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华强集团·智能硬件专业化众创空间的产

品展示区，摆放着许多有趣的智能产品。这里有

专门给手抖症病人使用的智能防抖勺，它可智能

识别手部有意识抖动及无意识抖动，可抵消 85%

以上手部抖动。这里还有创意蓝牙音箱氛围灯，

不仅有出色的音效，还能变出 256种颜色的有趣灯

光，跟随用户心情调节不同的空间氛围……

深圳华强北曾是中国电子市场的风向标，走

出多家知名企业。在双创的热潮中，华强北适应

新变化，为智能硬件创客搭建创新平台。“智能硬

件专业化众创空间是华强集团建立的聚焦于智能

硬件创意产品领域的专业化众创空间，是该集团

在创新创业服务领域开拓的新板块，服务于产业

结构迭代和升级。”华强北国际创客中心总经理李

诺夫说。

好创意能迅速变成产品

在这里，有一个故事流传很广。

有 3 位创业者，之前分别从事智能硬件开发、

医疗和销售工作。因为小孩上幼儿园时经常生病

发烧，而每一次给小孩量体温都非常麻烦，而且还

不安全。于是，他们考虑做一款感应的体温计。

一次偶然的机遇，他们进驻了该众创空间。到了

这里后，众创空间专业的团队为 3位创业者解决了

很多供应链上的问题，大大加速了智能体温计从

创意变成现实的进程。

如今，给小宝宝测量体温时，只需要将探测器

对准宝宝的额头，轻按按钮，等待 2秒钟就可以了，

整个过程十分方便快捷。上市后，该款体温计销

量就达十几万只，现在估值已过亿元。

在这个众创空间里形成了一条打通上下游的

全产业链。从创意、设计、元器件、PCB板，到检测

DEMD、小批量试产、检验产品，再到营销众筹、大

批量生产、销售渠道、投资，让创业者可以通过最

短的时间制造出创意产品。

“创客只要有个好创意，这里就能帮助他们实

现从产品制造到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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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诺夫说。

正是因为打通了从上游供应链到下游销售所

有环节的资源，让智能硬件创业更为“温馨”，世界

各地一些创业者也选择来这里创业。

科技日报记者在该众创空间门口看到几个

“烧烤炉”，这是国外创客设计制作的。走进这里，

国际面孔很多，目前，这里的海外创业团队占到一

半以上。

李诺夫告诉记者，在北美，3 个月的时间可能

只够收发各种元器件及测试，但在这里基本可以

完成一个项目从采购元器件、生产到品牌设计。

“在智能硬件领域，时间就是生命，他们来这里是

为了追赶时间。”李诺夫说。

“三板斧”成为看家本领

记者采访发现，这里能够聚集创业者，其核心

是有“三板斧”，能够解决创业者的需求。

其一，他们与前海国际资本管理学院共同

创办的华强前海创业学院，是国内首个具有办

学资质的创业学院。课程设置系统化、专业化，

落地化。

其二，这里打通了上下游的全产业链资源对

接。针对不同项目，对接适宜的产业资源，包括同

产业领域的优秀传统企业、上市公司等资源。

此外，这里还成立了 2.5 亿规模的“华强梦想

基金”可直接对优秀项目进行投资。他们和多家

优秀投资机构建立了密切合作关系，如腾讯、松禾

资本、红杉资本、今日资本等定期开展闪投会、资

本对接会等活动。

飞礼是全球首款集选、购、送为一体的礼物电

商平台+非即时社交工具 APP。该项目入孵 6 个

月，估值 7500 万元。现已获得 PreA 轮融资 800 万

元。这个项目的创业能够成功，除了产品本身解

决了痛点外，离不开众创空间的幕后支持。

首 先 ，这 里 推 荐 飞 礼 作 为 腾 讯 华 强“ 双 百

亿 ”计 划 的 首 个 标 杆 项 目 。 腾 讯 为 飞 礼 提 供

QQ 互联，腾讯云 VIP 扶持服务包，灯塔数据分

析服务，接入 QQ 物联、微信智能硬件等智能硬

件接入服务。有了这些基础，这里还为飞礼提

供包括策划、媒介、公关等在内的专业营销推广

全套服务。

在智能硬件上，这里目前有几十个团队，出现

了很多不错的项目，比如车载激光投影仪、智能防

抖勺、快速加热器等，均在市场上有一定影响力。

“智能硬件创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希望这里

能够让创业者少走一些弯路。”李诺夫说，年轻的

创客从创意到创业，需要有人去帮助他们解决一

些实质的问题。

智能硬件创客在这里追赶时间

第三届中国创新挑战赛（兰州）现场赛日前在甘肃兰州举行。

兰州企业技术创新需求代表、国内外挑战团队、科技服务机构、在

兰大专院校、科研机构参加了比赛。现场赛签订产学研合作协议

39项，签约金额 3791万元。揭榜的 3支优胜挑战团队各获得 10万

元奖励。

在挑战赛实施期间，兰州生产力促进中心征集、发布了企业创

新需求 118 项，征召到来自北京、山东、上海、浙江、陕西等地以及

德国的 89支挑战团队，征集解决方案 136余项。

其中，有浙江大学、中国农业大学、上海峰瑜生物科技公司、兰

州理工大学、德国 FEV 公司等 10 家挑战团队，现场比拼了兰州兰

石集团兰驼农业装备有限公司的“N 类厢式货车车厢结构的优

化”“兰州主城区喷雾除尘系统开发”“兰州地区高原夏菜连作障碍

的最佳解决途径”3项技术创新需求。

同时，包括“设备远程运维云平台开发”等 48项技术创新需求

也进行了竞争对接、洽谈。

甘肃“丰之源”提出的“兰州地区高原夏菜连作障碍的最佳解

决途径”技术需求，通过专家评委专业“挑刺”，中国农业大学王琦

教授以其技术的专业性、适用性、得到企业的青睐。

兰州科技评估中心提出的“兰州主城区喷雾除尘系统开发”，

需要解决的是结合主城区气象条件，并根据实际地理位置在兰州

南北两山架设多点喷雾设备，单点设备喷射半径需大于 100米，以

覆盖主城区，实现对主城区全方位、无死角的喷雾作业，达到降霾

除尘加湿效果，降低 PM2.5、PM10数据。最终浙江大学和甘肃“天

霖”团队提出的《兰州市主城区及南北两山生态环境改善对策研

究》获得专家评委的高分。

兰石集团兰驼公司提出的“N 类厢式货车车厢结构的优化”，

包括德国 FEV 发动机技术有限公司、兰州城市学院同长虹创新设

计团队、兰州理工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杨东亚团队在内的 3 家团队

积极应战。最终，德国 FEV 发动机技术有限公司提出的解决方案

刚好满足企业提出的全部创新需求，得到了评委高度认可。

（通讯员王秀丽）

第三届中国创新挑战赛（兰州）现场赛举办

30万元奖励完成创新需求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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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故事

创事记

近日，清华大学工业设计硕士毕业一年多的

龚华超，携“Nums 超薄智能键盘”项目，荣膺

2018 年“创青春——中关村 U30”青年创新创业

大赛年度创业者称号。

他对科技日报记者表示：“模仿是容易的，原

创是走进一片无人区。”他要做“中国原创、影响

世界”的产品。目前，薄如蝉翼的 Nums 超薄智

能键盘畅销全球 10个国家，苹果公司零售店、京

东商城早就上线，联想公司预计明年笔记本电脑

出厂前预装 140万台。

创业达人

本报记者 龙跃梅

本报记者 唐 芳

“去年我还没毕业，一家巨头想用几千万收

购我的公司，我婉拒了成为千万富翁的利诱。”

1991 年生于苏州一个艺术世家的龚华超笑着表

示，他不想套现赚钱，苏州有很多精致的百年老

店，他也想把自己的公司做大做好，把中国原创

坚持到底。

Nums 超薄智能键盘发明至今已 7 年有余，

其间，国内创业者从互联网切换到 O2O，从大数

据切换到人工智能，创业世界千翻起落沉浮，龚

华超还在与一张“小键盘”死磕。他总记得小时

候趴在玉雕机旁，看父亲将不起眼的原石打磨成

艺术品的场景。

说起 Nums的诞生，恐怕源于龚华超用不惯

苹果笔记本电脑那横向排列的数字键。还在南

京理工大学工业设计专业读大二时，因为设计过

程中经常要输入尺寸参数等数字，他非常不适应

笔记本没有数字小键盘，手指在横向键盘上来回

横向移动，“效率太低”。

有一次，他随手撕了一张画着数字草图的

纸，放在笔记本触摸板上，突然冒出一个念头：何

不让笔记本触摸板变成一个虚拟的九宫格数字

小键盘。“你的想法不可能实现，触摸板只知道鼠

标滑动的方向，并不知道按压的具体位置，所以

无法分区域定义不同数字。”一位计算机教授给

他泼了冷水。

龚华超却不想放弃，他翻阅各种触控交互的

资料，咨询计算机的博士、硕士们，甚至一度“垄

断”了图书馆触控相关书籍。

原来，Mac 是一个比较封闭的系统，对安全

有非常高的要求，必须在保证数据传输符合苹

果系统规范的情况下，实现在触摸板上对数据

的处理。

半年多的努力下，某天龚华超在电脑触摸板

上打出第一个数字，他的想法实现了从 0 到 1 的

跨越。“这一定是可以实现的，老师错了。”

这款设计打破了“触摸板只能当鼠标用”的

思维定势，数字贴膜相当于给笔记本加上了独立

的数字键盘，让触摸板上的相关区域和数字符号

产生对应，进行数字输入。

Nums 数字键盘的初始模型——“触板数字

贴膜”获国际大奖后，龚华超没有止步于此，他

绘制了 54 种不同键盘按钮和细节设计，完成驱

动的上百项优化，使触摸板和原生鼠标功能的

配合、数字输入的准确度和舒适度都有了质的

飞跃。鲜花和荣誉再次扑面而来，龚华超获 7

项国际顶尖创意设计奖的世界冠军，通过为欧

美知名企业提供设计创意，很快赚得人生第一

桶金。

创意源自对电脑键盘不满意

“做原创才有机会！”产品获得国际认可，彼

时还在清华读硕士的龚华超创立了拉酷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拉酷公司），创业第一件

事就是把 Nums 这件设计作品转化为产品。中

国 原 创 设 计 +中 国 原 创 技 术 是 他 的 底 气 ，以

Nums 超薄智能键盘为抓手，他瞄准万亿级触

控互联市场。

一份出自高校学生之手的设计作品，如何

产品被用户评价“好用到爆炸”

“这是拉酷公司的第一个产品，我们不是一

个山寨国外产品的公司。”龚华超立志，改变世界

对“中国=山寨”的偏见，要打造“简约实用”的中

国原创产品。

他发现，国内创业公司有一种现象，希望找

到国外的成功项目，做个类似的。

不久前，他在某创业赛路演上看到一位创业

者说：“日本有一种研发10年的电动助力自行车，

我只要一年就可以做出来。”

龚华超很费解，看上去他节约了 9 年时间，

然而，他在模仿的一年时间里，日本可能在研

究未来 10 年的东西，也就是说，他在研究别人

10 年前做的东西，这样一算，加起来就是落后

20 年时间。“成熟大企业做保守型创新或相对

低价值高性价比的创新，没有问题，但是创业

公司也这样，将国外东西照搬过来再去创新，

肯定会让整体水平下降，让我们永远跟在人家

后面。”他说。

其实很多从国外引进中国的产品都有“基因

缺陷”，从国外复制的，不一定适合我们，因为中

国人和外国人有很多不同的习惯和文化。“我希

望针对中国自己的情况做创新，但是面对的是全

球市场。”

龚华超认为，中国有非常多顶尖水准的工

厂，中国的生产制造能力也非常强，可以量产像

苹果这样精度千分之几的电子设备，良品率极

高，但为何制造业会被斥为“低端”“山寨”？他有

破解之道，“中国能够将设计、创意、研发、制造的

产业链形成闭环。现在需要有人在设计、创意、

研发上做原创。”

立志改变“中国=山寨”的偏见

拉酷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创始人龚华超，年仅
24岁已经集齐了国际设
计界权威的三大“奥斯卡
级”大奖，40多项知识产
权和全球专利，受到国家
领导人、全国多省市领导
和丹麦王子的亲切接见，
事迹被全球 500 多家媒
体报道。

打磨成广受市场欢迎的触控产品？Nums 的硬

件，就尝试了 54 种不同环保材料和工艺，废弃

的样品足足好几箱。为了寻找更好的材料，龚

华超只身一人南下北上，与十多家不同的国内

外工厂和供应商寻求配合，直到发现一家零部

件生产的物理环境近乎完美的工厂，“我的产

品就要在这样的工厂里生产出来！”龚华超振

奋不已。

两周后，拿到样品，龚华超直接放地上踩了

两脚，拿起来一看磨损了。在场的人都惊呆

了，产品不是用在触控板上手指滑动使用的

吗？龚华超却坚持，手指日积月累的触摸导致

的磨损与脚踩效果是一样的，他要找到使键盘

字迹不磨损的材料。“如果我是顾客，我希望它

永远都不会磨损。”

在一次次“做不出”“不可能”“没必要”的

回复中，一年多后，Nums 终于“达标”。令龚华

超得意的是，Nums 超薄智能键盘诞生于无尘

车间里的尖端设备之中，实现了数字符号永不

磨损的卓越品质。更在 1920℃的高温中，通过

等离子溅射、表面改性后获得极佳触感，德国

设备摩擦测试结果显示，Nums 的触感优于苹

果公司触摸板系列产品。

龚华超设计的数字键盘是透明的，只有 0.2

毫米的厚度，贴于笔记本电脑的触控板上，实

现九宫格数字输入。

这个原创设计刚诞生就与 iPhone4 和宝马

5 系车一起，摘得“设计界的奥斯卡”国际红点

至尊奖。

“好用到爆炸。”看到用户的评语，龚华超成

就感爆棚，这种感觉比他获悉巨头想斥资千万

收购他的公司要美妙得多。

他的产品解决了一个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问

题：由于没有小键盘，在笔记本电脑上输入数

字很不方便，搭配极简的手势与热键，游戏、办

公的体验和效率倍增。除此之外，贴上 Nums

后，电脑触控板真的变成手指的梦幻舞池，上

网、搜索、购物、炒股、统计，无数的应用场景都

可以自定义个性化快捷键功能。比起普通笔记

本电脑上横向的数字按键，“贴膜+应用”的人

机交互设计模式显然更人性化。

目前，Nums 的盈利方式包括硬件销售、入

口导流（比如一键打开搜索，可从搜索引擎获

得流量收入）以及和大型硬件厂商，如东芝、联

想等笔记本生产商做预装合作，量级以百万

计。2017 年，龚华超的 Nums 与特斯拉 Model

X 电动汽车等产品，一起获得以严苛著称的日

本 Good Design 设计大奖。“获得这些奖项的公

司都是成千上万人的团队，而我们十多个人，

也能做到。”他说。

“之前就听说过，今天特地来尝尝教授做的烧鸡特别在哪儿。”

南京农业大学西门旁的“黄教授”熟食店门前总会排起长队。招牌

上印着一个戴着眼镜、学者模样的卡通人物，原型就是“黄教授”品

牌创始人——南京农业大学食品科技学院教授黄明。

近年来，黄明在投身科研的同时开起了熟食店。他将自己的

研究成果转化到肉制品加工中，开创的“黄教授”品牌在当地很有

名气。

“我的研究方向是肉品加工与质量安全控制，一些小作坊生产

的肉制品特别是卤菜，滥用添加剂的情况时有发生，存在食品安全

隐患。”黄明坦言，实验室的成果不能仅仅停留在发表论文上，还要

力求把成果转化到生产中。

2009 年，还是副教授的黄明踏上了在岗创业之路。他带领团

队收购了南京市栖霞区一家濒临破产的食品企业，作为产品投产

前的试验基地，一干就是 6年。

最初，反对的声音很多，不少人指责他不务正业。然而，在

岗创业的第三年，42 岁的黄明便获评教授。“生产中发现了不少

在实验室里想不到的问题，自己论文、专利的产出率甚至比之前

还要高。”

不添加防腐剂的烧鸡、盐水鸭等熟食如何保证质量？少盐少

味精的肉制品加工怎样保持风味？一个又一个课题就这样涌现在

黄明面前。

为此，他把研究成果——内源酶成熟调控技术转化到肉制品加

工当中。黄明介绍，禽肉被屠宰后，体内的内源酶依然活跃。内源

酶通过切割肌肉中的蛋白质，会产生小分子活性肽，产生的咸味肽

可以降低含盐量，鲜味肽能减少味精，抗氧化肽可以保持肉质鲜美。

为减少油炸食品可能带来的危害，黄明和团队开发了全自动

油水分离油炸设备。

“很多肉制品需要油炸，油脂中的不饱和脂肪酸在热的作用和

氧的参与下，会发生化学反应，可能产生致癌物质。”这一设备可以

使油炸过程中产生的部分有害物被水吸收或沉淀，借助水循环带

走。随着技术的成熟，该设备荣获国家实用新型专利和发明专利

两项授权。

就这样，小作坊里一口锅、一张案板、一把刀就能制作的烧鸡

等传统熟食肉制品，搭上了科技快车。

随着“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在全社会蓬勃开展，政府和高校鼓

励科研人员创业，这无疑给黄明打了一针强心剂，他觉得机会终于

来了。

2015 年，黄明的第一家熟食店在学校旁正式营业。目前，他

在南京已有十几家品牌连锁店，去年销售总额 3500万元。

“科技链和生产链不能脱节，否则科研相当于半途而废。”在黄

明眼里，科研工作者和创业者这两个角色都很重要，二者相辅相成。

“老百姓对健康、安全食品的需求，需要产学研用一体化发展

来满足，不能让论文成为科研成果的终点。”黄明说，自己创业得益

于国家政策支持，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程中，科技是重要抓

手，也让科研人员更加有了用武之地。 （据新华社）

“不务正业”的黄教授

让传统烧鸡搭上科技快车

““拉酷拉酷””爆发中国原创力爆发中国原创力
让电脑触摸板变手指让电脑触摸板变手指““梦幻舞池梦幻舞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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