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望京 SOHO，32 岁的李英豪穿着运动 T

恤和运动短裤，看起来像个大男孩。他正在和伙

伴们讨论如何打造北京的港式茶餐厅。

李 英 豪 是 许 多 在 京 创 业 港 人 中 的 一 员 。

2012 年，他创立了移动支付公司“钱方”，进入互

联网金融行业。他告诉记者，北京吸引他的是对

创新的鼓励和对差异的包容。

从香港中文大学毕业后，李英豪最初选择留

在当地打拼，加入了 IBM。2009 年，作为公司外

派北京的员工，李英豪来到北京生活、工作。这

一经历，让他意外地发现了互联网商机。

“在北京开会，每个人都在谈互联网，而在香

港，大家都在谈论银行、股票。我发现，这个地方

挺有趣，感觉像哈利·波特进入了魔法世界。”李

英豪说。

初次创业时，李英豪选择了香港。他和朋友

们组建了一个团队，专注于移动互联网的 APP

外包业务，曾经帮助星岛出版集团打造电子书平

台。第二个创业项目，是从事一度火热的地理位

置信息“签到”业务。然而，由于在 2010年前后，

移动互联网的“火候”未到，“微信”服务也是直到

2011 年底才问世，这两个创业项目并未取得太

大进展。

但两次创业经历，让他认识了业内的投资

人，一个投资人提醒他关注移动支付业务，两人

一拍即合。2012 年，“钱方”诞生了，专门为中小

企业提供 POS 机收款解决方案。如今，钱方在

全国 31 个省区市有 200 多万商户，300 余万消费

者，交易规模突破 500亿，并获得了红杉、经纬资

本的投资。

在北京，李英豪的工作重点与此前在跨国公

司差异鲜明。在跨国公司，他面向的客户都是大

型机构。然而在内地，他的目标客户在农贸集市

扎根、在小商品海洋打拼，他面向的是千千万万

的小微商户。

不过，创业的路并不平坦。他说，在 A 轮融

资前，资金链几乎断裂；刚开始做 POS 机的时

候，光是研究这个行业就花费了半年时间，非常

焦虑。“最初，我也没有想到一定要怎样怎样，就

是想一定要活下去，活下去已经不容易了。”李英

豪感叹。

近日，钱方推出了基于地理位置的商圈服务

“好近”，计划在年内推出APP。在这款应用上，人

们能够基于自己的地理位置找到自己需要的餐

饮、健身、生活服务，还能在 APP 上交流、互动。

客户通过扫码钱方的 POS 设备二维码而购买商

品，同时也自动关注了“好近”的微信账号，得以进

入“好近”商圈。由此，钱方得以激活了沉淀 3年

的POS机商户，连接了大量潜在的消费者。

在李英豪看来，钱方面对的是移动支付的

“蓝海”，在移动互联网进入千家万户的今天，拥

有着无限的商机。

最近，李英豪在香港参加了一个互联网创新

会议。他深深感到，创业创新正在成为香港与内

地经济互动的新亮点。如今，内地与香港的创投

生态圈正在形成。2013 年，前海管理局、深圳青

联和香港青协三方发起成立“前海深港青年梦工

场”，目前已吸引了两地近百家创业团队进驻。

无独有偶，香港工商总会也于近日在前海成立了

创业孵化基地。

“香港的创业氛围不如内地，其实香港有人

才、也有资本，就是没有把这些元素聚集到一起

的生态系统。在这方面，香港需要和内地有更多

互动。”李英豪说。 （新华社）

香港“80后”在京寻梦掘金互联网金融
文·王晓洁

“任何一张地图上只用四种颜色就能使具有

共同边界的国家着上不同颜色。”2013年入选“青

年千人计划”，回到母校中国科技大学工作的马杰

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记者展示了图论的神奇之

处。日前，他来京参加一个学术交流活动，记者在

西三环的会场见到了这位年轻的80后博导。

运用智慧进行实际应用与顶层设计。图论

属于离散数学的一门主要分支。“国家的计算机

网络铺设怎样最经济？怎样优化飞机订票系

统？人工智能如何帮助主人制定最科学的出行

路线？这些都需要借助于图论的方法。”马杰表

示图论的研究与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同时图

论又是当今最前沿的数学学科之一，在过去的

50 年里，这个古老的学科在计算机科学发展的

大背景下，经历了持续而蓬勃的发展；对其研究

往往还需要有一定的方法论哲学式的指导，否则

找不到解决问题的突破口。马杰已经在图论研

究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研究成果，尤其是在

超图划分、图兰类问题、四色定理推广、随机图等

重要研究领域获得国际顶尖组合图论专家和知

名学者的极高赞誉。

敢于担当，刚性执行，对自己的兴趣方向一

路坚持到底。出生于“才子之乡”的浙江海宁

市，马杰的数学才华从小就崭露头角。“从小就

对数学有浓厚的兴趣，中小学参加数学奥赛并

屡次获得好成绩，高考数学考了 145 分，这些都

给 了 我 极 大 的 鼓 励 ，所 以 我 选 择 了 数 学 ，哈

哈。”从其言语中我们能感受到马教授的平易

近人，以及他对数学的热忱。图论数学的高抽

象思维和严格的逻辑推理能力对这个刚崭露头

角的年轻人，就像是一把火炬在他面前为他指

明了道路。在从母校中科大毕业后，对图论的

巨大兴趣让他毅然地向图论领域进军，并师从

著名的国际图论专家郁星星教授。“图论可以

把包括许多现实问题在内的数学问题，转化成

图的语言再进行研究。”

试玉当烧三日满，辩材须待七年期。2007

年至 2014 年，七年时间的国外图论研究学习过

程，让他对图论以及数学的认识得到了质的飞

跃。“希望回来能够将国内外图论研究领域的长

点更好的结合起来，促进学科之间的横向交流。”

马教授心中一直有着一个巨大的蓝图，他在时间

维度上注重长远考虑，在空间维度上注重全局谋

划，“世界处于一个离散状态，社会中的个体人也

是离散的，互联网整个网络就可以看成一张巨大

的图，几十亿人在用，在大数据世界的背景下，图

论学的前景非常宏伟。”

寻求自信，凝聚力量。谈及教学工作，马教

授更是兴致勃勃，“我的导师在我学习期间就一

直对我说‘你能行，你能做好这件事’，这让我树

立了强大的自信，让我觉得只要努力我是可以把

研究做好的。这些鼓励和暗示，我觉得是除了学

术知识之外，老师应该给学生的一些重要的东

西。”他还表示对数学的兴趣是从事相关研究的

必然条件，“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没有强烈的兴趣

很难忍受摘取研究成果之前的空窗期。”

马杰：永不止步的图论探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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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报记者 许 茜

见到章伟光是在科技部人才中心日前组织

的最新一期“科技创新 CEO 特训营”，他正和十

几位科技企业董事长听培训课，学习如何写好商

业计划书。平日里站在讲台上的他，今天做学生

显得兴致勃勃，边听边记笔记。

在微信里，章伟光的昵称是“章三”，特训营

里的同学们都称呼他“三哥”。

晚上 8 点，学员们组织集体讨论“科技成果

转化”问题。“三哥”第一个发言，短短 13 分钟谈

了自己近 10年的创业历程，思路清晰，看不出一

丝的疲惫。

一小时后，一天的培训结束了，他显得有些

意犹未尽。还没吃晚饭的章伟光招呼记者坐下，

聊起了自己的近况。

“我也在忙着为项目找 VC”，当章伟光与记

者谈起融资，差点忘了他是华南师范大学特种材

料研究所的教授。

但 对 如 今 的 章 伟 光 来 说 ，他 更 重 要 的 身

份 则 是 一 家 生 物 技 术 公 司 的 CEO，“ 投 资 ”

“ 市 场 ”“ 用 户 ”成 了 他 挂 在 嘴 边 上 的 词 。“ 我

每天都要关注公司的现金流情况，那是企业

的‘血’呀！”

章光伟开玩笑说，“现在，我更像是‘业余’教

授，‘专业’CEO。”

章伟光：“业余”教授“专业”CEO

■第二看台

■周三有约
文·本报记者 郭 科

最近两年火的一

塌糊涂的 O2O 概念，

在 2009 年 还 没 有 多

少人对它有一个完整

的认知。当然，那时

也还没有大量资本背

后的推动。

从 2010 年 到 今

天到家美食会已经经

历了 5 年的发展，该

公司 CEO 孙浩在接收媒体采访时表示，到家美食会从一开始就没打

算烧钱，现在回头复盘走过来的一路，会发现有大量完全看不到盈利

路径的事情，有些完全不符合经济规律的事情靠疯狂烧钱在做。

“如今 O2O 大潮回落只不过是回到常态，回到经济的本质，但低

谷还远没有到来。”孙浩说。

孙浩：
外卖 O2O难有一家垄断

对于近日网络流

传的春雨医生倒闭传

闻，春雨医生创始人

及 CEO 张锐回应，互

联网医疗就像一群异

类杀入一个特别传统

的领域，带来一些不

适感，“我不想妥协。”

上周末，一篇名

为《论春雨医生的倒

掉》的文章得到广泛传播。由于点名抨击知名移动医疗公司，该篇文

章在朋友圈流传很广。

对于这场突如其来的舆论风暴，张锐表示，这是其他公司花了

300 万投入渠道制造的炒作事件。张锐表示，轻资产开诊所的模式

会继续下去，并透露，目前已经有 154 家线下诊所运转起来，春雨医

生的目标是在今年年底开到 300家，明年开到 1000家。

张锐：
将开 300家线下诊所

不过，这个创业故事没能按照人们预想的剧

情进行：既没有“ABC 轮”，也没有“情怀 PPT”，

有的只是——7年的沉寂。

从 2006 年创业，到 2013 年迎来第一笔真正

意义上的投资，七年间，章伟光一直潜心摸索手

性分离技术到底该如何对接市场。

有人曾笑话章伟光，做了这么久也没什么大

动静。但他觉得，科技成果产业化不是“一锤子

买卖”，而是一项更为耗时的工作。理论研究只

是理想状态的结果，一旦走向应用就会面临很多

问题，有大量的技术细节需要反复确认。

章伟光的公司有一个手性检测产品，主要是

依据一篇学生的论文进行设计的；但进入实际生

产阶段，论文里的数据结果却无法重复。“科学研

究存在一些偶然性因素，也许就是那一次恰好碰

上了。”但生产实践要的是“必然”，而不是“恰

好”；从“恰好”到“必然”，章伟光足足琢磨了三

年，温度、环境……生产工艺流程的每一个细节

都要反复论证和实验。

有了好的产品，下一步就是市场，要把产品

和市场对接起来。象牙塔里走出来的章伟光做

起了产品经理，他学着如何适应客户的需要，再

把需求反馈给研发团队，引导研究方向。“科研人

员容易按照自己的喜好，却可能和市场是脱节

的，我要及时纠偏。”

伴随着公司的成长，这位“专业”CEO 不断

地给自己加“特技”：打不开市场，就去做营销；销

量上去了，量产跟不上，又去琢磨生产工艺；公司

有了一定规模，再去建设管理制度；面对新的竞

争对手，他又开始忙活着技术革新……

谈及以后的规划，章伟光说到，“在科技成果

转化这条路，我依旧是在摸索中。如果未来年轻

人可以接力，我不想做 CEO；最理想的，是在企

业里专心做好‘首席科学家’。”

教授、创客、CEO、科学家，章伟光在多个角

色中来回转换，但也许始终未变。

在章伟光的朋友圈里，写着这一首名为《远

方》的诗：

选择远方，不一定为了流浪；

选择流浪，也不一定是为了远方。

只不过因为同一种信仰，我们坚持独行在路

上……

路，还很远

虽自嘲“业余”，但章伟光的履历却显得没那么

“业余”：主持完成国家、省、部、厅级30余个科研项

目，在“Advance Material”、“Chemistry Science”、

“Biosensors and Bioelectronics”等顶级学术期刊

发表论文150余篇，获国家发明专利8项，曾任美国

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客座科学家……

看着这份“开挂”般的个人简历，记者知道，

这位“业余”教授分明是位学术大咖。“大咖”主要

从事手性分子识别与分离材料研究，乍一听，有

种“不明觉厉”之感。

可“业余”教授不想让手性技术变得“高冷”，

没有“玄乎”的专业术语，章伟光向记者讲述了药

物史上悲伤的一页——发生在上世纪 60 年代、

震动世界的“反应停事件”。

1957 年 10 月，一种新型药物沙利度胺风靡

欧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受制于当时的科技水

平，药品生产厂家宣称其是“没有任何副作用的

抗妊娠反应药物”，反应停成为“孕妇的理想选

择”。但很快，人们发现服用了反应停的孕妇生

出的婴儿很多四肢残缺。虽然各国当即停止了

反应停的销售，但这一事件最终导致全世界诞生

约 1.2万畸形儿。

“后来的研究发现，沙利度胺实际上是由两

种非常相似的化学物组成，相似得就像左、右手

一样，难以区别，所以叫它们手性化合物”，章教

授举起双手示意，“其右手化合物可以抑制妊娠

反应，而左手化合物却能导致胎儿畸形，罪魁祸

首就是它。”但遗憾的是，由于当时检测手段落

后，也无法分辨哪个是左手化合物，哪个是右手

化合物。

如今，对于手性分离药品，人们已经不再陌

生。“氧氟沙星这种药你知道吧？‘左旋氧氟沙星’

是去掉了右手化合物；而不标记‘左旋’字样的，

则是没有分离左右的”，章教授一会儿举手，一会

儿放手，卖力地向记者们讲解这富于哲学意味的

化学结构。

从做企业开始，章伟光已经数不清向多少人

讲过手性化合物的故事。一遍又一遍，他希望将

这一技术带向更广阔的“舞台”。

因为，在章伟光看来，手性分离能做的事还

有很多。“下一步的应用方向是在农药上。一些

手性杀虫剂，左手化合物是杀虫不杀人的，而右

手化合物却是杀人不杀虫的。问题是，这些手性

杀虫剂把左、右混在一起，既杀人又杀虫，对人类

健康及自然环境危害极大。要是能把它们分开，

该是一件多好的事！”

手性不高冷

印度裔的思科前

首席技术官帕德玛斯

里·瓦利尔即将加入

微软董事会。

微软在提交给美

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

文件中表示，对于微

软董事会即将出现的

两个空缺席位，瓦利

尔已获得邀请。微软

股东将在 12月的年度股东大会上就新任董事会成员进行投票，而股

东通常不太可能不批准新董事会成员的任命。

瓦利尔此前担任思科首席技术官和首席战略官，多家创业公司

曾邀请她担任 CEO。

帕德玛斯里·瓦利尔：
加入微软董事会

这位“业余”教授是如何变成“专业”CEO的呢？

时间推回到十年前。

2005 年，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当章伟光结束

了两年的研究科学家项目后，他在思索着未来的

路——回国后做什么？

那 时 ，章 伟 光 已 是 别 人 眼 里 的“ 人 生 赢

家”——拥有教授职称、系主任头衔，但他想寻找

学术和行政外的第三种可能：“继续当教授，再往

上走是院士，这辈子评上的机会不大；当官呢，自

己又不太适合。我就琢磨着，可不可以把技术转

化一下呢？”

在新加坡做化学系研究员的两年，章伟光逐

步形成了他的核心技术——手性药物分子识别

与分离。在国内，当时这一技术的应用尚处于空

白，他想将手性分离技术转化为产品，创造更大

的价值。

那么，把技术转给企业吗？

早年间，一次失败的转化经历让他放弃了这

样的选择。

章伟光曾参与过国内一个绿茶饮料的科研

项目，那时还没有康师傅绿茶饮料，这个项目转

给企业后却没有成功。“其实，那个技术的转化难

度并不高，只要把绿茶提取出来，保证绿茶的颜

色和茶汤不腐坏就可以。但问题就出在科研与

创业一念间

生产割裂，缺少科研人员的持续跟进”，章伟光略

带沮丧，绿茶饮料的商机就这么错失了。

那时，“绿茶滑铁卢”让围着实验室转的章伟

光头一次认识到，科研与生产的迥异，它们不该

是“两张皮”，而该是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

狮城是章伟光的福地。那里不仅让他邂逅

了手性，还让他萌生了创业的想法。“在新加坡国

立大学，很多做应用研究的教授都有自己的公

司。学校内部设有风投，投资人选择优质项目进

行介入，而且教授可以在其中占有股份、参与分

成。”章伟光回忆，新加坡的转化机制给了他很大

的启发：科研人员是最懂技术的，也更适合将其

带向应用、推向市场。

回国后，2006 年，章伟光的名片上多了一个

称呼：广州研创生物技术发展有限公司创始人，

教授 CEO的创业故事从这里开始讲起。

在 科 技 成 果 转 化
这条路，我依旧是在摸
索中。如果未来年轻
人可以接力，我不想做
CEO；最理想的，是在
企业里专心做好‘首席
科学家’。

“

”

吴小光：激光测距助力铁
路调车安全

科技日报讯 日前，笔者从太原铁路局获悉，该局大同车务段工

程师吴小光以提升作业效率、提升安全系数为目标，综合现场使用环

境、作业程序、测量精度及装置稳定性等多方面因素，研发出激光测

距信号灯，可在调车作业时精确测量推送作业车辆头部与停留车之

间的距离。

该装置的应用，解决了在夜间或天气不良情况下，作业人员由于

目测车距不准确，从而增加司机联挂控速困难这一安全隐患，极大降

低了调车冲突事故的发生率。 （刘恒战 王田利）

李孝峰：微纳光伏器件光
电仿真技术国内外需求迫切

科技日报讯 今年 9月，苏州大学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副院

长、国家第三批青年“千人计划”专家李孝峰教授参加了 IEEE光电子

全球会议并做特邀报告；11 月，李孝峰又将赴美参加美国光学学会

的会议并作特邀报告。受国际同行重视，源于近四年，李孝峰教授带

领其在苏州大学的研究团队持续深入的研究，已在光伏器件高精度

光电仿真领域形成特色，在单纳米线太阳电池、微纳光伏器件吸收与

光电转换效率增强、双结太阳电池光电设计以及热电子光电探测等

方面取得多项研究进展。

李孝峰表示，目前，掌握频域和高维空间下微纳结构光伏器件严

格光电仿真技术的课题组并不太多，国内外研究同行以及光伏产业

界对此需求迫切。

长久以来，光伏器件的设计限于纯光学预测或稍进一步的低维

载流子动力学层面，这对于未来主流的具备三维强空间特征的微纳

光伏器件而言，显然难以准确反映器件实际。2010 年，李孝峰工作

在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受聘于欧盟太阳能电池国际合作项目，专

门研究微纳结构太阳电池的高精度光学电学仿真技术。一年后，李

孝峰发表了首篇表面等离子太阳电池三维光电仿真的学术论文，受

到国际同行广泛关注。后来，多个微纳光电子领域的软件公司相继

发布了针对太阳电池光电仿真的模块或模型，其核心思想与李孝峰

教授在 2011年发表的论文高度一致，这一“巧合”不仅代表了李孝峰

教授科研团队在光伏器件光电模拟领域的领先水平，也表明高精度

三维空间光伏器件模拟不仅是光伏和纳米学界关注的热点和难点，

同时也已引起软件公司和产业界的兴趣，具备产业价值。 （段佳）

■简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