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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記者 孫志

新基建涵蓋三方面
信息基礎設施

融合基礎設施

創新基礎設施

大公報整理

指基於新一代信息技術演化生成的基礎設施，比如，以5G、
物聯網、工業互聯網、衛星互聯網為代表的通信網絡基礎設
施，以人工智能、雲計算、區塊鏈等為代表的新技術基礎設
施，以數據中心、智能計算中心為代表的算力基礎設施等
指深度應用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支撐傳統基
礎設施轉型升級，進而形成的融合基礎設施，比如，智能交
通基礎設施、智慧能源基礎設施等
具有公益屬性的基礎設施，比如，重大科技基礎設施、科教
基礎設施、產業技術創新基礎設施等

話你知

劉春光是2007年大學畢業
加入時代凌宇公司的。彼時，
公司剛成立，他則從項目主管
一步步走上管理層。他形容，

公司最早拿項目是 「搬磚」 ，受制於人，
必須得有自己的一技之長，才能在行業立
足發展。如今，公司不斷打造自己生態圈
的行業體系，設立研究院進行高新技術研
發。他參與的北京城市副中心項目就是根
據甲方的使用需求去開發園區綜合管理
和三維的可視化平台。作為公司一員，
他看好公司發展前景。

黃孝斌告訴大公報，疫情對公司短

期生產活動有一定影響，原材料價格上漲
、供應商生產成本和用工成本增加，整體
增加公司運營成本；新項目方面，一些政
府投資可能壓縮；多個項目延期招標，無
法正常推進等。

「有危就有機。」 黃孝斌指，未來時
代凌宇所處的行業上升勢頭明顯。疫情的
發生，對中國社會治理能力提出了新要求
，對危機處理、應急反應，尤其是公共健
康安全防範方面，要求會越來越高。我們
不得不思考一個問題：如何通過信息化手
段建立一整套完整的機制，將社會管理各
相關部門納入其中，形成信息共享、統一
調度指揮、聯勤聯動。隨着國家推動新基
建政策落地，行業將帶來更多的機會，預
計未來5到10年公司將連續獲得較高增長。

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院長江小涓表
示，數字技術在中國防疫抗疫中表現突出
。考慮到新基建和數字經濟領域的創新性
，那種創新和迭代的速度，腦洞大開的想
像力，很難講政府要做出一種規劃來。而
從市場中間拚殺出來的企業，有很好的綜
合能力和市場眼光，在新一輪的數字經濟
發展中，一定能夠發揮技術型企業應有的
作用。

有危就有機 智慧城市商機大
智慧
錢景

「07年初創期我們想對了
兩個方向，首先就是城市管理
一定會從原來的數字城市發展
成為智慧城市。其次，我們還

認為物聯網會是未來發展的一個趨勢。時
隔兩年，當時的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去無錫
視察就提出 『感知中國』 ，物聯網就變成
戰略性新興產業。」 黃孝斌笑言： 「我們
算是賭對了吧？所以在真正機遇來的時候
，我們能夠比別人響應得快一些，走得更
扎實、更遠一點。」

他還向記者講述小公司闖出知名度的
關鍵 「一招」 ：團隊情懷滿滿，對於新技
術應用充滿探索理想，公司成立之初就搭
建了 「智慧城市體驗中心」 ，大家腦洞大
開，把能想像到的和能做到的場景都呈現
出來演示，圍繞城市管理建了可體驗的智
能大沙盤，沙盤展示內容包括車輛檢測、
交通管控、環境檢測、城市部件檢測及事
件報警，數據採集、傳輸和處理方式，以
及指揮調度和處置機制等。而體驗中心的
大門、空調燈光、音響、投影、窗簾等全
部通過手機控制；辦公樓的所有攝像頭、
各種電器設備，院子出入口、植物灌溉等
也都可以通過計算機來監測和控制。

「09年物聯網概念剛興起時，

多數高校和科研院所談及物聯網時主要是
講解PPT，而在時代凌宇卻能看到產品和
應用場景。」 黃孝斌對此很是自豪。

這家年輕的創業公司，正是基於對於
「未來城市更美好生活」 的深刻理解做成
業內先人一步，從帶給別人的啟發中拿到
了最初的訂單。 「他們感覺我們做的是最
實際的，也是最實在的。我們也抓住了機
會，成為北京市級物聯網頂層設計四家支
撐單位唯一的小公司。」

而企業成長也注定是痛苦的 「化蛹成
蝶」 歷程。在第二個五年的探索期，為了
拓展和突破就經歷了不斷試錯。 「我們也
想進入新的領域並進行產品和商業模式的
創新，比如研發過智能家居智能硬件設備
，開發了免費為客戶使用的物聯網開發平
台──梧桐網，探索了面向C端（最終消費
者）的智能硬件租賃業務，這些探索投入
不少，卻沒有最後取得成功。探索的過程
給我們帶來了不少教訓和痛苦的體驗。好
在公司堅持沒有放棄主業。」

「公司發展十年以後，重新定位聚焦
，研發物聯網、大數據和人工智能融合技
術，針對城市綜合管理、城市安全管控、
園區和建築管理等領域提供綜合解決方案
。」 黃孝斌談及公司的定位時說到。

從賭對了到不斷試錯
創業
探索

3月底的一天，低調的黃
孝斌在朋友圈發出一條公司動
態：時代凌宇獲阿里巴巴集團
戰略投資，投資數額並未對外

公布。據悉，兩家公司從2019年底開始接
觸，到2020年3月底完成投資，其間歷經
春節和疫情， 「對阿里來說也是最快一個
項目之一。」 知情人士透露： 「只有雙方
都認為對方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合作夥伴，
所以才有可能在這麼短時間把這個事做
成。」

定位為智慧城市綜合解決方案提供商
的時代凌宇，在北京乃至全國範圍承擔着
很多物聯網重大示範項目，如： 「北京城
市副中心行政辦公區系列園區智能化項目

」 、 「北京市城市生命線實時監測物聯
網應用示範工程」 、 「APEC雁棲湖

國際會都智能化項目」 、 「新絲綢之路雲
計算中心項目（新疆）」 、 「布達拉宮監
測體系項目」 等。

黃孝斌稱，跟阿里最初合作是 「機緣
」 ，源於雙方展開的一些項目合作。 「我
們主要是看中了阿里的大數據和雲計算的
能力，因為阿里不僅建設了具有超大業務
規模的淘寶、天貓平台，也建設過不少城
市的城市大腦。大規模的數據處理和分析
能力正是我們所欠缺的。」

「阿里看中我們什麼？因為阿里建設
的雲計算、大數據平台和城市大腦，需要
深入到各個行業進行應用，為客戶帶來價
值，而對城市管理等領域的深入研究、熟
悉客戶的重點、難點和痛點，並為行業客
戶提供解決方案和綜合服務的能力，恰恰
是時代凌宇公司的特長。」 他分析指。

疫境獲阿里戰略投資
資本
青睞

今年2月，由時代凌宇負責運維的
「智慧西站」 迅速擴容：加裝在出站口
的17套 「紅外體溫檢測防控系統」 在大
人流條件下做到一秒內同時監測15人，
體溫誤差不超過0.3℃，人臉識別、數
據存儲和分析等，這一系列智能響應為
拱衛首都、守護健康立下功勞。

大年三十，黃孝斌通過微信群召開
緊急辦公會，專題研究西客站出站口大
流量旅客體溫快速精準檢測問題。大年
初一，會同常駐西客站的信息化運維團
隊一道展開工作。大年初二，展開現場
踏勘工作，當天做出詳細設計、施工方
案，開始平台軟件研發工作；當晚完成
全部前期管線的敷設預埋工作。一天幾
十個電話聯繫廠家，確保以最快時間保
證設備分批到貨。 「每一步都密鑼緊鼓
，疫情期間每一天都是在與時間賽跑。
」 黃孝斌說。

硬核和硬仗 下了「死命令」
「硬核」 和 「善打硬仗」 是外界對

於時代凌宇公司和黃孝斌管理風格的評
價。然而風格不是一天形成，既和公司
定位有關，又與歷經實戰考驗有關。事
業一部副總經理劉春光則稱黃孝斌是 「
技術流」 ，這名 「國家萬人計劃領軍人
才」 ，個人擁有19項發明專利，具有理
工男的典型特徵，思維縝密，行動派。

黃孝斌2007年開始創業，對於當時
註冊資金只有400多萬元（人民幣，下
同）的科技型小公司來講， 「人才、資
金、品牌、資質和業績，這幾個坎兒就
像一個死循環狀態，相輔相成，哪一個
環節突破了才能有下一個環節，所以雖
然我們有很多的理想，但是一開始落地
，你就要面臨生存的挑戰。」 黃孝斌回
憶說。所以，抓住機會就意味着透過縫
隙贏得了生存空間。

接受公司指派前往北京西客站的劉
春光表示，時間和技術的壓力對於已有
十多年積累的公司團隊，已不是大問題
，成熟的應急方案都能很好地化解。
他做過高強度的城市副中心行政智能
辦公項目建設，每一個時間節點都要
在趕工的節奏下確保交付使用。這次特
殊性是疫情風險和要克服心理的壓力，
鑒於對疫情的高度重視，公司高層也
給他下了 「死命令」 。而他也認為公
司 「善打硬仗，關鍵時刻要體現責任擔
當」 。

大客流大面積 探測難度大
至於北京西客站加裝紅外測溫設備

的難點，劉春光坦言： 「每個出站口環
境不一樣，測溫對於人的照射角度，安
裝高度都受影響，特別是要考慮每個
出站口的客流基本上是在日均5000
人。這種對於大客流的大面積探測，
要讓設備實際發揮效果，是一個挑
戰。」

「覆蓋4個出站口的17套紅
外線檢測設備，安裝到位後
只是在出站閘機上方增設
了一排白色的紅外攝像機
和黑色的恆溫校溫儀，出
站旅客跟平時一樣，不需停

留就可快速通過。發現體溫超過37.3℃
的旅客，可自動報警提示並在後台自動
截屏和視頻數據供追溯。」 時代凌宇
IBA融合創新研究院樊勇博士介紹說。

研發晝夜不休 打造智慧大腦
黃孝斌還親自帶領公司研發隊伍晝

夜不休，根據不同需求研發出 「北京市
公共場所疫情防控檢查系統」 、 「街鄉
居民疫情防控填報系統」 等多個疫情防
治軟件系統，其中有智慧大腦針對返京
隔離人員的每天2次督察，有確保監管
單位掌握 「三類場所」 的疫情防控情況
，還有覆蓋所有鎮街和所有社區（村）
兩種類型的網格圖層數據，以及面向市
民的 「小凌疫查」 公益小程序。

創業之初的團隊目前保持了90%的
人員穩定，除了發展的硬道理，共同的
情懷和理想沒有因時間而泯滅，還有基
於這項大家的事業所進行的股權結構設
計，令主要骨幹都成為股東。 「平時事
情太多同員工交流不夠，疫情期間倒可
以有更多時間與同事交流，我講了幾次
課，核心還是要練好內功。」 這位硬核
董事長篤信公司的未來，繫於技術優勢
和人才保障。

「智慧城市就是利用信息技術對城市的精
準感知，滿足人們對於美好生活的嚮往。」 時
代凌宇科技公司董事長黃孝斌博士對大公報描
述他在12年前創業時的夢想。而今年當新冠肺
炎疫情來勢洶洶侵擾人們時，他對智慧城市和
智慧應急的理解就更深刻了。 「大數據戰役由
於快速和精準，因此最適合疫情防控的信息收
集、數據分析和協調指揮。」

▲時代凌宇公司董事長黃孝斌博士在北
京西客站出站口指導設備安裝調試

▲時代凌宇公司的智慧體驗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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