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10 海归创业 责编：孙亚慧 邮箱：hwbhgcy2018@126.com

2021年3月3日 星期三

对于初创团队来说，良好的创业
环境是海归创客们的活力源泉。对于
同样都在深圳实现梦想的谭凤泽和王
正男而言，鹏城给了他们实现梦想的
机会以及实现梦想的资源。

“我也曾在加拿大创业过，对于
中加对于年轻创业者的扶持政策均
有所了解。在加拿大创业想拿到政
府补贴并不容易，而如今国内通过
实施房租减免、税收减免等一系列措
施鼓励留学生回国创业，这对于我
们而言的确是很好的机会。我们想
把握良机，回国闯出一番事业！”王
正男说。

最终落地深圳，正是因为这里在
高新科技领域的产业优势。

王正男说：“深圳的高新技术领
域产业链完整，能帮助我们快速匹配
需要的资源，这使得技术创新和产品
研发与生产环节的效率都能够进一步
提高。”

在谭凤泽看来，香港虽然拥有不
少优质大学和优秀的技术团队，但整
体的创业支持力度不如内地。他在香
港读博期间经常来深圳找朋友玩，明

显感觉到深圳的高科技创业氛围十分
浓厚。

在决定来深圳后，迈塔兰斯团队
在“海归岛”享受到了不少便捷的创
业孵化服务。“‘海归岛’的工作人
员帮助我们前期找场地、联系各种资
源，如今我们是相处很好的朋友。”
谭凤泽说。

近年来，一系列创新创业大赛成
为不少年轻创业者崭露头角的机会，
麒砺创新和迈塔兰斯团队在不少竞赛
场上频频亮相，斩获了许多奖项，业
内知名度与日俱增。这样的平台使初
创企业拥有了“被发现”的机会，公
司能够与资本方直接对接，从而获取
资金支持。

创业时间不长，也曾兜兜转转
走过不少弯路。但如今，王正男和
谭凤泽都对团队未来发展有着清晰
的规划，公司也在逐渐走向专业化
和规模化。

带着一份创新创业的热情、一份
钻研技术的坚定，年轻的海归创业者
正在一步步将自己对梦想的规划变为
现实。

回国创业，青年海归实现技术创新——

深圳“海归岛”上铸华章
吴鹏娟

高新技术在国际竞争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接受过海外教育
的海归创业者们，常常在跨文化的思维碰撞中生发出别具一格
的创意，并将其转化为现实应用。深圳这座以开放包容为特色
的城市吸引了众多立志科技创新的海归创业者。今天，我们就
讲述两个在高新技术领域创业的海归故事。

毕业于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的
王正男拥有机械工程和管理学双学士
学位。毕业回国后，他成为深圳麒砺
创新技术有限公司的创始人之一。这
是一家致力于将智能手机与高精度激
光 3D 扫描技术相结合的科技公司，
将现实生活中的物体扫描为 3D 模
型，由此可以赋能 3D 打印、AR、
VR、游戏及影视特效等行业。

之所以选择这一领域创业，源于
王正男学生时代发现的用户需求。在
校参加项目期间，他便频繁接触到
3D 扫描技术，那时，由于成本高
昂，3D 扫描技术主要应用在工业领
域，中小企业和普通用户很难接触并
使用这一技术。

“我们当时就想，能不能通过研
发新技术让 3D 扫描的成本降下来”，
王正男说，“让更多人使用这一技术
并享受到其中的乐趣，这是我们创业
的初衷。”2018 年毕业后，他与几位
校友在加拿大成立了公司，2019 年
10月，他决定回国发展。

去年 10 月，郝成龙团队获得了
2020年广东“众创杯”创业创新大赛

大学生启航赛企业组金奖，对于这个
由新加坡国立大学和香港理工大学博
士组成的年轻团队来说，这样的奖项
代表着肯定，也是鼓励团队继续向前
的动力。

毕业于新加坡国立大学的郝成
龙，去年4月正式带领团队入驻深圳
宝安区“海归岛”，并创办了专注于
平面超透镜设计和制造的深圳迈塔兰
斯科技有限公司。作为一家初创企
业，迈塔兰斯的目标是通过光学和半
导体技术相结合的方式，引领传统光
学产业实现新的发展。

区别于传统工艺加工出来的镜
头，平面超透镜是一种由表面微纳结
构调制入射光相位而实现汇聚成像的
平面光学器件，可实现大批量制造，具
有体积小、重量轻、产能高等优势。

毕业于香港理工大学电子与资讯
工程系的谭凤泽，是迈塔兰斯的另一
名创始人。读博期间，他便在进行相
关领域的研究。“当时的技术在学术
研究上已较为成熟且具有一定可行
性，实现产学研的深度融合是我们一
直以来想做的。”谭凤泽说。

核心技术层面实现突破固然重
要，与此同时，还要找到适配的应用
场景，这也是能否真正实现产业化的
关键所在。

在王正男看来，行业内一部分创
业者常在一套或几套已知的 3D 扫描
理论和芯片基础上开发产品，但也正
是因为理论本身受限，导致设备成本
无法有效降低。为跳出传统 3D 扫描
技术的限制，王正男团队在算法方面
狠下工夫，最终开发出一套全新且完
整的视觉算法与 3D 算法，并针对手
机性能和优化方式设计出一款销量可
观的硬件扫描仪——Phiz 3D 扫描
仪。为更进一步降低技术成本，王正

男 团 队 又 开 发 出 了 一 款 应 用 软 件
“KIRI Engine”。

3D 模型是 AR （增强现实） 的
素材，基于 AR 技术展示商品的电
商是 3D 扫描目前增长速度最快的应
用场景和板块之一。相较于通过单
纯看图片来了解产品，使用 AR 技
术作为辅助进行商品销售，用户对
于产品感知的真实度和满意度都有
所提高。

“从3D算法到手机适配再到提供
云端服务，团队都是从零开始。这对
我们来说是最难也是最好玩的地方，
因为我们想要实现自我突破，想做的
就是有创新性的工作。”王正男说。

回国创业 兴趣变为创业动力

突破难点 找准场景是关键

实现梦想 活力得益创业土壤

在四川成都，留英回国的 32岁海归张泉最近引
发了不少关注。去年年底，他放弃了自己原本金融
行业分析员的工作，转行做起了废品回收。面对这
样的职业选择，不少人并不理解。

“海归回国竟然去‘收破烂’了？”
“那么多年的书这不白读啦？收废品需要啥技术

含量？”
“海归收废品”的故事被报道后在网络引发热

议。一边是光鲜亮丽写字楼白领，一边是“风里来
雨里去”的废品回收员，有质疑声并不意外。

“作为产业来讲，废品回收市场规模很大，前景
非常好。在一两年时间内，我想先精通货品分辨及
行情波动，也包括简单的行业大方向知识。之后我
会在这个行业继续做下去，而且要做得上升一个高
度，向着高处走。将在国外学习的知识、获得的见
识都运用到今后的工作中来。”张泉的这番话，说明
他做这份工作不是冲动，也绝非盲目，而是有着冷
静而理智的判断和规划。

仔细分析张泉对自己的职业规划，就会明白他
选择的不仅是成为废品回收员，他看重的是“互联

网+可再生资源回收”背后的广阔
商机。换句话说，若落回到公众
关注的“高学历是否浪费”话题
上，可以这样看：“收”，只是张
泉新职业的起点，但他的目标却

不仅仅是“收”，当他有机会参与项目运营和管理等
环节时，也就是他展示和应用所学之时。

除此之外，报道中曾提及张泉如今的薪资水
平，他平均每天要回收 3 车废品、工作 16 个小时左
右，月收入在2万元至5万元之间，收入可观。事实
上，在这家目前约有 150 名废品回收员的公司，超
70%都是年轻人。

以往，不少人存在思维定式和刻板印象，习惯
用传统的求职观和行业印象来衡量个体的职业选
择。一个带着“海归”标签的人，若出现在高科
技、金融等行业中，则被视为理所当然；而若出现
在诸如废品回收等行业里，便会轻率地做出“学历
贬值”“大材小用”等判断。其实，如今越来越多的
海归求职者、创业者正在打破一些行业偏见，结合
自身所学，用更开阔的视野来挖掘行业机遇，做出
更多元化的职业选择。这也是海归就业观、创业观
趋于成熟的表现——他们不再仅仅着眼于传统意义
上那些“热门行业”，而是在寻找新的风口，努力打
拼出另一番天地。

当绿色环保的观念正在深刻影响人们的生活方
式的时候，与其相关的、更具成长性的产业机会也
必将越来越多，行业发展势头今非昔比。对于个人
而言，这不仅是“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更是
一场知识赋能传统行业转型升级的生动展示，是为
海归提供的更大的展示才能的舞台。

海归收废品 为寻新风口
孙亚慧

“真是多亏了叶总，我们合作社的几万斤
红米才能顺利卖出去。”对几年前的经历，湖
南靖州县恒顺泰生态种养农业合作社负责人石
晗兵记忆犹新。

靖州县地处湘黔桂交界区域，是典型的
“老少边穷”县。恒顺泰生态种养农业合作社
共有 24 户社员，其中 9 户是建档立卡贫困户，
主要种植、售卖红米等特色有机农产品。

“2016 年，合作社和一家公司签订购销合
同，由合作社负责种植优质红米，这家公司承
诺采购销售。第二年，对方突然单方面毁约，几
万斤红米积压在仓库卖不出去。”石晗兵说。

一筹莫展之时，县扶贫办干部提醒他找长
沙大河西农产品物流中心想想办法。没想到的
是，在该物流中心叶总那里，几万斤红米很快
销售一空。

“叶总”名叫叶锋，是长沙江城农产品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近日，在位于湖南宁乡市
城郊的长沙大河西农产品物流中心，记者见到
了这位“新农人”——“80后”海归创业者。

叶锋曾在英国学习、生活、工作 6 年。回
国后，他看好农产品贸易物流行业的未来发展
前景，筹资创办了一家集农产品贸易、冷链仓
储、电子商务、物流配送于一体的大型“农批
市场”。叶锋说，他在英国学的是金融和企业
管理，留学期间曾在伦敦郊外的大型蔬菜超市
兼职，对国外先进的农产品流通模式印象深刻。
小时候在农村的生活经历，使叶锋对农村很有
感情，深知农民的艰辛与不易。由于信息不对
称，市场波动大，不少地方的农产品经常卖不
出去，甚至遭逢增产不增收。他一直思考，能
帮农民做点什么？

随着城市的发展，长沙市政府规划在郊区
新建一个大型农产品批发市场。2013年，叶锋
瞅准时机，带领团队迅速跟进，其建设长沙大

河西农产品物流中心的方案获得政府支持，很
快签约落地。

“我希望将自己在国外所学运用到农产品
贸易中，帮助优质农产品打通销路。”叶锋说。

记者了解到，长沙大河西农产品物流中心
项目于 2013 年下半年动工兴建，相继启动蔬
菜、畜禽、水产、粮油干货及冷链物流市场，
建筑面积 31 万平方米，年交易额达 100 亿元，
带动种植面积 100万亩以上，其中蔬菜市场辐
射中部5省，服务人口达9000万。

叶锋热心公益事业，积极投身精准扶贫工
作。自 2016 年 12 月底开业起，长沙大河西农
产品物流中心免费提供约2000平方米的自由交
易场所，供湖南省各贫困县使用。最近 3 年，
叶锋和他的团队多次组织湖南省各贫困县免费
参加“农博会”“食博会”和全国贫困地区农
产品产销对接会，带动湖南省贫困县农产品销
售2亿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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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锋（右）和商户在长沙大河西农产
品物流中心交流。新华社记者陈思汗摄

在2020年世界电子消费展上，不少国外参展商对王正男团队的产品表现出浓厚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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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4月，由新加坡国立大学和香港理工大学博士
组成的迈塔兰斯团队正式入驻深圳宝安区“海归岛”。

迈塔兰斯同样想要实现自身突
破。平面超透镜若要实现产业化，最
重要的是考虑它的量产性。“这与做
学术上的可行性不同，做量产要保证
它的稳定性和均一性，要保证同一批
次生产出来的镜头是一样的。我们在
创业初期花了三四个月的时间，就是
为了做量产设计方案的评估。”谭凤
泽说。

在谭凤泽看来，平面超透镜的

适用性很强，除了可以用于工业检
测、无人机拍摄等场景，还可以运
用到消费电子类产品，同时，新冠
肺炎疫情期间用到的红外测温仪也
能应用这种镜头。但谭凤泽同样明
白，想要布局更大范围的场景应用
并不容易，不同的场景意味着要有
不同的侧重点。除此之外，市场对
于新技术的接受和使用也有一个循
序渐进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