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噢，我飞起来了，这种感觉真是太棒
了！”7 月 5 日下午，在深圳光启高等理工研
究院产品展厅，当美国杜克大学联席副校长
柯文迪戴上头盔，站上马丁飞行包时，禁不
住欢呼起来。

马丁飞行包是光启推出的全球首款商
业化个人立式飞行器，能解决直升机起降需
场地支持、无法进入狭窄巷道等难题，可用
于应急救援、安防监控、休闲娱乐等领域，曾
被《时代》杂志评为50大最佳发明之一。

作为一家成立还不到 6 年时间的企业，
光启的创新密码是什么呢？

智做未来“设计”先锋

在龙岗车间里，一张张黄色薄膜在洁白
的滑轮上旋转。“这是我们最新研发的超导
材料，精度达到微米级，主要应用于航空航
天领域。”光启超材料产品研发经理张文涛
告诉记者，作为全球首条实现量产的超材料
生产线，该生产线目前已平稳运行 3 年，月
产能超2000平方米，“而且完全由我们自主
设计研发。”

在东莞生态园，“云端号”飞行器在烈日
下缓缓升空。“这是我们的智慧城市空间信
息平台，浮空高度 1000 至 2000 米，覆盖半
径可达30公里，可用于空中监测、广域物联
网等领域。”光启阿波罗中心A2研发主管王
慧元告诉记者，“云端号”临近空间飞行器造
价较低，而且可以反复使用，由于跟互联网、
通信等技术的结合，应用前景广阔。

神秘的“隐身衣”、“云端”号飞行器、“旅
行者”号飞船、能载卡车的“太阳方舟”⋯⋯
在光启研究院采访，记者仿佛穿梭于科幻世
界，无时无处不感受到“黑”科技的神奇。

“这些产品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瞄
准未来发展的三大趋势：深度空间、机器自
觉和终极互联。”光启创始人、研究院院长刘
若鹏告诉《经济日报》记者，所谓深度空间，
就是人类对多维空间的深度开发与利用；机
器自觉，是指一切的硬件装备都会被赋予灵
魂；而终极互联，则意味着所有地区的信息、
物流和人流都能连接在一起。

事实上，光启的创新战略，也是围绕着
这三大方向布局的。“尽管人类已经可以像
多年前的科幻小说描述的那样上天入地，但
征服天空依然是人们渴求的梦想。尤其是
在陆上交通日益拥挤的今天，开拓空间领域
带来了更多的出行可能性，这也是我创建光
启研究院的缘起。”刘若鹏说。

打造全球创新共同体

技术固然要面向未来，但对于一个企业
来说，更要面向市场。光启又是如何鱼和熊
掌兼得的呢？

“打造全球创新共同体，把‘未来’带到
现在！”在刘若鹏看来，面向未来的创新，仅
靠个人智慧是不够的，更需要一个“接地气”
的高效率平台。

基于这样的思考，光启发起成立了全球
创新共同体。“除了自主研发部分技术，我们
这个共同体主要是通过平台搭建和资金投
入，整合成员的技术和产业链，加快推动创
新技术商业化。”据刘若鹏介绍，目前创新项
目不仅包括“云端”号、马丁飞行包、智能光
子、海容宽带、超级数据链等，而且成员横跨
亚洲、欧洲、美洲等 12 个国家和地区，高达
1400多人。

“吸纳的共同体成员，首先要符合光启

对未来科技发展趋势的判断，并在技术、市
场等资源上能实现互补。”刘若鹏告诉记者，
在吸纳新成员之前，他们通常会做大量的评
估和沟通工作。

马丁飞行包就是该模式的样本。“没有
一名真正意义上的专家，没有成熟的技术，
没有能飞的产品，但创始人却卖掉了自己的
房子，一遍又一遍地做这个看似永远飞不起
来的‘飞行包’。这份执著深深打动了我。”
刘若鹏至今都还记得第一次来到马丁飞行
包公司的情景。

经过技术和市场评估，光启果断投入
5000 万美元收购了这家公司，并在其基础
上重组团队，设计、制造出产品。去年 12
月，光启马丁飞行包在中国境内首次公开飞
行，并签约售出了首批 100 台飞行包和 20
台飞行包训练机。“这使得我们在个人飞行
器领域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光启研究院副
院长季春霖对此颇有些自豪。

在马丁飞行包公司之后，光启研究院又
以1700万加元控股加拿大太阳方舟。“通过
先进的动力学设计、复合材料机身、智能航
电系统以及太阳能电池，太阳方舟能够为交
通不便的地区提供低成本的货运服务，它比
卡车更快捷，比飞机更灵活。”季春霖形象地
解释道。目前，太阳方舟服务已开始在加拿
大北部地区投入使用，主要目标客户是各国
政府和国际救援机构。

把全球稀缺的创新资源组织到一起，
完成创新，是光启建立创新共同体的初衷，
也得到了很多创新者的响应。今年 5 月 6
日，光启全球创新共同体孵化器在以色列
特拉维夫正式成立，这是中国科技企业首
次在以色列设立的科技基金及孵化器，旨

在对全球科技创新项目进行投资和孵化。
孵化器设立当天，就向 eyeSight Technol-
ogies（视力科技公司）投资了 2000 万美
元。随后，光启亚洲创新总部在新加坡成
立，将立足东盟国家，通过创新推动未来城
市创新发展。

让“孔雀团队”魅力绽放

如果说瞄准未来发展趋势，打造全球创
新共同体，是光启得以成功的“双翼”，那么，
创新人才的不断聚集，则是驱动其加速前行
的主要动力。

2010 年 7 月 13 日，从美国杜克大学电
子与计算机工程系博士毕业的刘若鹏与赵
治亚、季春霖、栾琳、张洋洋 5 人一同回国，
创立了深圳光启高等理工研究院。今天，光
启已发展成分支机构遍布五大洲 18 个国家
和地区，员工人数超 1400 人的国际化创新
集团。

光启是靠什么吸引这些人才的？“靠事
业留人！”刘若鹏的回答简短而朴实。

刘若鹏告诉记者，为给人才创造施展才
能的空间，光启建设了一系列源头创新和产
业化平台，包括光启科学有限公司、智能光
子技术公司、全国电磁超材料、制品标准化
技术委员会秘书处，以及10多个国家和省、
市级实验室等。

“功以才成，业由才广。”刘若鹏告诉记
者，2011 年底光启博士后工作站建成，开始
独立招收，现已累计招收博士后93名，其中
超过 30 人是在世界上排名前 200 的高校毕
业的博士。目前，光启不仅拥有全国唯一的

超材料电磁调制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而且
承担着国家首个超材料领域“863”计划项目
——超材料及其相关器件关键技术研发。
而由光启领衔起草的全球第一份超材料领
域的国家标准《电磁超材料术语》，将于今年
10 月 1 日起实施，“该标准将打破欧美国家
对前沿科技的技术和标准垄断”。

随着“梧桐树”的枝繁叶茂，光启也开
始积极向全球选聘优秀人才。光启研发团
队成员普遍具有国内外一流高校的博士学
位及顶尖研发机构的工作经历。2012 年，
光启从斯坦福大学引进了数名材料、物理、
计算机专业的博士。“他们来到光启后，不
仅搭建了全球首条超材料精试线，还开发
了国内首款超材料平板卫星通信天线。”刘
若鹏说。

在光启 G2 部办公室，研究员娄飞告诉
记者，他毕业于瑞典皇家工学院，在加拿大
读完博士后后，于去年 3 月来到深圳光启，
主要从事特种电磁材料的研究工作。“光启
发展很快，如果能让我的研究成果尽快产业
化，我觉得还是很有成就感的。”娄飞对此充
满期待。

光启之所以能让高层次人才“引得来、
留得住、干得好”，也离不开深圳市良好的创
新创业环境。

“继创建团队获得 2010 年广东省首批
创新科研团队资助外，我们的新型卫星通信
技术研发与产业化团队也入选广东省第三
批创新科研团队；光启复合智能材料创新团
队则是深圳市海外高层次人才第一批‘孔雀
团队’。”刘若鹏认为，这些政策所营造的良
好的创新氛围，很大程度上吸引和激励了员
工，使光启形成了较强的人才磁吸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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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忆，给大家拍个照吧！”
在硬蛋科技有限公司的深圳体验厅，

白色的小忆机器人应声为 10 多位来宾拍
照，呆萌的造型配合可爱的声音，逗得大
家不亦乐乎。它不仅会唱歌跳舞，而且能
够主动识别人脸，记住家庭成员，对不同
人说不同的话。

小忆是深圳创业公司金刚蚁机器人生
产的第一款儿童智能陪伴机器人，公司成立
刚两年，只有约50名员工，已实现机器人的
量产。金刚蚁机器人创始人方飞海告诉记
者：“硬蛋科技整合了供应链、股权融资、线上
线下销售、品牌宣传等多种资源。接下来，
我们计划与硬蛋平台合作，硬蛋在国内外的
体验厅也可以帮助我们进行产品推广。”

类似小忆机器人这样的项目，如今在
硬蛋平台上已有 1.3 万个，其中约 80%来自
国内。此外，该平台还连接了超过 8000 多
家智能硬件的供应商，聚集了近 800 万的
智能硬件粉丝，并建立了几十家线上线下

的渠道分销商。
“‘硬’指的是硬件，‘蛋’则指的是创

业孵化。”硬蛋科技创始人康敬伟表示，
“这个名字是我们花 100 元征集来的，非
常贴切。”作为中国最大的智能硬件创新
创业平台，硬蛋认为未来几年智能硬件将
爆发式增长。

数据印证了这一判断。艾瑞咨询发
布的《智能硬件产业发展趋势分析》报告
显示，2015 年，中国智能硬件市场规模从
2014 年的 108.3 亿元升至 424 亿元，增速
近 300%；VR/AR、智能穿戴、无人机、平
衡车、智能汽车、智能家居等智能产品持
续火爆。

康敬伟为其创办的硬蛋科技定位为
“制造业的 Uber”，即通过一个全球化运营
的互联网平台，引入全世界最好的技术和
企业服务资源，把中国制造推广到全世界
去。“创客、创业团队只要专注创新，很多东
西都可以外包给那些最有竞争力的企业伙

伴，这就是共享经济的逻辑。”康敬伟说。
以深圳为总部，如今，硬蛋已将其 O2O

企业服务平台推广到北京、上海、重庆，下一
步将推向美国硅谷、以色列、韩国、日本等国
家和地区，打造一个连接全球创新和中国制
造的平台。

“从 idea 到量产，并不是一个智能硬件
的终点，而是接受市场考验的起点。”硬蛋
平台创新项目代表——微跑小蛙创始人宋
子健表示，“硬蛋平台不仅帮助我们将产品
高质量、低成本地生产出来，还在供应链、
市场、品牌塑造等方面提供了一系列服
务。”作为一款面向儿童的智能可穿戴设
备，微跑小蛙在 2014 年 12 月参加了由硬蛋
和微信合作举办的第一届微信硬件创新大
赛。“两年来，硬蛋为微跑小蛙提供了方方
面面的帮助，让我可以专注于自己的核心
业务。”宋子健说。

在全球创客们看来，深圳已成为全球
智能硬件的中心。在以华强北为中心、1.5

小时路程为半径的这片土地上，运转着全
世界最生机蓬勃的制造业链条——从电子
元器件到工业设计，再到加工厂。结合这
一特点，硬蛋科技选择了智能汽车、机器
人、智能家居、大健康医疗和新材料 5 个细
分子行业，联合英特尔、微软、百度、阿里巴
巴、腾讯、京东等巨头，帮助初创企业解决
智能硬件从生产制造到开拓市场的痛点，
让创新创业者在价值链上找到自己的位
置。比如，就在 7 月份，硬蛋便与英特尔合
作构筑机器人生态体系，为机器人创业者
们提供从最底层的技术架构到市场推广的
产业生态闭环服务。未来几个月，双方将
在 5 个城市举行机器人路演，成立机器人
投资联盟及基金，在供应链、系统集成方案
以及专家咨询等方面加大支持。

“希望硬蛋可以帮助更多的创新型中
小企业通过‘积木式创新’，打造更多的智
能硬件‘爆品’，让世界见证中国创新的崛
起。”康敬伟给硬蛋赋予了更高的使命。

硬蛋科技：搭建“积木式创新”大平台
本报记者 秦海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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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能想到，在深圳远征技术有限公
司出现之前，防雷行业惯用的接地防雷
技术还是200多年前的“老古董”。

“这种技术的原理是，通过小接地电
阻的接地网，将雷电流导引入地，以此对
建筑和设备形成保护。这种技术的效果
其实并不理想，而且还需要使用大量钢
材、铜材，占用大面积的土地，需要大量
使用降阻剂等重金属严重超标的化工产
品。”深圳远征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庭
炎告诉记者，“我们的初衷就是使接地技
术产品化，通过创新解决装配式建筑接
地工程中存在的施工难、维修难、造价高
等各种短板。”

就这样，远征技术开始了“第一个吃
螃蟹”的征程。这一“吃”就是16年。

防雷和接地是个大课题，涉及建筑、
电力、铁路等多个行业，加之雷击现象又
是小概率事件，在同一地点重复发生概
率则更小，在实验室里很难进行模拟试
验，这些特点决定了研究者必须广泛涉
猎知识，打破传统思维，用大量时间换取
现实中的样本进行采样研究。

远征意识到，创新首先是思维创新、
意识创新，然后才是技术创新、产品创
新。研究的目的是解决电流进入的问
题，防护的手段需要高效、经济且符合国
家鼓励方向，满足了这两个条件的创新
才有价值。

2000 年才开始创业的张庭炎，此
前一直在华为工作。凭借着自己“混
迹”通信领域 20 多年的经验，张庭炎决
定以此作为突破口。16 年如一日，张庭
炎带领着自己的远征团队只做了一件
事：打造创新的接地和防护技术，通信先
行、后及其他。

雷就是电，电就是能量，电的传播无
非就是电流电压方式和电磁辐射方式。
了解了雷电的本质，掌握了雷电的特性，
将电子技术、信息技术引入雷电防护领
域，让隔离雷电进入被保护系统，按功能
将系统接入大地。这些认识、理论的集
合和应用就是创新，再在实践中用方案
和产品加以应用、修正、提高，这就是“隔
离式分组接地技术”成果的元素。这种
防护技术放宽了对接地网和接地电阻的
要求，接地体用机房、大楼的钢结构基
础、设备的金属安装支架等代替，简化了
接地，再辅以电子设备隔离雷电传播，就
解决了防雷。

“这种方法不要再建专用接地网，实
现了减少材料、减少土地占用和污染、减
少雷击故障。以电子设备取代钢材铜材
的消耗，既是技术上一次飞跃式的革新，
也是环保实践中一次可贵的履诺。”张庭
炎告诉记者。

2009年，工信部科技委对此项技术
组织评审。评审专家认为，深圳远征的

“隔离式分组接地技术”和“通道隔离防
护技术”是对沿用 200 多年的传统接地
技术的革命，是一项简便、高效、环保的
接地防护创新技术。评审组对该技术的
创新性、先进性、实用性和经济性给予了
高度评价，并一致建议全面推广。

如今，远征技术已在 19 个省区市、
94个地市的通信公司规模应用，12个省
级通信运营商采用单一来源方式采购。
建筑、电力、军队、水利等领域也有大量
应用。测试数据表明，远征技术把工程
变成了设备安装，把现场制造变成了车
间流水线制造，建设速度比传统技术提
高10倍；从根本上找到了雷电对设备和
网络损害的原因和方法，从而使雷击故
障大幅下降，从原来的5%至10%下降到
了 1%以下；与此同时，综合造价大幅度
下降，总成本降低30%以上。

远征技术不仅得到市场的认可，也
受到资本的关注。远征的投资机构松
禾资本合伙人张云鹏说：“远征技术为
持续运用 248 年的传统通信网络防护
技术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同时，
这也是整个行业的一个‘逗号’，意味着
一个新的开始。”

远征技术：

为传统防雷技术

画个“句号”
本报记者 王轶辰

▶创新首先是思维创新、

意识创新，然后才是技术创新、

产品创新

▶科研的目的是解决问

题，形成的产品要高效、经济且

符合国家鼓励方向，满足了这

两个条件的创新才有价值、才

有持续发展的价值

探 寻 光 启 的 创 新 密 码探 寻 光 启 的 创 新 密 码
本报记者 杨忠阳 杨阳腾

图①图① 在深圳龙岗区坂田光启生产基在深圳龙岗区坂田光启生产基

地地，，工作人员正在检查下线的超导材料工作人员正在检查下线的超导材料。。

图②图② 在东莞生态园在东莞生态园，，工作人员放飞光工作人员放飞光

启启““云端号云端号””飞行器飞行器。。

图③图③ 光启光启““旅行者旅行者””号总设计师周飞博号总设计师周飞博

士在深圳龙岗区横岗阿波罗基地向参观者讲士在深圳龙岗区横岗阿波罗基地向参观者讲

解临近空间探索技术解临近空间探索技术。。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杨忠阳杨忠阳摄摄

①①

②②

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