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0

专题

本刊特约记者   徐惠中

 30 多年前的某个夏夜，清华园中，皎洁的月

光下，一群年轻人坐在清华的操场上，弹着吉他，

唱着歌谣。歌声随着晚风摇荡，轻抚园子里的草木。

这群年轻人中，有一位名叫丁宝玉的青年，

彼时的他，或许不会想到，30 多年后的自己会在

2000 多公里外的深圳，谱写创业投资家的华章。

“在清华求学的时光，是我的青春岁月中最美

好的时光。”丁宝玉微笑着说。“我 1984 年考入清

华大学。1991年硕士研究生毕业至今，已经32年了。”

直到今天，在清华园的点滴时光，依然常在丁宝玉

脑海里浮现，仍旧是那样亲切、美好。

不惧困难，乐观向上

是青春该有的模样

青春向着理想生长，不以山海为远。乐观、向

上、从容、自信，是青年该有的模样。1984 年考入

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的丁宝玉 1989 年毕业，并于同

年免试被推荐攻读化工系生物化工专业的研究生。

1991 年 7 月，他提前半年毕业获得硕士学位。

硕士毕业后，在学业上表现优异的他曾有继续

出国深造的打算，但由于各种原因和个人的规划思

考，他最终选择留在祖国，开启自己的职业生涯。“人

生中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来祝福你的。”丁宝

玉说，人的一生或有迷茫、或有苦恼、或有遗憾，

但多年之后再回首，会发现过往不过是人生中一件

小事，没有绝对的利与弊。不惧困难，乐观向上，

是丁宝玉挺身向前的模样。保持平和、沉着、坦然

的心态，对个人的未来发展往往具有积极的意义。

“一定要会读书、多读书！”丁宝玉说，“人

丁宝玉：谱写创投蓝图的“领路人”

生中充满着各种各样的未知，我们或许能够从书中

找到答案。一定要多读书，学习他人的成功经验。”

丁宝玉不仅广泛阅读自己专业相关的书籍，哲学、

心理学等人文社科类书籍也是他的“手边常客”。

他认为人生是丰富的，多读书、好读书，用知识充

实自我，拓宽视野，是青年学子重要的成长路径之一。

从“闭卷”到“开卷”的新征程

步入社会，将“实干”刻在骨子里

说起校园和社会的差异，丁宝玉给出了一个形

象的比喻：“学校中的考题是‘闭卷考试’，而社

会给予的则是‘开卷考试’。”在学校里的考试时

间是相对固定的，而在社会上却不是。“社会给予

丁宝玉

清华大学 1984 级化学工程系本科、1989 级硕士。

1997 年开始从事创投行业，是国内最早的风险投资人之

一，曾成功投资天智航医疗、启明医疗、腾讯音乐、信

达生物、天瑞仪器等，连续多年入选福布斯中国最佳投

资人 Top 100。深圳同创伟业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管理

合伙人、深圳创业投资同业公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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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试题，既没有固定的‘考试时间’，也没有固定

的‘考纲’和‘考卷’。如何为自己争取到考卷，

是青年学子们需要勇敢跨越的第一步。”

1991 年，丁宝玉从校园走进社会。初来深圳的

他入职深圳康泰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工作期间，

他深入一线，从基层工作做起。在公司工厂建设之

前，丁宝玉挨家挨户走访调研，帮助果农分析每棵

荔枝树的年产量，在与果农商谈的过程中，尽最大

努力争取双方利益的最优化。

丁宝玉回忆道，在工厂建设的过程中，他承担

了自己并不熟悉的工作。他曾多次代表甲方检查施

工队的施工情况，“土方挖得是否正确？电线长度

是否合理？结算情况是否正常？”这些都是丁宝玉

每天逐一确认的问题。在工厂建好开始运行后，丁

宝玉坚守岗位，24 小时调试设备，随时待命，以防

设备出现问题。

在旁人看来，这些工作似乎与他的专业领域并

不相关，但是丁宝玉却乐在其中。他表示，自己学

习东西最多、知识增长最快的时期，正是刚进公司

的这两到三年时间。“那段经历令我受益颇多，我

学到了许多在学校里没有学过的东西。”丁宝玉认

为，虽然社会和学校给予自己的知识内容不一样，

但是他在步入社会后，充分利用了在校园里培养的

综合能力，面对社会中不一

样的“考题”，充分运用所学，

从最基础的东西开始，思考

底层逻辑，掌握了实际运用

的能力。

凭借突出的工作能力，

丁宝玉逐步成长为工程部经

理、设备部经理以及销售部

经理，并不断积累宝贵的工

作经验。“后来，我都能自

己设计空调等简单的建筑施

工系统了。”丁宝玉笑着说。

扎根鹏城三十载

“我与深圳共生长”

立足深圳三十余载，作为“新深圳”的“老深

圳人”，丁宝玉把青春献给了深圳，并和深圳一同

成长、一同改变，见证了深圳从“0”到“1”的发展，

从“小渔村”到国际化大都市的蜕变。

迎着改革开放的号角，许多的高新技术企业和

创新创业机遇，在深圳如同雨后春笋般出现。而丁

宝玉也正是南下热潮中的一员。

说起最初这座城市的模样，丁宝玉坦言，30 多

年前的他，看到的是一座“稚嫩”的城市。据他回忆，

他从北京一路南下，到达广州后再乘坐大巴车到深

圳市中心。当时的深圳刚开发到上海宾馆附近，离

其公司总部所在的南山科技园还有 12 公里的距离。

“我们到达科技园后，人生地不熟的，半天也没找

到公司在哪儿。”丁宝玉笑着说。

他不会忘记，那日中午，自己和同行伙伴两个

人坐在树下的草坪，撬开从北京带来的水果罐头，

边吃边思考着未来的规划。二人有些期待，也有些

许的犹豫和迷茫。“那时的深圳，还没有这么多气

势恢宏的建筑，环顾四下无人的街道，些许冷清的

丁宝玉（前排右二）与清华企业家协会部分成员合影，他担任 2021-2023 年度粤港澳分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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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区还尚未完全脱去绿装。”

丁宝玉说，“想到家人们的期待、

同学们的祝福，我俩不免有点

失落，心想两个人怎么就跑到

这儿来了。”

然而，事实却证明，丁宝

玉的选择并没有错。随着改革

开放的深化，深圳速度蓬勃发

展，深南大道从上海宾馆延伸

到华侨城、再到南头古城，深

圳也发展为现在的九个市辖区

和两个功能区。时代际会，万物共生，城市在发展，

城市中生活的人也在进步，丁宝玉既是见证者，也

是建设者。他融入了这座快速成长的先锋城市，在

与鹏城一起奋斗的岁月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勇敢迈向职业生涯转折之路

创业企业的“同行者”和“领路人”

1997 年，丁宝玉入职国内首批风险投资机构，

深圳市国成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下称“国成”）。

2003 年，他出任国成与香港中信国际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合资的深圳国成世纪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总

经理。2009 年，丁宝玉作为合伙人加入深圳市同创

伟业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同创伟业”），

共同打造国内较为领先的民营投资公司。

作为国内第一批专业私募股权投资公司，同创

伟业的主要投资领域包括大科技、大健康、大信息

以及大消费领域。自成立以来，同创伟业累计投资

企业超过 600 家，成功助推 110 余家企业上市，是

国内处于领先地位、运作时间长、回报持续优异的

本土品牌专业投资机构，旗下已设立超 30 支基金，

管理资金规模近 350 亿人民币。同创伟业不仅是国

内最为活跃的本土品牌的民营创投企业之一，也是

国内重要的有限合伙制创投企业、第一批本土品牌

专业创投机构、获新股询价资格的创投机构和退出

IPO 上市企业的有限合伙制企业。丁宝玉作为同创

伟业的合伙人，连续多年入选福布斯中国最佳投资

人 Top 100。

尽管在选择途中也难免经历纠结迷茫，但是丁

宝玉认为，到深圳工作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年轻

人不要怕远，要寻找和选择机会多的地方。虽然在

选择的过程中可能会彷徨，但是在行动的过程中，

在了解如何学习并掌握工作技能的过程中，我融入

了深圳，也培养了自己的综合能力。”丁宝玉笑称，

在收获和总结成功经验后，他面对之后的人生挑战

和各种新兴的事务，包括面临转行等重大转折，自

己都不“怵”了。

接触！碰撞！创新！

清华和深圳共同的追求

“接触产生商机，碰撞产生火花。”这是丁宝

玉反复提及的一句话。转眼间，清华大学在深圳办

学已有 22 个年头。在丁宝玉眼中，清华大学深圳

国际研究生院不仅仅是清华与深圳的相遇，也是基

础科研与前沿科技和产业创新的碰撞。

交叉学科，是学术创新的重要体现。清华大学

在深圳的交叉学科布局，促使着不同的学科交叉碰

丁宝玉（前排右六）与公司成员参与体育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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撞，丁宝玉形容其为“二者产生奇妙的‘化学反应’，

产生交叉创新的科技成果，在学术教育‘顶天’的

基础上，与深圳的新兴产业通过产教融合，将科技

成果‘立地’于深圳的土壤中，相互滋养。”清华

和深圳的碰撞，汇聚了越来越多的创新人才，在改

革开放的热土上共同打造粤港澳大湾区的创新高地。

这种碰撞产生的火花不仅仅绽放在清华和深圳

的土壤上，还展现在前沿基础研究和产业创新的交

织中。在参加清华大学建校 112 周年深圳庆祝活动

期间，丁宝玉来到了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

带领多名企业家参观了学院三个高质量科研平台，

包括新材料方向、石墨烯方向以及自动化人工智能

方向的实验室。企业家们无不被先进的实验室设备

和学院师生优秀的科研能力吸引，纷纷表示希望能

有更多的机会参观学习。身为一名清华人，丁宝玉

也深感骄傲和自豪。   

 “科研与产业的发展密不可分，从基础科研

到技术创新，做好与优秀创新企业的对接，实现校

企联合，可以增加课题的丰富度和创新度，同时提

升企业的科技水平。另一方面，企业在研究过程中

产生的新问题，也会进一步引导基础科学的深入研

究。”丁宝玉说。

深圳，是创业的沃土，成功的家园。丁宝玉认为，

深圳能拥有如腾讯、比亚迪、华为、大疆等优秀的

企业并不是偶然。“深圳是一个新兴城市，因此拥

有年轻城市的活力和热情。”对于年轻人来说，深

圳市政府工作系统透明高效，给来此的每个年轻人

机会。良好的人文气息和营商环境又带来了多产业

链的配套环境，正向循环吸引着大批新的创业公司。

与此同时，一批又一批的清华人也选择扎根深

圳，从清华园到深圳湾，将清华的精神传递到祖国

之南。“当自强不息的清华人落地深圳，将更多的

种苗种植在鹏城肥沃的土壤上时，丰硕的果实也随

之产生了。”丁宝玉感慨道。改革开放以来，许多

优秀的清华学子在深圳取得了辉煌的成绩，用自己

的实际行动诠释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

并让其在深圳的沃土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为深

圳乃至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赋能。

立足深圳，望眼世界，在千帆竞发、百舸争流

的潮头上，清华人的身影不断穿梭，勇弄潮头，逐

梦远方。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

“清华人”是我们共同的名字

“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是我们清华学子

在南国共同的‘老家’。”丁宝玉激动地说道，“每

次回到校园，都像回到母亲身边一样亲切。”

作为清华企业家协会粤港澳分会主席，丁宝玉

带领协会成员帮助学弟学妹学习创业，为大家分享

创业经验，提供创业资金，并举办一系列特色活动，

致力于助力清华学子的成长，让清华后辈们站在“前

人”的肩膀上，走得更高、更远。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在这个过程中，

丁宝玉见证了越来越多的清华人相互碰撞、相互交

流、相互学习。“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清

华人’。”作为清华大家庭中的一员，丁宝玉期待

越来越多的兄弟姐妹能够“常回家看看”，更期待

着未来能通过更多的“碰撞”，为清华、为深圳的

明天增光添彩，为祖国和社会的建设作出更多贡献。

南国草木葳蕤，天空下着蒙蒙细雨。丁宝玉受

邀来到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参与活动、分享。

分享结束后，丁宝玉路过草坪舞台时，忍不住驻足

观赏。细雨毫没有影响同学们载歌载舞的热情。台

下的丁宝玉，看着雨中的文艺表演，沉浸其中，不

禁思绪万千。

星海横流，岁月成碑。一时间，丁宝玉仿佛回

到了 30 多年前的清华园操场。那群年轻人的吉他

弹唱声，仿佛穿越了时间空间，触及他的心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