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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我最骄傲的是，这些年我一直在

真正踏实地做学问。”

海外校友的清华情怀

尽管已经在加拿大定居多年，毕晓涛

却仍然心系母校。他一直对自己未能取得

清华的博士学位而感到遗憾。为了弥补这

个缺憾，他和清华化工系的教师联合指导

研究生，在项目上进行合作，还经常利用

学术休假时间回到母校讲课，和同行一起

讨论国际前沿问题。“我虽然在加拿大生

活、工作，但是清华始终是我的母校，我

永远关注她、祝福她。”

谈到对母系的期望，毕晓涛认为世界

一流大学的化工系，必须要有国际化的眼

光，要真正地走到世界的舞台上去，扮演

一个领军者的角色。他建议要加强国际合

作和参与世界范围内的人才竞争，进一步

加大力度在国际上创造声誉品牌，让世界

认可。

对于在校学生，毕晓涛认为他们都非

常优秀，有很好的成才潜质。尽管时代不

同，但是到清华读书的机会仍然是来之不

易的，因此希望他们要充分利用这个机会，

踏踏实实地把基础打好，发挥出百分之百

的潜力，将来在各自的领域能对社会产生

一定的影响，贡献清华人应尽的力量。

2016 年 10 月 8 日

记者：“李总，您有梦想吗？”

李汉光：“我没有梦想，我也不做一

夜暴富的梦，我的工作就是解决实际问

题！”

面对这位创业12年、以核心技术支撑

企业不断创新发展的领头人，这样的回答

让我感到吃惊。创业如果没有梦想的支

撑，在他看来重要的是什么呢？

选　择

1989年，即将毕业于清华大学水利系

水利机械专业的李汉光面临着人生的重大

选择，一是去水利部三峡办公室，二是去

南水北调办公室，三是留校。在1989年那

年的年份，不是特别优秀，不会有现在看

起来都十分诱人的三个选择。然而出人意

料的是，李汉光选择回到家乡大连，那里

是国家重工业基地，他所学的专业恰好也

是企业所需要的。

第一家单位是大连的一家生产泵的国

创新源于实干
——访大连鸿泽泵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汉光

○冯伟萍

李汉光校友在工厂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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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进厂后才发现，企业技术老化，与国

际水平差距很大，那时候又面临国家重大

产业调整，很多工人都下岗，企业也岌岌

可危，处在倒闭的边缘。后来李汉光加入

了一家与瑞士的合资厂，90年代中期，机

械制造行业在欧美已经是夕阳产业，即使

是机械制造强国德国也面临很多问题。比

如，研发人员岁数太大，年轻人都愿意从

事新兴的互联网领域相关工作，技术人员

断档严重。作为与中方合资的瑞士方，核

心技术严格保密，不允许中方改造他们的

产品。为了追求市场份额，他们拒绝研发

高端产品，加之中外文化差异等原因，年

轻人看不到企业发展的前景。此时经过多

年研发和实践的李汉光已经基本上掌握了

水泵研发的核心技术，看到国内大部分高

端水泵需要从国外进口，国内又没有自己

的水泵核心研发团队和技术。经过一番深

思熟虑，李汉光打算自己创办公司，解决

目前企业无法解决的一系列问题。  

创　业

2004年，李汉光放弃一年几十万元的

高薪，离开合资厂，凭借多年的技术积累

和人脉与同伴们一起创办了大连鸿泽泵业

有限公司，初期注册资金50万元。他们把

企业定位为研发生产技术难度大、质量要

求高、市场需求量大的产品。因产品面向

高端，又有核心技术，竞争者寥寥。

他们首先瞄准的客户是煤矿企业，之

所以首选煤矿，是因为当时煤矿形势比较

好，水泵需求量大，能够形成一定的规

模。另外当时的煤矿企业井下作业时使用

的水泵不仅功率低，而且十分耗电，很多

水泵也不过关，可靠性低。李汉光敏锐地

感觉到他们需要研发的产品必须质量高，

性能好，不仅高效节能而且还要可靠性

高。经过努力，第一批产品得到了企业的

认可。虽然他们的产品价格要比原来水泵

的价格高出好几万元，但高质量的产品性

能为企业提高了效率，节约了能效。一些

使用他们产品的煤炭企业每年光节约的电

费都有好几百万元。

李汉光把80%的精力放在研发上，基

本上发明一项新产品就申请一项专利。他

们有别于其他水泵企业的特点就是，能够

与企业一起联合研发，量身定做出他们需

要的新产品。

随着技术的不断加深和扩展，他们的

水泵产品不仅广泛应用于煤矿，而且还应

用在核电站、国防等领域。公司从2009年

开始服务于中核和广核。日本福岛核电站

泄露事件发生后，国家要求核安全局研发

特种泵，这种泵要具备可移动、不用电、

体积小、好运输、功率大等特点。经过他

们研发团队的持续攻关，针对该领域的产

品终于研发成功了，使用效果得到了有效

的验证，产品也得到了国家有关部门的认

可和赞许。

2010年国际上海洋工程遇到一个重大

的工程应用难题，国外一所著名大学承担

了该难题的科研攻关，他们依托李汉光带

领的研发团队最终成功研发出该项目的系

统。因该项目在国际上拿到5项科技应用

大奖，该项目负责人被汤姆森路透社评选

为工程领域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260人之

一。

在不断创新研发的同时，李汉光还尝

试把其他行业的技术引进进来。比如美国

的轿车从发动机到车轮的传动，依靠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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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叫液力变距器。如果把这种设备运用

到水泵的传动系统中，通过泵—水轮机转

动，使扭矩增大，可提高水泵的功效。而

这种跨行业的传动技术用在他们一个产品

领域特别适合。李汉光带领团队在现有设

备技术上进行了革新和组合，研制出新的

产品。跨行业的技术应用不仅为企业赢得

了效益，也提高了自身的研发能力。

作为一家民营企业，白手起家，没有

社会的助力，也有步履维艰的时候。三角

债是严重困扰企业多年的问题，钱要不回

来，对企业发展、研发创新、员工稳定都

有很大的影响。从企业自身来说，一方面

是各项费用都在上涨，尤其是人员工资；

另一方面产品的利润却在不断降低，这为

企业后续发展带来了很大的难题，随着企

业越做越大，风险也越来越大。曾经有风

险投资愿意为他们注资，并承诺能在短时

间内赚得企业几年的利润，条件是参与企

业的经营和研发。李汉光拒绝了。在李汉

光看来，通过资本赚钱是特别容易，但偏

离了企业发展的本质。企业就得实实在在

地服务于市场，为满足客户需求提供质量

好的产品，进而通过他们给社会创造更多

的效益。所以做企业不仅要经受住资本的

诱惑，更要有一颗社会责任心。

感　怀

毕业二十多年来，李汉光一直都在跟

自己的专业打交道。清华学到的专业知识

在他从事的领域都发挥着作用，电子、控

制、机械、流体、材料，等等。在多年

的实践中，跨学科知识的不断学习和积累

使他受益匪浅。他认定自己吃的就是技术

这碗饭，所以他的大部分时间都放在研发

上。清华人的作风“求实、创新、实干”

在他身上得到最好的检验。

谈起在校期间的学习生活，这位离开

学校27年的学长还是那么记忆犹新。80年

代，清华曾经有一份红极一时的杂志叫

《拾英》，李汉光就是它的主编。如今回

忆起和同学们一起编辑《拾英》过程中的

种种，李汉光眼中还透着骄傲和幸福的光

芒。他充满感情地说，特别怀念创办《拾

英》杂志的那段时光，正是这个平台锻炼

了他做事的能力，与人沟通、协作的能

力，尤其是心胸和气度，这也许为他后面

的创业埋下了深深的伏笔。

对于在校同学的期望，李汉光认为清

华学生智力和学识都没问题，最重要的是

对情商的培养。一个人不仅要会一门技

术，还要会一门艺术。只有沉浸在艺术

里，才能使自己的思维多元化，使得生活

丰富多彩。步入社会后，清华这个招牌就

是一把双刃剑，干得好大家认为是应该

的，干得不好就会影响学校的声誉。怎样

在不同人群里发挥自己的优势，既不锋芒

毕露，过于自满；也不能碌碌无为，无所

事事。这就需要清华的学生有扎扎实实做

事的能力和实力，还应该具备宽广的视野

和胸怀。清华的学生不能仅仅“行胜于

言”，更应该“行而善于言”。

 对于成功，李汉光没有社会上那套

世俗的理解和评价，他认为做自己想做的

事情就是成功。他庆幸当初的选择，他认

为在中国如果有一两家民营企业在某个领

域做好了，就能带动整个行业的进步和发

展，这一点不仅对企业重要，对国家更重

要。也许李汉光的创业梦就是他对国家和

社会的这份责任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