个月前，杰瑟斯和
其创业团队从加拿大来到华强北，参与
全球顶尖的硬件孵化器公司HAX的加速
器项目。HAX 公司于 2012 年由法国人
希瑞尔和深圳矽递科技公司合作开设，
2013年搬到华强北，从落户深圳开始就
每年定期面向全球招募和选拔创客团队。

杰瑟斯称，在北美，3 个月的时间
可能只够收发各种元器件及测试，但在

深圳基本可以完成一个项目从采购元器
件、生产到品牌设计。他表示，在这里
可以接触到整个产业链，找到适合生产
产品的合作伙伴，能方便灵活、快速便
宜地生产出产品原型，以适应将来大规
模的生产。

“全民创业浪潮为华强北的转型升级
带来了新的机遇。”深圳市电子商会执行
会长程一木认为，华强北电子产业要素
高度集中、电子产业链配套服务体系高
度完善，为企业的产品研发提供了源源
不断的创新动力和资源保证。深圳电子
行业协会副会长汪小平表示，华强北将
力争从中国电子第一街升级为中国第一
智能硬件创新圈和国际创客天堂。

日前，青岛西海岸新区与国际大学创新联盟正式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共同打造以世界一流大学为核心
的创新创业平台。时间再向前推一个月，由清华大学、
美国华盛顿大学和微软公司合作创建的全球创新学院
也在美国西雅图正式启动。可以说，我国创新领域“你
来我往”日渐频繁，“国际范儿”十足。

如今，我国将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
位置，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大学理应成为创新的重
要主体。只是，创新意识不强、人才培养力度不够、科
研转化效率不高等弊端束缚着大学的创新手脚。从这
个层面来说，“请进来”与“走出去”并行，让学生参与到
国际化的变革中，或许是大学“长个头”、更好服务国家
战略的好方法。

在“请进来”上，随着宁波诺丁汉大学、西交利物浦
大学、上海纽约大学等一系列中外合办大学的建成与
运作，可谓是达到了一个新高度。“走出去”的步伐虽晚
于“请进来”，但全球创新学院的启动则使其达到了一
定的高度，对提升创新能力大有裨益。

“走出去”，有助于探索解决全球性挑战。全球化
的今天，没有哪个国家能独自应对复杂的系统性难
题。即便攻克了其中的一两项关键技术，或许还是要
引进、吸收、再创新同一产业链条上的其他技术，需要
国家间的合作。更何况，许多问题本身就是各国在技
术攻关道路上同时遇到的，靠协同创新来破解难题，自
然提高了创新效率。因此，将我国高校资源与国际高
校资源有效对接，可以构建“人才第一资源”集聚区，推
动全球性问题的解决。在这个过程中，科技与经济深
度融合，创新就真的成了把“金钥匙”。

“走出去”，有助于科研成果在更大范围内落地。
花了大笔经费研究出来的科技成果却被“束之高阁”，
这样的事情，我们见了不少，这正是我国科研体系中的
一个“硬伤”。与国际知名大学牵手、和国际大公司合
作，在这样的全球创新学院中诞生的成果，从一开始就
应该是与经济社会需求高度契合的，转化时又有了天
然的平台，一路顺畅。而且，因为在国际市场上被孵
化，也就有了更多的检验参照物，能较快地对其中出现
的问题进行纠正，较好地服务经济发展。

“走出去”，有助于参与国际标准制定。如今，我国
某些产品难以进入全球市场，说到底是被国内外标准
不一挡在了门外。制定标准时的失声，使得很多产品
在生产出来后又平白多出了按照标准矫正的过程，耗
费大量成本不说，也错失了商机。而创新领域的“国际
范儿”，意味着在国际化背景下进行创新，只有这样，才
能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让中国的产业标准、技术创新
在国际上真正拥有话语权，也才能让我国整体创新能
力与经济能力相配。

事实上，在“请进来”和“走出去”的过程中散发出
的“国际范儿”不是盲目地炫耀，更不是单方面的取经，
必须是协同式的合作。合作中难免会产生一些摩擦，
但只要双方致力于技术攻关而不是政治打压，就可以
通过合理的渠道加以解决。

这个暑假，刚刚毕业的电子科技大
学学生周龙鹏特别忙，实验室、生产车
间、全国各地的推介会现场组成了他这
个暑假的全部。两个月前，他和同学共
同研发的“炫轮”产品通过“天府新区
大学科技创新园”平台获得了 660 万元
的投资。

“炫轮”是一种自行车轮显示系统，
有了“炫轮”，普通的自行车轮能摇身一
变成为彩色屏幕。从 2012 年开始试验，
到如今产品投放市场，周龙鹏感受很
深：“大学生创新创业需要环境，政府和
社会共同推动，才是我们今天初战告捷
的关键。”

四川双流县以建设“天府芯谷”为
目标，充分发挥成都高校集中的优势，
携手高校共同打造“天府新区大学科技
创新园”，加快构建校地协同共建体系，
加速高校科研成果快速产业化，推动了
地方经济转型发展。

“与双流县共建大学科技园，我们可
谓是一拍即合。”西南交大国家大学科技

园副总经理康凯宁表示，科技成果转化
在高校虽然没有进入考核体系，但对于
教授团队和大学生创业群体却很关键，
一方面教授专家的成果需要转化落地，
另一方面大学生创业者需要平台支持。

“与高校共建科技园应该说是一个多
方共赢的好事情。”双流县科技和经济发
展局局长马骏的看法与康凯宁不谋而
合。企业要升级转型需要依托高校的技
术支撑，好的研究成果孵化落地后，可
以直接转化为产能。“成果如果放在研究
报告里，那只能是纸上的东西，只有落
地走向市场才能体现其价值。”马骏表
示。从2012年开始，双流县先后与成都
电子科技大学、西南交通大学等 5 所大
学建立了合作关系。

装货，抬举，上架。7月7日，成都
瑞迪机械实业有限公司的码垛机器人，
进入到性能测试环节。去年底，成都瑞
迪机械与电子科大合作，深度研发机器
人产业，依托高校和科研院所，瑞迪机
械实现了稳步发展。目前，瑞迪机械拥

有各项专利 70 多项，其中发明专利 17
项，80%以上集中在电磁制动器项目。

依托高校，推动创新发展，激发了
企业发展活力，目前，双流有近百家企
业与落户大学科技园的高校对接合作。

“与双流的合作相当于解决了‘最后
一公里’的问题，利用双流的地方资源，整
合高校的科研资源，实现了‘躺’着的实验
室成果向地方的转化，继而再孵化。”康凯
宁说，现在高校大学生的创业激情很
高，高校专家、教授团队的科研成果也
越来越多，通过大学科技创新园这一平
台，使高校与地方都找到了共赢发展的
契合点。

借助天府新区加快建设的东风，今
年 5 月，天府新区大学科技创新园正式
挂牌。目前，天府新区科技创新园已拥
有创新创业载体 5 个，高层次创新企业
人才 200 余人，入驻信达文化传播创业
团队等创新创业团队77个、四川天微电
子有限责任公司等项目95个。

“创新创业需要环境，我们与高校、

科研院所合作共同打造天府新区大学科
技创新园，目的就是营造更加良好的创
新创业生态环境。”双流县委书记周先毅
表示，双流县不仅和本地院校共建了研
究院和产业园，还与中国地质大学、香
港城市大学等外地甚至境外优秀高校建
立了战略合作关系。

为了吸引更多的大学生创业者和创
业团队入驻，双流与 5 所合作的高校共
建了 5 只总规模近 1 亿美元的青年大学
生天使投资基金。同时，还通过建立国
家集成电路西南公共服务平台、四川省
大数据与智慧信息系统协同创新中心等
11 个公共技术服务平台，为天府新区大
学科技创新园内的科技型企业，特别是
初创型企业提供技术转移、专业培训、
创业咨询、检验认证，以及政策、法
律、财务、市场推广等服务。

此外，双流还在天府新区大学科技
创新园附近配套修建了8500余亩的湿地
公园，配套完善了相应的教育和卫生资
源，为创业者提供优质的配套生活服务。

四川双流天府新区大学科技创新园——

“躺”着的科研成果“转”起来
本报记者 钟华林 通讯员 韩国梁

盛夏时节，骄阳似火。在石家庄高
新区恒山街的河北桑迪亚医药技术有限
公司的实验室内，归国博士郎恒元正忙
着与他的团队研究新一代药物杂质实验
的技术细节。对他来说，每一天哪怕一
点一滴的进步都很重要。

“刚从上海回来，主要是和一些药企
谈战略合作。”记者面前的郎恒元精气神
十足，他所在的河北桑迪亚公司主要为
药品生产企业提供技术外包服务，河北
省医药服务外包基地也在这里挂牌。

郎恒元在北京理工大学求学期间，就
先后取得两项国家专利。博士毕业后远
赴美国，致力于化工制药领域技术研发。

“我最开始是在佛罗里达大学做博士
后研究。”一段时间后，郎恒元先后发表
国际论文达 30 多篇，这让他获得多家药
企和研发机构的青睐，先后入职美国 4 家
著名生物医药公司。之后的 14 年时间
里，由他主持的多项科研成果被国际高端

药 企 收 购 ， 并 取 得 40 余 项 自 主 知 识
产权。

“回中国、回石家庄创业，因为我的
根在这儿，血脉在这儿。”国外优越的条
件和丰厚的回报并没有留住郎恒元。

“我的特长在医药行业，石家庄又是
重要的医药产业基地，并且劳动力资源
丰富，很适合搞医药服务外包。”2011
年，郎恒元带着自己的一系列科研成果
回到石家庄。

创业之初的很多故事，让在国外打
拼多年的郎恒元至今心怀感动。“当时，
入驻的园区地处荒郊，水电气，什么都
没有，地上的杂草长有一人多高，这咋
发展？”郎恒元怀着忐忑的心情找到有关
部门。

没想到，园区很快就拿出一套支持
意见：零门槛入驻，免三年房租，补贴
全部配套装修费用，半月内配齐水电暖
气⋯⋯

“真的让我很感动。”郎恒元说，四
年前的事儿，就像刚刚发生一样。“也就
半年时间吧，企业就投入运行。”郎恒元
的很多顾虑，在一件件实事办成之后，
逐步得以化解。

“就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创业热土，我
们能够心无旁骛地开展创业工作，使得
新技术、新知识能在研究中生根开花，
这种相互间的有机融合自然能够产生 1+
1 大于 2 的效果。”郎恒元感慨地对记
者说。

作为与 50 多家医药企业有战略合作
的服务外包企业负责人，郎恒元和他的
技术团队一起，在分析鉴定、技术咨询
等方面为医药生产企业提供专业服务，
全力打造多领域、全方位技术服务平台。

“我们的检测水平，已经获得中国药
检所等多个国家级权威机构认可。”郎恒
元说。

如今，桑迪亚先后从北京、天津等

地吸引了一大批技术人员回石家庄共同
创业，已经发展到 130 人的规模，年营
业额达 2000 万元，业务范围涵盖华药、
石药、以岭等本地骨干药企，还拓展到
欧、美、日、韩等世界制药先进国家和
地区。

除服务外包之外，郎恒元开始放眼
更深层次的技术研发。“国内很多药企从
事的还是原料药和中间体生产，真正的
一类新药研发不多。”他给记者举了一个
例子：在美国，一种新药一年的收益高
达130亿美元，而生产成本只占3%。

现在，桑迪亚努力的另一个重要方
向，就是研发一类新药，比如当前的新
型靶点型癌症药物。

“新型靶点型癌症药物的研发，已经
完成文献调研和可行性研究。”郎恒元对
下一步的发展很有信心，两年内他们要完
成大部分临床动物实验和体外工作，一个
一流的新药研发平台的雏形正在形成。

说说创新的

“国际范儿”
牛 瑾

归国博士郎恒元：

扎根创业热土 致力新药研发
本报记者 雷汉发 通讯员 李彦水

本报讯 记者张毅、通讯员苏吉余报道：截至目
前，中航富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 IEC 国际电工委
员会提交了 9 项国际标准提案，其中 6 项国际标准提
案成为正式的 IEC 标准，成为我国拥有国际标准最多
的企业，真正实现了连接器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
造”的产业报国梦想。

中航富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生产射
频连接器的高科技企业，通过自身的技术创新，改变了
中国连接器行业的国际地位。2007年，富士达提交了
亚洲连接器第一项国际标准，打破了欧美长达半个多
世纪的垄断。如今，公司拥有技术专利160项，企业技
术标准 900 余项，成功转化为国家技术标准 23 项、国
家军用标准53项，在国际市场的多个项目上打败了国
外强劲的竞争对手，产品远销 20 多个发达国家，成为
我国射频连接器领域出口量最大的企业。

下一步，中航富士达将致力于板对板连接器、天馈
连接器、快速插拔连接器、宇航用连接器及电缆组件等
研发创新，针对国家重点行业积极开拓。

中航富士达实现连接器“中国创造”

大学生创业园助力小微企业发展

河北省张家口市大学生创业园主要服务对象是初
创小微企业的大学毕业生，园区对入驻的大学生创业
者提供创业孵化“一条龙”服务。创办一年以来，创业
园登记入驻小微企业达 254 家，有 1130 名大学生在创
业园实现创业就业。图为千儿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大
学生创业者在大学生创业园研讨业务。

新华社记者 朱旭东摄

华强北国际创客中心员工正在讨论如何更好地服务进驻中心的创客。李思宏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