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4

专题

孟彤   本刊记者  黄婧

2023 年秋天，因为一场华为新产品发布会，“遥

遥领先”再度成为了近期热门的流行词汇。“遥遥

领先”的刷屏，背后是大家为华为打的这场自主研

发芯片攻坚战的喝彩。

在中国智造突出重围的这些年里，在爬坡过坎、

滚石上山，“卡脖子”难题被逐个攻破的背后，每

名中国科研人员都有属于自己的难忘经历。

对于清华大学材料系校友、华为制造部高级专

家马洪涛来说，毕业以来选择在东莞扎根，20 多年

的时间跨度，是大湾区的筑梦之旅，也是一场精益

求精开发新材料，持之以恒钻研新技术的探索之旅。

 初识东莞：一片创新沃土

马洪涛 1999 年博士毕业于清华大学材料系。他

与第一份工作、东莞新科技术开发有限公司的结缘，

起于在清华做博士后研究期间的一次交流活动。新

科实力雄厚，尤其在硬盘磁头领域是行业龙头，“世

界上每3个硬盘中，就有一个硬盘的磁头产自新科”。

当时新科的材料科学实验室拥有性能先进的各种表

马洪涛：既是工匠，也是科学家

面分析设备、门类齐全的常规理化分析仪器以及性

能独特的环境可靠性试验设备。

立足“创新研发”这一关键词规划职业生涯的

马洪涛，看中了新科专业的工艺能力和分析能力。

2001 年他从清华摩擦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博士后出站

后，首先选择南下，加盟新科磁电厂。

同样是 2001 年，中国迎来重要历史时刻——加

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对外开放的大门敞开，

以新科为代表的一批外资公司快速成长，很多对外

开放的窗口城市自身也得到了迅速发展。东莞，从

改革开放前的农业县走向现代制造业蓬勃发展的新

城市，以 IT 产业为代表的现代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

业迅猛发展，成为祖国南端的一处创新高地。

在这样的背景下，瞄准硬盘磁头更结实、更可

靠的工艺目标，马洪涛开始了对纳米镀膜与微纳米

精密刻蚀技术的细作精耕。在磁头与磁盘的信息读、

曾经一起在新科工作的博士们，右二为马洪涛，左二为新科原副

总裁、清华校友丁菊仁博士

马洪涛

清华大学材料系（金属材料教研组）1999 届博士校友，

1999-2001 年在清华大学摩擦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从事博士

后研究，现为华为制造部工艺可靠性首席专家，华为制

造部可靠性及材料应用实验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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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过程中，二者的距离仅有 10 纳米，

这个难度有多大？“类似于使波音 737

飞机在 1.5m 的高度飞行。” 

转速可达每分钟 1 万转的磁头极易

接触并损伤盘片，从而导致信息丢失。

硬盘磁头镀膜技术便是为保护磁头和

磁盘、最大程度防止磨损而生的。镀

膜越纤薄、越结实、越耐磨，也就越

可靠。设备的稳定性和可靠性需要精

密刻蚀技术和好的镀膜能力做支撑。在新科工作期

间，马洪涛将这一镀膜的尺度缩小到了 2 个纳米以

下，这在当时是行业内的领先水平，马洪涛也因此

多次带团队获得新科的总裁奖励。

由于他出色的科研水平，在新科工作期间，马

洪涛受聘担任清华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研究

院、华中科技大学和华南理工大学的联合培养硕士

导师。随着马洪涛等一批清华人的加入，新科与清

华的合作也越来越多维度，一方面输送新科的优秀

业务骨干到清华大学修读工程硕士，一方面接收在

校学生到企业实习锻炼，让他们能深入了解产业、

参与解决产业实际问题。不少学生在实习期间被广

东的工作环境和科研氛围所吸引，毕业后和马洪涛

一样留在了大湾区这方沃土。

职业转折：到民族产业中去

从 2001-2016 年，马洪涛在新科工作了 15 年。

依托东莞优越的创新研发条件，他抓住了大展身手

的机遇，也积累了扎实的纳米技术能力。这是属于

一位科研工作者的自豪，用专业水平和实力说话，

“是我们搞材料的人非常看重的事”。

此时，东莞松山湖已与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签订投资协议，设立华为终端总部，华为的生产和

研发力量开始向东莞聚集。正值华为在全球招募人

才，大力开拓精密制造领域之际，公司向马洪涛抛

来了橄榄枝。

马洪涛没有犹豫，一个人价值的最大实现，归

根结底要落在为国家、为民族服务上。心中答案坚

定，是时候了。2016 年，马洪涛在华为开启了职业

生涯的新航程，担任华为制造部工艺可靠性首席专

家、制造部可靠性及材料应用实验室主任。是珠联

璧合，也是双向奔赴，此后的时间里，马洪涛和华

为互相见证着彼此的发展。

2018 年，美国政府宣布对华为实施制裁，禁止

美国公司向华为提供关键的电子元器件和技术。“就

是不屈服”是华为亮明的态度，外部的打压反而推

动华为加快了赶超全球高科技工业水平的步伐。马

洪涛欣赏华为“不屈服”的精气神，这与清华园为

他绘就的“自强不息”的人生底色一脉相承。这份

同频不仅是吸引马洪涛加入华为的原因，也将带领

无数和他有一样精神底色的人，与华为这样的民族

企业一道走得更远。未来，不管外部条件如何变化，

心中有坚守的人总能做到“我自岿然不动”。

工匠科学家：“千万锤成一器”的卓越追求

在华为，“专家”这一身份被赋予引领和塑造

团队、发掘和培养人才的重要职责。马洪涛为华为

带来的，首先是一流的表面纳米分析能力。当时，

华为制造部在这方面的工作刚刚起步，马洪涛成立

失效分析团队，并从零开始建设了一个行业领先的

东莞校友会篮球队与广州校友会篮球队的联欢，6 号球衣者为马洪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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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效分析实验室，他积极引入设备、培养人才，让

华为研发如虎添翼。

制造部是所有产品的“最初一公里”。在这里

工作的马洪涛，头衔中有一个共同的关键词是“可

靠性”——制造部工艺可靠性首席专家、制造部可

靠性及材料应用实验室主任。在制造业，“可靠”

不仅是一个要求，大概也能算是一种褒奖。马洪涛

有多可靠？他被评为华为“工匠科学家”。

在普通人的概念中，“工匠”是对工人队伍中

佼佼者的赞誉，似乎不该被用来形容从事创新的科

学家。但是在马洪涛的身上，两个特点和谐地融合

在了一起。

“工匠”指工艺技术最强——“我此前在镀膜

领域，已经将薄膜做到世界最好”，“科学家”则

强调抓住本质的理论功底。此二者的结合，意味着

理论必须扎根现场解决实际问题，专家必须“两脚

沾泥”做到精益求精。工匠科学家既有“择一事终

一生”的执着专注，有“偏毫厘不敢安”的一丝不苟，

更有“千万锤成一器”的卓越追求。马洪涛从事着

至精微的高新科技行业，却喜欢用“每个人都磨好

自己的豆腐”的朴素责任心来要求自己，这大概正

是他能够取得技术突破的奥义所在。

在马洪涛的可靠性及材料应用实验室，团队每

年分析的样品涵盖华为众多产品线。他们必须要及

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不断精雕细琢，最终都是

为了国产器件足够可靠，足够有竞争力，真正实现

“高质量”。

因为马洪涛的杰出贡献，在华为的 7 年，他带

领团队多次获得制造部的总裁团队奖、优秀团队奖

和华为公司的金牌团队奖。

先行者：润物无声的托举

除了担任科研领军人，马洪涛还领导着另一支

队伍——华为制造部精密制造部门篮球队。从学生

时代起，马洪涛就是篮球爱好者。在校园时，他是

清华博士后第一支篮球队的队长。这份热爱延续至

今，现在，他既是精密制造部的队员，更身兼着教

练的身份，每周都组织篮球活动。从实验室到赛场，

他始终是那个领头的人。

类似地，他把这份热情和引领带到了更多环境

中。马洪涛不仅是清华东莞校友篮球队的第一任队

长，也是东莞清华校友会的常务副会长。如今粤港

澳大湾区是充满活力的世界级城市群、国际科技创

新中心之一，他乐于看到更多来自清华的年轻科研

人员投身东莞这片创新沃土，更乐于帮助他们明晰

航向、奋力奔跑。在东莞，清华校友已经超过 500 人，

在华为制造部就有 20 人，很多人都得到过马洪涛

热情的接待和无私的帮助。

不断创新，引领行业前进的步伐，或许是很多

人对于领军人物能够想到的描述。但身为领军人的

另一大特征，是他们总能承担起传承的责任，给年

轻人历练的机会、成长的舞台，以期培养出更多优

秀人才，为民族复兴持续不断地输送力量。先行者

的润物无声，托举和激励着后来者的成长。

过去的 20 多年间，马洪涛务实地扎根产业，

专注地追求极致，也坦率地接受失败。在他看来，

实验走入绝境之时，也正是重新寻觅方向之日。科

研如此，人生亦然。任何成就都不会是一个终点，

最伟大的成就，是在这条路上一直不曾停下迈进的

脚步。对笃行者而言，脚步永远比路更长。

马洪涛参加东莞校友会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