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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確定性始終伴隨左右

核心成員80%以上具有博士、博士後

教育背景，在人工智能技術領域擁有豐富的

科研和技術開發經驗……這樣一支兵強馬

壯的科研隊伍，卻在走向市場的初期遇到了

商業化挑戰。靈伴天音市場合夥人陳彧婷直

言，他們缺乏的是可依託的行業背景和產業

資源。作為源自北大的人工智能語音交互領

域創業企業，技術產品化是邁向市場的第一

步。她強調，靈伴天音始終拒絕 「為人做嫁

衣」 式的單純技術輸出，雖然這一商業模式

短期可行，但長期難以獲得綜合競爭優勢。

借外力破解資源匱乏
經過一番爭論，創業團隊最終選擇了

人力密集型的傳統產業──呼叫中心作為行

業落地的破冰實踐。在她看來，呼叫中心的

核心業態就是對話和服務傳遞，這也恰恰是

AI語音交互能力的研發目標，也能在高頻的

人機互動應用中快速實現算法優化、技術升

級和產品迭代的多重目標。

方向確定後，向行業資源優勢企業 「
借力」 成為靈伴天音的關鍵一步。得益於其

研發的核心產品 「睿思1.0」 測試成功，

BPO（業務流程外包）領域的領軍企業泰

盈科技向他們伸來了 「橄欖枝」 。

相較於已經成熟的AI客服板塊，王少莆

負責的AI音樂板塊則是剛剛起步，內

地市場一片空白。作為首發技

術，AI作曲和全景聲到底能

不能獲得市場認可？身為

產品總監的王少莆坦言壓

力很大。 「事實上，全

景聲項目在國內的認可度

沒有我們想像中那麼好，

在不斷得到一些正面和負

面反饋的過程中，我們也在

不斷完善硬件和內容。但不容置

疑的是，全景聲未來將取代現有的立體聲

，這是一個大趨勢。」
整個夏天，王少莆在內地各大城市穿

梭推介。功夫不負有心人，他最終拿到一家

三甲醫院的聲音空間升級改造項目。搞技術

研發出身的王少莆直言， 「全景聲項目需要

囤硬件，成本、效率都是問題，自己做合不

來。所以市場推廣上，我們現在也在和一些

代理商合作。」

受困產業鏈下游滯後
與從 「象牙塔」 走出的靈伴天音不同

，同樣獲得天使輪融資的內地首台全景相機

研發商──泰科易，面臨的則是產業鏈下游

發展滯後所帶來的難題。創始人王權（圓圖
）坦言，公司發展與很多新技術產品遇到的

困難相似。 「就像智能手機在2G時代的發

展就很不順利，但3G尤其是4G到來，讓智

能手機飛速崛起。目前的時代，產業鏈下游

的VR一體機亟需完善和提升。」
從1999年開始創業的王權，之所以選

擇研發國產全景相機，正是源於電力客戶對

現場場景的還原需要。「電力公司擁有漫長的

電力線路、沿線的電力設備、大量的工程現

場、分布廣泛的重點用戶等，這些現場的情

況非常複雜，靠人工描述不靠譜，而普通的

拍攝手段，很難將現場的情況展現清晰。」

鮮為人知的是，泰科易的核心人才幾

乎全部來自於當時遼寧最大的民營電力信息

化公司，從原公司的總經理、技術總監，到

硬件設計、軟件開發、測試負責人，這支核

心團隊積累的大量管理經驗和用戶解決方案

設計、實施經驗，都為泰科易的成功研發埋

下了伏筆。

「2005年Google街景技術出現後，我

們就一直在研究將這個技術應用於電力現場

的信息採集。從幾十萬美元的美國設備、加

拿大設備到德國設備……直至2013年，我

們發現國外最先進的設備還是無法滿足用戶

對清晰度、拼接質量、操作便捷性等方面的

要求。」 王權總結道，在做了大量市場調研

和技術可行性分析的基礎上，企業最終決定

全力投入研發國產首款全景相機。

百萬資金打水漂
從最初對產品粗淺的理解，到真正動

手研發，再到最後成功推出產品，泰科易可

謂歷經風雨。 「就拿同步拍攝問題來說，全

景相機要保證在微秒內同步拍攝，否則照片

就無法做到點對點拼接。當時國際上還沒有

這項技術，我們花了100多萬請富士通幫忙

，但由於無法突破體系架構，這個項目最後

做砸了，我們的錢也打了水漂。」 王權說，

這打破了自己一直以來認為外國技術

先進的誤區。 「國外企業研發不

出來，不代表中國企業也不

行。」
「為了突破技術壁壘

，當時投入的人力財力，

可以算得上是破釜沉

舟。投資人給的500

多萬，加上這幾年

我們賺的錢，裏裏

外外大概2000多萬，

全都投進去了。」 王權感慨，

幸好得益於核心團隊先前積累

的十年硬件和軟件研發經驗，

先後克服了算法、硬件、光學

等技術難題後，歷時逾三年，

終於在2014年8月推出國產首款

產品。 「我們領先國內第二名17

個月，這為佔領國產全景相機市場

奠定了基礎。」
王權坦言，全景相機的市場規模現

在還很小。 「全景採集、製作傳輸、全景

展現、廣告效益共同形成全景應用產業鏈的

閉環。雖然國內的全景採集和5G傳輸已經

比較成熟，但以VR為代表的全景展現還有

很大差距。閉環無法形成，自然也沒有商家

願意買單。而這些問題遠不是一個全景相機

企業能解決的。」 王權無奈地說。

「成者王侯敗者寇」 是科技型初創企

業的真實寫照。無論

是靈伴天音還是泰科

易，無論是自身發展

問題還是外部環境制

約，高成長性和不確

定性始終伴隨左右。

內地數以萬計的科技

型初創企業前行之路

，依然任重道遠。

從中航工業到航天科工

，王宇和團隊打破國外流場

測試算法的技術封鎖，研發

的內地唯一一款三維流場測

試系統（風洞），已經應用於中國航天領

域的最高殿堂。碩士在讀期間，年僅23歲

的王宇和導師合作創辦凌海華威。在此之

前，四年間兩次創業均以失敗告終的他，

自嘲經歷了 「三起兩落」 。

「我從大一就開始創業，剛開始做的

是三維全景，當時感覺特別先進，但互聯

網時代技術飛速更新，幾乎就在一夜間，

三維全景被VR、AR取代，項目宣告破產

。首次創業失敗後，我們團隊又選擇了做

網上影樓，事實上盈利也還不錯，但在面

臨畢業選擇時，團隊成員卻各奔東西。」

最後，只有王宇自己堅持下來，與導師陸

華偉合作，第三次創業成立凌海華威。

來自山西的王宇，骨子裏或許生來就

帶有 「晉商」 的基因。 「如果我不創業，

畢業回老家的話，可以找到一份很不錯的

工作。但創業是我的夢想，我相信會在這

裏開花結果。」
「對我來說最大的困難就是孤獨。」

王宇說，當年一起創業的夥伴都出國深造

，就剩他一個人堅持在路上，很多時候遇

到困難或者選擇，聽不到別人的參考意見

，只能靠直覺。

回憶起創業初期，他笑言，公司就兩

個人，導師給予技術指導平時很少來，自

己既是總經理，又是技術員，還是客服。

獨自工作，獨自加班。 「晚上十點多下班

回家的時候，寫字樓經常只剩下我和保安

大叔，很多時候趕不上地鐵就得走着回

家。」
正所謂 「十年磨一劍」 ，在經歷了那

段苦日子後，凌海華威漸漸步入正軌。與

哈爾濱工業大學、大連海事大學教授合作

研發生產了專業測繪流場流動狀況的設備

── 「華威風影」 ，已協助多家科研院所

完成國家重大科研項目和企業新產品的流

場測試任務。

「我們當前的小目標是，融資建一個

超跨音速風洞，制定國內探針標定標準，

積累航空發動機研發測試數據。我還有一

個大夢想，未來想研發航空發動機。有人

或許會覺得我是在吹牛，但這就是我堅持

的方向。」 王宇堅定地說。

三起兩落 忍孤獨初嘗甜頭

科技型小微企業

在產業群體中佔比高

、數量大，對區域的

創新創業活躍度起到

很大支撐作用，但也普遍存在

抵禦風險能力弱、融資難、招

人難、市場開拓難等共性問題

。對此，大連高新技術產業發

展研究院院長董莉認為，政府應

在營造良好創新創業環境，如完

善基礎設施與創業生態環境，提供

順暢高效低成本的政府服務，構建創

新創業服務體系，制定調控有度、精準

有效、穩定適配的扶持政策等方面提供針

對性幫助。

董莉表示，首先要構建 「眾創空間─

孵化器─加速器─產業園」 創新創業孵化

體系，通過政府政策引導，改變小微企業

鬆散、低水平的創業形態。其次，構建科

技金融服務體系。建立政府引導基金，設

計鼓勵金融機構和社會資金投入的風險補

償機制。搭建科技金融服務平台和信用服

務體系，對接企業與金融機構，提供金融

增值服務。最後，政府還要不斷優化營商

環境，在政策上加大對科技型小微企業扶

持力度，支持小微科企的項目研發。

智庫籲政府優化營商環境
適用範圍適用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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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總額和年銷售收資產總額和年銷售收

入不超過入不超過50005000萬元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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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新經濟故事

科創企高成長背後的
喜與憂

創業
旅程

專家
之見

伴隨着科創板的開市，一批符
合國家戰略、突破關鍵核心技術、
市場認可度高的科技創新企業步入
資本市場，迎來高光時刻。但對內
地絕大多數科技型初創公司而言，
他們仍在夢想的道路上探索，或許
有初獲成功的喜悅，但更多的是遭
遇市場資源、人才儲備、技術壁壘
、資金困境的憂愁。近日，大公報
記者走進不同領域的多家科創企業
，聆聽創業者的故事，他們背後的
喜與憂，正是千千萬萬科技型創業
公司的真實縮影。

大公報記者

宋偉（文、圖）

新經濟浪潮

部分省市鼓勵本土企業科
創板上市獎勵補貼

市區兩級財政給企業上市補貼，合計最
高可達600萬元

上海
徐匯區對經認定的核心技術企業，給予
落地項目建設單位每年最高不超過2000
萬元補貼

安徽
對在科創板等境內外證券交易所首發上
市民營企業，省財政分階段給予200萬
元獎勵

河南
對在滬深交易所主板（中小板）、科創
板、創業板上市以及在境外交易所上市
的企業給予500萬元獎補

▲絕大多數科技型初創公司，在走向商業化的路
上都遇到很大挑戰

在東北首家 「國家級科

技創新型企業孵化器」 、天

使投資機構創業工坊總經理

戴敬濤看來，除了產業環境

，投資人還會從技術水平、產品化、團隊

能力等三方面判斷科創企業的投資價值。

戴敬濤表示，從投資的角度，我們首

先看重科創企業又高又新的技術研發能力

。 「八年來，我們接待的項目統計數據顯

示，科技創業項目的年增長率超過20%，

而且很多項目的技術能力達到了國際水平

，部分項目的創新性填補了國內空白。高

新區對產業的集聚度高，將大大節省投資

機構去找項目的時間，大有 『一夜看盡長

安花』 的感覺。」
另外，投資人同樣看重創業項目的產

業化程度。 「創業工坊每年接觸的科技項

目大概2000多個，其中產品小試、中試、

量產的項目比例為4：3：3，處於產品中

試階段和量產化的項目可以降低一定的投

資風險，縮短研發時間，節省支出。」
戴敬濤表示，有技術研發能力又有較

強的市場運營推廣能力的團隊會受到資本

青睞。

三要素判斷科創企投資價值
投資
者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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