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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宏宇，友友天宇创始人。1993 年毕业于中国科技大

学，而后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计算机和材料系

获得硕士及博士学位。自 2000 年起，在硅谷从事大型企业

软件和大规模互联网技术的研发和管理工作，曾任美国搜

索引擎公司 SideStep 的技术负责人和美国 Yahoo 核心技术

平台的负责人之一，参与了互联网及新一代信息技术体系

的主要发展历程。2007 年回国创业，现为全国青联委员、中

国云计算专委会委员。

新华社记者 孙 飞

一座充满未来感的“天空之城”，正在深圳拔地

而起。

9 月初，大疆全球总部基地项目“天空之城”正

式封顶。这一项目以巨型钢架为支撑，塔身外侧 6

个超大“玻璃盒子”悬空高挂，“云端办公”将来不再

是梦。

这里凝结着陆建新和同事们的汗水。作为中

建科工集团有限公司华南大区总工程师，他与同事

负责建筑的钢结构制造安装。

“这个建筑设计独特，但由于楼体三边错层布

置了悬挂层，有不同高度重心分布不均匀等特点，

给施工带来很大难度。”陆建新说。为确保楼体结

构稳定，陆建新带领团队反复模拟计算，最终采用

新施工技术解决了难题。

无人机在现场上空盘旋，“天空之城”封顶仪

式在楼顶举行。从这里向外远眺，一幢幢建筑高

低起伏。

国贸大厦、地王大厦、京基 100、平安国际金融

中心……38 年来，陆建新参与建设的摩天大楼，创

造“深圳速度”，有的还是当时全国最高建筑，他带

领团队将中国超高层钢结构施工技术推向世界一

流水平，被称为“中国楼王”。

1982 年，怀揣着见识一下 9 层“高楼”的愿望，

年仅 18岁的陆建新从江苏老家来到深圳。

彼时，陆建新把全部家当卸在了“竹楼宾馆”，

带着测量仪就去了深圳国贸大厦的工地。他没想

到的是，这栋建筑是他事业的起点，也是“深圳速

度”的起点。

“说是竹楼宾馆，其实就是用毛竹搭建的两层

简易房。一个人走动，整个楼都嘎吱嘎吱响。台风

一来，顶子就吹没了。”陆建新说，“我们就是在这样

的环境下见证了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

在中建科工集团有限公司，管理层几乎异口同

声表示，按陆建新的能力和资历，早就应该进入公

司的管理层，但他婉拒了很多机会，情愿“蹲守一

线”，迎接技术挑战。“我是一名工程师”，这是陆建

新给自己的定位。

跟陆建新搭班子 10年的欧阳仕青至今对一件

事记忆犹新。

“在深圳平安国际金融中心项目中，有技术人

员发现塔吊旋转平台上的连接板有个裂缝，就用随

身带的手机拍了张特写照片。团队判断并不会产

生什么影响，谁知他看了感觉不踏实，觉得特写镜

头没法看到整体情况，于是一个人爬上 65 米高的

塔吊确认一番。”欧阳仕青说。

站在约 600 米高的深圳平安国际金融中心顶

楼观景台，陆建新指着周边的建筑充满自豪地说：

“深圳的几十栋摩天大楼，有一大半都是我和我徒

弟担任的钢结构项目经理。”

在今年新冠疫情发生后，深圳市决定按照“宁

可备而不用，不可用而不备”要求，加快建设深圳市

第三人民医院二期工程应急院区项目。

项目建设采用钢结构模块化建筑，工期仅有

20 天，陆建新和技术团队争分夺秒，三天三夜完成

应急医院建造图纸，最终院区如期建成。目前，应

急院区已投入使用。

从一名普通测量员，到项目经理、总工程师，

陆建新不断攀登一个个尖端技术高地，38 年来

辗转工作于国内外 8 个城市，参与的 46 项工程

施工总高度约 3600 米。国内已封顶的 7 座 100

层以上钢结构摩天大楼，陆建新主持承建了其

中 4 座，主持完成的 11 项成果经鉴定达到国际

领先或先进水平，参与完成的成果获 4 项国家科

技进步奖。

如今，向着“民生幸福标杆”城市建设目标，深

圳的建设者们正从“深圳速度”不断拥抱“深圳温

度”。他们用平凡的双手创造不平凡的梦想，深圳

的未来也因他们而更加精彩。

“企业正在推进转型升级，大量推进民生工程，

比如学校、医院、保障房等装配式建筑，以及城市绿

道、旧城改造项目等。”陆建新说，我们还重点关注

新基建，如在深圳承建了 6 座智慧立体停车库，同

时也开始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方向进军。

（据新华社）

“楼王”陆建新：见证“深圳速度”，刷新“中国高度”

在中国，他可算得上云计算的先行者和实践

者。20 年前，当别人忙于跑马圈地时，他却潜心

于研发云计算的基础软件。别人不理解，他却看

到了一个巨大的机遇。

他就是姚宏宇，友友天宇创始人、中国云计

算专委会委员。

从中国科技大学毕业后赴美深造，在硅谷亲

历了云计算逐步成长的过程，姚宏宇有着异于常

人的洞察力。2007 年，他带领团队归国创业，立

志要做出中国人自己的核心产品，让基础软件成

为国家硬实力。

面对云计算的产业大潮，姚宏宇这样的“技

术派”一直走在风口浪尖上。而今，姚宏宇及团

队已经成为国际领先的云计算基础技术提供

者。他们研发的关键核心产品被广泛运用于国

防、公共安全、金融电力等重大领域。

20 年前，当姚宏宇向别人提起云计算时，很

多人可能会听得云里雾里。当时，姚宏宇就断

言，未来 20 年内，基于大规模分布式计算的云计

算将改变整个 IT产业。

姚宏宇打了一个比喻，在浙江义乌，因为分

工精细化，有人做扣子，有人提供布料，有人负责

裁剪，你拿着图纸去，一天之内就可以把一张图

纸变成一件衣服。

当然，前提是有一个组织者，能够把各种零

散的资源整合起来。从技术的角度看，云计算所

扮演的，无非就是这么一个角色。一个万物互联

的世界正在加速形成，整个世界都通过网络连接

起来，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分布式系统。

姚宏宇看中了其中蕴藏的巨大机遇，他说，中

国完全有可能趁云计算的变革之机，实现信息产业

的跨越式发展。然而，“这么大一个国家，当时在基

础软件上却没有自主产品，我是不服气的。”他说。

2007年，带着几位顶尖技术高手，姚宏宇从美

国硅谷回到北京中关村创业。他瞄准的，是当时

大多数中国IT人闻所未闻的云计算基础软件。

长期以来，大部分企业内部的信息系统非常

庞大，而且各自为政，数据壁垒互不通融。而跨

国公司提供的云计算产品，弊端显而易见。一旦

遇到问题就要重新购买它的信息系统，利用他们

的服务，这无形中导致了资源浪费，同时让企业

在自主可控和资金安全上面临风险。

姚宏宇要做的，就是搭建“云梯”，在不动别

人现有系统的前提下，实现数据的“聚通用”，这

无异于虎口拔牙。但这个昔日就读于中国科技

大学少年班的人自信满满。这种自信，源于他在

美国雅虎多年的技术积累，更源于他对互联网技

术发展趋势的深刻洞察。

搭建“云梯”让数据共享互通

更多的时候，姚宏宇充当的是一个“救火队

长”的角色。

一家大型能源企业，随着各业务线信息系统

建设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地暴露出业务协同与

信息共享不足、数据准确性及实时性不强等问

题。这些问题不解决，势必影响企业下一步的信

息化规划和建设。

姚宏宇调研发现，由于缺乏统一规划和技术

手段，这家企业未能对各个系统数据进行有效管

控。于是，他亲自带着技术团队，逐一攻克技术

瓶颈，将分散的数据库归拢，为企业建立起一个

“最强大脑”，让数据实现共享和互通。

另一个典型案例是，一家网游公司由于用户

数激增，导致后台系统近乎瘫痪，危急时刻，姚宏

宇帮助其优化游戏架构并重新设计开发游戏支

撑平台，使得其服务性能显著提升，现在已能支

撑千万级的 DAU（日活跃用户）运营。

由于一直专注于核心基础软件技术和产品

的研发，没有太多的宣传营销，也没有做过多少

市场推广，姚宏宇和他的友友天宇公司一度鲜为

人知。

“我们甘当幕后英雄，只喜欢挑战困难，解决

别人解决不了的问题，把难活、累活做好。”姚宏

宇坦言，做基础软件，最大的特点就是“产品不好

做，也不好卖”，但一旦在市场上站稳了脚，就是

铺天盖地的订单，像微软的视窗操作系统、甲骨

文的数据库软件等，都是如此。

让姚宏宇欣慰的是，历经十多年的发展，友

友天宇公司已经成为中国云计算领域自主创新

的代表性企业之一，形成了面向数据全生命周期

的完整产品体系，并在国际上率先提出“数据定

义网络”的全新技术理念。

如今，姚宏宇及团队研发的软件产品，被广

泛地应用于华尔街股票交易系统、国际航空交通

管制系统及全球知名门户网站中，经受了世界顶

级行业专家的严格论证，为用户解决网络和数据

层面最核心、最关键的技术问题。就连中国工程

院院士倪光南都赞叹不已：“云计算作为 IT 的前

沿趋势，站在前端提供相关服务和产品都是类似

于 IBM、微软这样的跨国大企业。我国有了自己

的云计算解决方案，这说明我们中国的东西能够

在这个新领域里引领潮流。”

当救火队长也甘做幕后英雄

在云计算和大数据时代，传统的信息技术体

系已经被重构，我国首次与发达国家站在了同一

起跑线上，对此，姚宏宇常常有一种强烈的使命

感。“要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时代机遇，跨出传统基

础软件的竞争格局，在新的技术体系下打造出国

人自主的核心基础软件产品。”

20 年来，姚宏宇初心不改。他坦陈，公司的

核心成员大多是海外归来，而他本人也特别喜欢

技术，总想做点能够为国家添砖加瓦的东西。

在姚宏宇看来，核心技术的打造并非一朝一

夕，需要经过时间的磨砺。比如核心的基础软

件，仅是关键技术突破并将产品打造出来，至少

也要 5年到 10年的时间，而想要达到成熟和大规

模使用，势必需要更长的时间，这是一个必要的

阶段，需要不断迭代和优化。因此，核心技术急

不来，必须脚踏实地。

时下，一些企业拿国外的开源技术包装一下

就敢称“自主”，弄得姚宏宇哭笑不得。“对于开

源，我并不拒绝，但如果只是简单拿来使用，即使

创造再大的经济效益，核心技术仍然在别人手

中，我们依然受制于人。”

这些年，姚宏宇总是利用一些场合呼吁，国

家要为打造核心技术提供试验田。他建议，可着

眼于党政机关、国有企业等国家重要基础设施领

域，打造基于国产自主可控核心技术的信息系

统。这样，既能够保障信息系统安全，也有利于

带动整个国产自主可控产业的发展，从而推动相

关成果的产业化、市场化，形成完整产业链。

重点突破核心软件，或不失为一条可行的路

径。姚宏宇建议把核心软件研发作为“先手棋”，

争取短期内抢占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的

关键技术制高点。原因在于：核心软件在网络安

全和信息处理上的决定性作用日益凸显，而其研

发主要靠人才和智力，基本不受制于其他领域技

术发展，最有可能率先实现突破。

“敢想、能拼、会赢”，这是姚宏宇做科研和创

业的“心诀”，会赢尤为关键。打造核心技术，也

要会“赢”。

打造核心技术需要试验田

本报记者 何星辉 实习生 张 楠

姚宏宇姚宏宇：：
为国产软件注入硬实力为国产软件注入硬实力

“这么大一个国家，当时在基础软件上却没有自

主产品，我是不服气的。中国完全有可能趁云计算的

变革之机，实现信息产业的跨越式发展。”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10 月 17 日 ，中 国 科 学 院 院

士、武汉大学化学与分子科学学

院教授张俐娜因病在武汉大学中

南医院逝世，享年 80岁。

今年8月，张俐娜在身体状况

不佳的情况下仍坚持为参加 2020

年青少年高校科学营的中学生上

了一堂“绿色化学”科普课，不料

这堂课成为她生前最后一堂课。

她致力于高分子物理与天然

高分子材料的基础和应用研究，涉

及高分子物化、农业化学、环境材

料和生物学交叉学科，其成果的原

始创新性以及学术价值和应用前

景在国内外产生较大影响。

46 岁踏入科
研领域，71岁成为
院士

1963年，张俐娜从武汉大学毕

业后被分配到北京铁道科学研究院

工作。1973年，她调入武汉大学化

学系高分子教研室任教。后来，经

我国著名高分子科学家钱人元先生

推荐，她获得日本学术振兴协会奖

学金（JSPS），作为访问学者前往日

本进行高分子溶液理论研究。

1986 年 ，张 俐 娜 回 国 。 此

时，她已经 46 岁，但她第一次有

了自己的科研方向，开始了关于

可再生资源天然高分子新领域的

研究。学校能够提供给张俐娜的

科研条件相当有限，只有一张桌

子和一个实验台，甚至试管和烧

瓶等实验必需的玻璃器皿都需要

她自己去买。

她克服一切困难，把全部精

力投入到利用生物质资源，通过

“绿色”技术制造对环境友好的新

材料上。她不负众望，闯过了一

个又一个的难关，攻克了一个又

一个的难题，取得一系列开创性

的研究成果。

“这是今年当选的唯一女院

士。”2011 年 12 月 9 日，在全场热

烈的掌声中，张俐娜从中国科学

院院长白春礼手中接过中国科学院院士证书。这一年，张俐娜

已是 71岁的高龄。

专注“绿色”12年，破解世界难题

在世界上最常见的可再生资源当中，排名前两位的分别是

纤维素和甲壳素。前者主要来源于农业和林业废弃物，如竹子、

棉短绒、甘蔗渣等；后者主要是虾壳和蟹壳。纤维素和甲壳素都

是永不枯竭的原材料。然而，它们很难溶解也无法熔融加工，如

何开发利用堪称世界难题。

1993 年，张俐娜创建了天然高分子与高分子物理科研组。

2000年 1月，已经是武汉大学化学系教授的她，开始纤维素新溶

剂和材料的研究。这一年，她已经 60岁。但她的科研生涯中最

重要的一战才刚刚开始。

张俐娜团队的成员夜以继日、奋力拼搏 12 年，终于发现纤

维素和甲壳素可以在水、尿素和氢氧化钠的混合溶液里低温下

溶解。他们利用水溶剂实现其“绿色”转化，开创了一系列崭新

的无毒、低成本的“绿色”溶解技术，并初步实现绿色工艺生产再

生纤维素纤维和甲壳素纤维的工业化。这些成果在生物医学、

能源储存、污水处理和纺织制造等方面极具应用前景。

2011 年，张俐娜获得国际上纤维素与可再生资源材料领域

的最高奖——美国化学会安塞姆·佩恩奖，成为首位获得该奖的

中国科学家。

“勤奋、认真”是她留给学生的共同印象

张俐娜在教学科研一线辛勤耕耘数十载，年逾七旬仍坚持

在讲台上给本科生授课，她的《高分子科学导论》课堂深受学生

喜爱。她常鼓励学生“中国人应该做自己的创新工作，而且在做

基础研究时还要考虑应用前景，这样才对国家、对人民有用，也

才会有科研激情和动力”。

“论文做得再好，基础研究最终也要为成果转化服务。”张俐

娜曾在 2018 年 11 月接受采访时表示，在人才强国战略背景下，

加强自主创新能力显得尤为重要。

张俐娜认为，科研目标要选准，我们科学家就是要解决技术

难题，围绕其开展原始创新研究。只有打通各种潜在的瓶颈，科

研成果向产业的转化才能顺畅进行。

“勤奋、认真”是张俐娜给很多学生留下的共同印象。

当选院士后，有不少企业要给她报酬，与她合作建院士专家

工作站。但张俐娜选择了拒绝，“我们平时做科研已经够忙的

了，哪里有时间去应付这些”。

张俐娜院士工作站在广西大学揭牌时，她曾表示：“早年拉

我建站的企业，这些年我都主动要求他们撤销了。因在广西大

学带有博士生，才合建了院士专家工作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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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贸 大 厦 、
地王大厦、京基
100、平安国际金
融中心……38年
来，陆建新参与
建 设 的 摩 天 大
楼，创造“深圳速
度”。图为陆建
新在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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