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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点击

近 日 ，被 誉 为

“现代机器人教父”

的 日 本 大 坂 大 学 教

授 石 黑 浩 出 席 第 三

届 中 国 机 器 人 峰

会 。 作 为 一 名 狂 热

于“造人”的机器人

专家，石黑浩在接受

采访时表示，自己在

研究人形机器人过程中，对人本身有了更多了解；5 年之内，机器人

将像智能手机一样，被人类所依赖，并成为彼此的朋友。

石黑浩倾向于研发自主型真人机器人，多年来他先后发明了日

本名人卡通故事演讲者、服装陈列机器人、兼具唱歌和导购功能的偶

像歌手机器人、电影话剧人形机器人等等。值得一提的是，他曾于

2006年研制了与他自己模样完全一样的机器人，同年被美国《时代》

周刊评为年度最佳发明。眼神交流、情感表达、语言沟通，是他发明

人形机器人的特点。

石黑浩说，人的大脑非常复杂，既然发明机器人要为人类所用，

就应是人形的机器人，涉及到的一切都要以人为本，满足人类的要

求。能够与人类交互，是石黑浩研制人形机器人的初衷。他表示，如

果不能识别一个人的情感和意志，这个机器人就是半途而废的产

品。为了更好识别人的意志，才会想去研究这种人形机器人，这样的

机器人生产出来后，才能继续研究如何使得机器人更接近于人。他

说，人形机器人其实教会人类更好地认识自身，相信在不远的未来就

会有一个机器人社会，可以实现人机互动。

建立所谓的机器人社会有没有时间表？石黑浩表示，具体时间

表并不知道，但看看现在每个人手上的智能手机，它已经成为一个形

影不离的工具，这个现象以前大家肯定没有想象过。相信 5年之内，

机器人会跟智能手机一样，参与人类的点滴生活。人工智能的发展

虽然是不可控的，但不管怎么样，机器人总会有一个开关，如果它发

展到你不喜欢的状态，可以选择关闭它，因此不用担心机器人是否会

取代人类。

石黑浩：
5年内机器人将被人类依赖

文·本报记者 姜 靖

两年前，记者见到兰玉彬时，他还在位于美

国德州大学城的家里，品着红酒，听着音乐，享受

着美国公务员下班后的闲适时光。

那是一栋 400多平方米的两层别墅，后院是

一个占地 15 亩的私人花园，跟别墅一条马路之

隔的是一个淡水湖。拿着稳定的工资，享有不错

的保险、退休金待遇，很多人梦寐以求的生活不

过如此。

1989 年出国，1993 年拿到博士学位，1995 年

成为大学老师，1999年被聘为佐治亚大学终身教

授，2005年成为美国农业部南方平原研究中心高

级工程师……凭借着中国人天生的吃苦耐劳劲

儿，兰玉彬走出了一条近乎完美的人生轨迹。

当时，作为世界上最早从事农业航空施药和

航空遥感技术研究的科学团队骨干之一，兰玉彬

率先开展了农业航空遥感和精准航空施药相结

合的研究，成为美国最早开展有人驾驶和无人驾

驶移动平台进行农田信息采集研究，并最先将所

采集的信息用于指导航空施药的开拓者之一。

尽管如此，能从一群白人竞聘者中脱颖而出

捧上“金饭碗”，也并非易事。不过，当他把一份

长达 50多页，密密麻麻写满了专著，以及在核心

期刊上发表的近百篇论文目录递了上去后，便很

快接到了录用通知。

在美国农业部期间，他年年被评为杰出工作

者。2014 年，当他递交辞呈时，上司极力挽留，

给了他 3 个月的时间考虑。直到他正式飞往广

州入职的前一天，上司才对外公布他辞职的消

息，并准备了盛大的欢送派对，还为他颁发了杰

出服务奖和兼职研究员证书。

50页简历拿下美国“金饭碗”

“可能原来年轻时比较顺利，反而到年长的

时候，希望挑战一下自己。”兰玉彬回忆说，与农

机学者的频繁交流更是激起了他回国发展农业

航空的热情。

中国以 9%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近 20%的人

口，但每公顷土地化肥施用量却是全球平均使用

量的 3 倍，这给环境和食品安全带来巨大的挑

战。国家提出了化肥农药减施增效的战略需求，

而先进的农业航空植保技术将是实现该目标的

重要技术之一，2014年中央 1号文件将农业航空

列入推进农业科技创新的重要内容。

刚到美国农业部不久，他就开始和澳大利

亚、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国内一些高校、科研院

所、公司等在农业航空应用技术方面建立了密切

的学术交流和合作，他曾先后接待或接纳了国内

上百名学者和学生到美国农业部和德州农工大

学访问及进修。每到节假日，这些人就会聚集到

他家里开派对，讨论学术和生活问题。

从 2008 年起，他还每两年组织一次“精准农

业航空国际研讨会”，已在美国、中国连续举办了

4 届，该研讨会现已成为国内农业航空领域知名

的国际学术交流论坛。

“从这些交流合作中，我切实感受到中国的

农业航空发展空间大，有很多可做的事情。”他

说，“中国农业航空作业面积占耕地总面积的比

率少于 2%，而美国已达到 40%。我觉得我应该

回国为中国农业航空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

听似套话，兰玉彬却将其扎扎实实地兑现。

2014年 7月，他和爱人王十周双双辞去美国农业

部的工作，作为国家“千人计划”特聘专家，全职

回华南农业大学工程学院工作，专门从事农业航

空应用技术的研究。

“当时就不想给自己留下退路。”他说。按照

参与评选兰玉彬牵头申报“国际合作基地”和“广

东省领军人才”评审专家的说法，他是“真正落

地”的引进人才。

“真正落地”的引进人才

6月 14日晚 8：45，刚从科技部赶来的兰玉彬，来到下榻酒店的咖啡厅。

握手，寒暄，落座后，他点了一杯绿茶。“一天都没顾上喝口水”。

10个小时前，他还在广州办公室里给团队开会。而第二天一早，他将飞往乌鲁木齐。

一年三分之一时间在出差，下了飞机立即回办公室工作，没有节假日……他已适应了

国内的节奏，变成了一名不折不扣的“工作狂”。

仅仅两年，他憔悴了很多。但也就是这两年，他带领我国农业航空飞上了新高度。

这正是原美国农业部高级工程师，美国德州 A&M 大学生物和农业工程系兼职教授、

博士生导师，现如今国家“千人计划”特聘专家，华南农业大学工程学院教授的梦想：“不仅

要让中国跻身世界农业航空大舞台，还要成为引领者。”

兰玉彬：带领农业航空飞上新高度

解决假货问题是

电 商 企 业 的 头 等 大

事。在阿里巴巴集团

近日举行的投资者大

会上，阿里巴巴集团

董事局主席马云面对

200 多名全球机构投

资人和分析师表示，

传统 OEM（代工）厂

商目前面临的并不是简单意义的“假货”问题，而是商业模式问题。

马云表示，正是因为能够生产出达到国际水平的优质产品，许多

大品牌更青睐选择中国的 OEM 厂商，然而这些厂商本身并没有销

售渠道，直到互联网可以成为销售渠道，于是线上出现了与正品质量

相当、但价格低得多的商品，而这些“仿品”可能和正品来自于同一个

工厂。马云认为这种现象值得研究，“他们面对的不是知识产权问

题，其实是新的商业模式问题”。

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平台治理部负责人郑俊芳表示，假货更

严格地来讲，是侵犯了他人的商标权，“商标权在中国是个非常复

杂的法律问题。一个企业一旦拥有一个商标，并不意味着在全类

目下都受到保护，有些甚至要根据法律判例来进行界定，这也让平

台左右为难”。

马云：
OEM不能以假货轻易否定

从卫星、飞行器，

到无人机、手机等数

据源、传感器及其应

用，地理空间信息如

今 已 无 所 不 在 。 然

而，“我国地理空间信

息服务尚未达到自动

化、实时化、大众化的

智能服务水平，与地

面网络深度耦合的集成化天基信息实时服务系统亟须构建。”近日在

京举行的 2016 年地理信息开发者大会上，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

程院院士李德仁作出上述表示。

“如何实现无所不在的地理空间信息服务？在规定的时间内，将

规定地点上的正确数据、信息和知识送给需要的人，这是大数据时代

带给我们的挑战。”李德仁说，要实现天基信息全天时、全天候、全地

域服务于每个人的目标，根本上要解决现有天基信息系统覆盖能力

有限、影响速度慢、体系协同能力弱的问题，亟须构建与地面网络深

度耦合的集成化天基信息实时服务系统。

李德仁认为，通过“一星多用、多星组网”，未来应以不少于 60颗

具有遥感、导航与通信功能的低轨道卫星组成天基网与现有地面互

联网、移动互联网整合，达到“天网”与“地网”深度耦合，实现对全球

表面分米级空间分辨率、小时级时间分辨率的数据采集和米级精度

的导航定位服务，从而实时为国民经济各部门、各行业和广大军民用

户提供快速准确智能化的服务。

李德仁：
构建与“地网”深度耦合的“天网”

■周一有约
文·余靖静

在熙熙攘攘的创业大潮中，一批连续创业者

被称为“离成功最近的创业群体”。他们克服了

一次次“试错”、失败后的沮丧和痛苦，跌倒重新

爬起来，为成功一而再、再而三地奋斗……

在成功的聚光灯找到之前
第三次创业的奚孟还在杭州“找钱”，他必须

在６月结束前融到 1000万元。

创业项目面向信用积分排在前 20％的支付

宝用户，出租 Iphone 手机，“做好了半年内公司

估值就能上亿元。”

但３月初，11 人团队几乎“烧”光数百万首

轮投资，后续资金让奚孟焦虑。

去年下半年起，受经济下行、二级市场波动

等影响，不少投资人捂紧钱袋。

“现在一旦失败，就会失去所有资源。”尽管

前两次创业很顺，奚孟还是担心。头发蓬乱，胡

子也几天没刮，28岁的他自嘲已 35岁。

目前尚无连续创业群体的相关统计。国家

级众创空间楼友会估算，楼友会 24 个基地入驻

180个创业团队，负责人中连续创业者约占三成。

在即将举办Ｇ20 峰会的杭州，众创空间“梦

想小镇”伴随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双创”新浪潮

诞生。刘仁林团队共 14 人，挤在小镇一间 47 平

方米的办公室内。

刘仁林从事电子商务已９年，前３次创业均

失败。“台上的创业成功者光鲜无比，但聚光灯照

不到的失败者更多。”他说，首次创业成功仅约

１％概率，第四次后才能达到 10％—15％。

不同于“草根”创业的奚孟、刘仁林，钱志龙之

前有阿里巴巴任职10年的丰厚积累，他曾参与筹

建支付宝。阿里金融“蚂蚁金服”由支付宝起步，

今年４月完成Ｂ轮融资后估值约600亿美元。

即便如此，钱志龙个人创业还是交了 3000

万元“学费”，“学会承认失败”。他先败于业内大

佬，手机即时通信软件推出半年因微信上线而放

弃；再“失恋”于资本，“看上去很美”的女性导购

网站成了“剩女”。他说解散团队时“感觉很孤

独，但下了决心只能扭过头。”

根本停不下来
“创业这条路根本停不下来。”杭州原质资本

合伙人吴宗方说，美国硅谷不少连续创业者，他

们将从“车库”起步的公司卖掉、阶段性“清零”后

还会再出发。

“连续创业者必须是打不死的‘小强’。”2015

年６月，刘仁林通过股权众筹搭建电商资源对接

平台，目前“孵化”10 多家初创企业，获 10％—

30％不等股权。

第三次创业，钱志龙的大学生互联网金融平

台爱学贷，2015年初完成 4000万美元Ａ轮融资，

９月再获３亿元Ｂ轮融资。

毕业季来临，包括 765 万高校毕业生在内，

今年中国的青年就业群体约 1500万。政府鼓励

年轻人创业创新，也可缓解就业压力。

杭州是阿里巴巴的大本营，有创业氛围居全

国高校之首的浙江大学，每周新增 70 多名大学

生“老板”。

“买个鸭脖吃，我都琢磨自己做怎样赚钱。”

大学期间，奚孟从２万元起步，两年做成８个项

目，盈利 70多万元。“像我这样的创业不成功，谁

会成功？” （据新华社）

寻访“离成功最近的创业群体”
文·韩传号 应曲川

在美国知名大学取得终身教职后，34 岁的

盛况想到了“回国”。依托于教育部的高层次人

才引进计划，他成了我国电力电子器件领域唯一

的“长江学者”。

求学路：“拼了命读书”
1991 年，金华一中高三学生盛况拿到了保

送浙江大学“混合班”的资格。“同学们都是学

霸，盛况的大学一、二年级在“压力山大”中度

过，大三分选专业，盛况选了当时还是比较冷

门的学科——电力电子工程专业。本科毕业，

他再次被保送本校研究生。

然而系里恰好有老师从英国做访问学者归

来，因为相关学校认可，有了一个留学的机会。在

英国赫瑞瓦特大学，本科毕业的盛况只用3年半时

间就拿到了博士学位——“人一直紧绷着”，基本呆

在学校、实验室里，最晚离开的学生往往是他。

赤子心：“我是中国人”
博士毕业后，盛况进入剑桥大学做博士后研

究。2002 年，他结束了在剑桥的博士后工作，和

妻子一起前往美国。

在新泽西州立大学罗根斯大学任教的盛况，

一切从零开始，从买螺丝钉到建实验室、申请基

金，没有师长朋辈指引带路，他边做边学，体会了

“如何在美国的科研制度里生存”。

2008 年，盛况获得了终身教职。拿到了这

个“铁饭碗”后他反而“想回来了”。“我当初离开

中国，是去学东西，学技术先进国家的科研方法、

创新和教育人才的方式，上了这个台阶之后，就

一直想，国内对这个方向的人有无需求。”

美国的科研前景广阔，但是，“我是中国人，

学了一些本事，做出来的东西却属于另一个国

家，这感觉不踏实。”盛况说。

盛况的想法得到了家人支持。2009年底，他

全职回到浙大工作。其后不久，妻子也辞去了在美

企业首席开发工程师的职位，带着孩子回到杭州。

创新梦：“打造国家自主产业”
这一次回到浙大求是园，盛况是作为我国电

力电子器件领域唯一的“长江学者”受聘。他率

领的团队主要研究“碳化硅技术”——一种用碳

化硅材料制作功率半导体芯片的技术。“半导体

芯片越先进，用电设备就会越高效、越节能，体积

也越小。小至空调、冰箱，大至高铁、地铁、新能

源汽车，都需要用到功率半导体芯片。”盛况说。

盛况回国之初，这个领域的研究还停留在初

级阶段，现在和国际的差距已经大幅度缩小。他

说：“目前，最新一代的功率半导体芯片依然被国外

垄断，我们要做的就是在科研环节缩小和国外的差

距，协同产业界打造国家自主产业，跟国外竞争。”

感恩心：“回到自己国家做事情，特别有归属感”
“回国之前，我对国内科研环境的认识，只停

留在‘听说资金充足’上，但到底能有什么样的科

研环境，心里没底。”

盛况说自己很“幸运”，作为引进人才，回国

这些年，各方面都帮着他“落地生根”——80 多

岁的汪槱生院士将他引荐给同行专家、管理部门

的负责人；项目申请中，学校科研部门、学院的负

责人专程带他去汇报答辩；刚回国的时候要建实

验室、安家落户，学校房产、人事部门也都给予大

力帮助……

“回到自己国家做事情，特别有归属感。国

家对能源产业的重视达到了全新的高度，这也

是我们学科发展的一个重大机遇。困难肯定

有，但有这么多人一起，我很知足，也很珍惜。”盛

况说。 （据新华社）

盛况：要归属感不要美国“铁饭碗”

拿 着 高 额 年 薪 和 不 少 的 科 研 启 动 金 ，原

本想着不会太难的回国工作却遇到了各种各

样的困难，光组建华南农大农业航空应用技

术团队就颇费了不少周折。现如今，兰玉彬

的团队融合了机械、电子、通信、力学、图像、

计算机技术等不同学科的 30 余名研究人员，

两年作了50场农业航空报告

■第二看台

“虽然中国农业飞机和美国的相比落后了

一大截，但是中国无人机、导航、自动喷药等技

术已逐步跨入国际领先水平。”兰玉彬不无自

豪地说。

“这其中，您和您带领的团队功劳不小吧？”

对于这一问题，他矢口否认。“精准农业航空是我

们共同的事业，某个个人或团队再强大，对于提

升整个行业的作用也非常有限，但是通过大家的

努力与合作，中国很快就能跻身世界农业航空大

舞台。”

为此，推动国内农业航空研究平台建设是他

回国的主要工作之一。2015年 1月以来，他先后

组织团队申报获批广东省科技厅、教育厅两个国

际农业航空技术联合实验室，并申报了国家农业

航空工程中心。

在他的推动下，2015 年美国农业部和中国

科技部副部长级峰会上，已正式讨论将中美农

业航空合作纳入两国科技合作的旗舰（Flag-

ship Projects）项目。他还协助南京农机所和国

家农业智能装备中心等单位建立了“中美施药

技术联合实验室”和“中美农业航空联合实验

室”、国内首个农业航空专用风洞实验室等研

究平台，并协助成立了中国农业工程学会农业

航空分会。

今 年 4 月 ，先 前 对 他 回 国 工 作 并 不 看 好

的 前 美 国 农 业 部 同 事 参 观 了 兰 玉 彬 团 队 的

农 业 航 空 实 验 室 ，对 兰玉彬和团队工作赞不

绝口。

“我一直有个心愿，中国不仅要跻身世界农

业航空大舞台，还要成为主角、引领者。”当记者

问及预计这个心愿何时能了时，他笑着说：“希望

是在不久的将来。”

让中国跻身世界农业航空大舞台

研究人员加入之前，他都会逐一进行细致交

谈，力争做到因材施用。

根据国内技术需求现状，结合国际研究和

技术的发展趋势，兰玉彬带领团队确定了“农

业航空喷施关键技术”“农业航空遥感关键技

术”等 6 个研究方向，他先后向科技部、农业部

等部门提交了“开展农业航空关键技术创新研

究”“将农业航空植保研究列入‘化肥农药减

施’重点专项”等建议。目前，他牵头组织国

内 38 家相关优势单位共同申报了国家重点研

发专项。

他还特别注重农业航空技术的实际应用，与

国内多家知名的农业航空企业签订了产学研合

作协议，结合应用的实际问题，共同开展应用技

术的研发，并在新疆、云南、河南、湖南、湖北、广

东、江西等 11 个省进行了无人机航空施药等联

合试验示范 30余次。

“假如有 1000亩地，只有 800亩需要施药，另

外 200亩不需要施药。此时，如果不能够精准施

药，既造成了农药的浪费，又破坏了环境。”为了

让更多人理解并加入到农业航空事业中来，回国

两年不到，他一共作了数十场农业航空学术报

告，并力图用最通俗易懂的语言，让即便没有任

何专业背景的人也能听得懂。为此，他还被中国

科协聘请为“全国农业航空技术学科首席科学传

播专家”。

为 了 方 便 大 家 交 流 ，他 还 建 立 一 个“ 精

准 农 业 航 空 ”微 信 群 ，“ 微 信 群 建 立 没 几 天 ，

业 内 同 行 纷 纷 加 入 ，很 快 达 到 500 人 数 上

限 。”他 笑 着 说 ，“ 这 可 能 是 大 家 对 于 我 的 信

任吧，同时也是业内同行看好精准农业航空

这项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