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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流变，犹记青春读书处

1999年，在世纪交接的一年，孙滔进

入清华大学自动化系，开始了本科阶段的

大学生活。一如九年后，他来到工作岗

位，站在4G画出的新标准的界碑前，开

始学习刚刚完成的4G通信标准。

在严谨而充实的本专业课程学习之

外，孙滔还出于兴趣选修了电子系和计算

机系的课程。学习之外，孙滔也参加了种

类丰富的体育课，“基本上各种各样的球

类都选过”。这使得孙滔在本科和后来的

研究生阶段都能打下较好的身体基础。有

了“体校”的这段经历作为铺垫，尽管孙

滔工作后时间安排紧张，探讨国际标准自

然不可避免地面临繁重的出差任务，“但

身体一直还能扛得住”。

比赛和实习，往往占据了大学记忆的

一隅。当时的校园活动和比赛颇多，参加

电子设计大赛时，孙滔等四个同学组成了

一个团队，参赛项目是遥控小车地图踩

点。车上有一个通信的模块，4平米见方

的沙盘顶端有一个摄像头，实时采集小车

的轨迹。团队自己设计了小车的通信电路

板。“我记得当时冬天下着大雪，其他同

学已经放寒假回家了，大清早我们几个人

骑自行车去中关村中发大厦购买通讯元器

件。晚上我们在主楼的楼道间的试验场进

行连续的熬夜调试。”最后的结果也是值

得的，孙滔团队获得了一等奖。

比赛后的颁奖环节，团队进行演示并

对设计方案进行介绍，孙滔对当时的插曲

印象深刻。“我们很兴奋地描述了团队的

设计如何巧妙，软硬件结合得多么自然，

还有诸多原创的算法。但我们口若悬河后

的演示环节，那个小车却停在了半程，小

伙伴们颇显尴尬。后来发现是通信芯片故

障了。”当时系主任王桂增教授点评小车

的控制当然很重要，但是故障的诊断、鲁

棒性的控制也同等重要。“我们做任何事

情的时候，都要踏实严谨，把各种情况考

虑周全。我现在从事技术研发工作，始终

铭记着这一点。”

大三的生产实习中，孙滔在BBS上看

到高年级学长分享的实习信息，来到了

Cirrus Logic深圳公司。该公司主要进行音

视频芯片的研发，因为在当时，国内还没

有个人视频的录像系统（即PVR）。在人

人拥有手机和电脑的当代，录音录像已经

不再是困扰，但在千禧年的初期，这的确

孙滔：奋斗引领 5G 新时代
○赵晨斐（2019 级硕，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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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引发关注的难题和热点，国内和东

南亚周边的地区都期待着设备的问世。孙

滔和邻班的伙伴以及两位电子系的同学，

花费了五周的时间，完成了设备的开发板

程序设计。当时孙滔和伙伴们并没有多少

可供参考的资料，周末也会跑去公司加

班，去附近的图书馆找资料，抱着一尺厚

的芯片手册查阅调试。“我们给公司负责

人演示用DVD实时录制并回放视频，他

很激动，说新加坡的客户一直在等着要，

夸赞清华学生的动手能力强。”

2003年，孙滔的毕设工作恰逢“非

典”，当时学生被封闭在学校，日常基

本上在宿舍，由于大力提倡非密集的户外

活动，所以室外和实验室成为了大家的出

没处。孙滔选择了“复杂系统的仿真”作

为课题，利用十几台电脑完成并行仿真计

算。距离毕业只有一个月的时候，程序还

未完成，孙滔晚上着急得睡不着觉，全力

奋战毕设工作，这也是他大学生活中很少

经历到的，“感觉头发都在掉，那个着急

啊！”尽管过程艰辛，但最终他让实验室

的十几台计算机成功连在一起做起了并行

计算，获得了老师的高分和认可，毕设为

孙滔的本科生活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大学四年，孙滔走过了一段踏实的道

路，这似乎是一个典型工科生的典型回

忆，但不一样的是，每一步都坚实有力，

掷地有声，奋斗的青年沿着一条清晰的道

路一路向前，校园带给他的体系化的学术

基础、动手实践能力、创新意识和沉稳朴

实的作风，成为不易消退的底色。

技术报国，时代浪潮下的奋斗者

2003年，孙滔进入清华大学自动化系

智能与网络化系统研究中心（CFINS）攻

读博士学位，师从陆宝森教授和赵千川教

授。陆教授对学生要求严格，治学严谨。

就读期间，较高的国际化程度让孙滔印象

深刻。

直博第一年，孙滔就投中了一篇国际

会议，得以出国参会。导师们对学生的英

文培养较为重视，日常基本上都是用英文

完成写作与交流。“后来我去做5G的国

际标准，和国外参会代表讨论技术问题。

会遇到各个国家的人用不同的英文口音交

流。研究所的历练对之后的工作帮助也

很大。”

2008年毕业后，孙滔来到中

国移动研究院的网络与IT技术研

究所。他发现，学校的很多东西

都很难直接用在工作中，这个时

候自动化系相对广的基础课程

就体现了优势：本科大三学习的

“计算机网络基础”成为最先被用

到的知识。孙滔来到了一个略显

陌生的新起点，从4G的系统性学

习开始，到十年后领衔5G标准的

制定，他重新踏上了新的赛道。

4G到5G，并不仅仅是速度和2002 年暑假，孙滔（左 2）在深圳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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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容量的提升，也是万物互联的开端。

而孙滔面临的5G标准的制定，需要综合

各种复杂的场景，不论是日常的网络通

信，还是生产系统的机械控制，还是各种

传感器，都需要纳入考虑的范畴。5G一

方面要满足各种技术需求，同时也要发挥

技术引领作用，为各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提

供支撑。孙滔深耕国际标准化工作，十年

磨一剑，他担任5G系统架构标准的报告

人。这是首次由中国人牵头设计新一代移

动通信系统的网络架构。需要在一年半的

时间，完成5G标准的第一版，这不得不

说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我们当时一年有八次的国际标准会

议。前后两周的时间都会在出差的路上，

经常辗转于欧洲、美国、亚洲参会。八次

会议之间几乎每周都会有电话会议和其他

技术交流。”为了能够形成标准共识，

电话会需要考虑全球各时区的参会人员。

有时一周的五天中，每晚都有电话会，甚

至一天晚上可能还有两个电话会。所以即

使下班之后回到家中，孙滔也被会议包围

着。八点到家，晚上十点钟孙滔又要开始

参会。这是一场对个人毅力和身心素质的

拉锯战。孙滔在这个过程中也牺牲了诸多

陪伴家人的时间，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标

准的早日问世中。

5G标准的制定，不仅仅是技术层面

的比拼，也是一场地区利益的博弈。当技

术写入国际标准中，也就意味着全球的公

司都将去实现标准的内容，并为制定者带

来专利权益和产业界的话语权。所以孙滔

和团队制定的5G标准，面临着不同地区

不同公司的激烈竞争，参与方皆是希望占据

未来的高点，而胜出者，必然也是对企业

或国家及地区通信发展的实力的直接体现。

每当提出一个技术方案，在与其他各

方达成共识的过程中，孙滔和团队面临

的，不仅仅是承担论证技术可行性的责

任，还需要进行合纵连横的策略战。中国

移动作为全球最大的运营商，孙滔主动组

织全球二十多家主流运营商参与者每周进

行技术磋商。先在运营商中达成一致，进

而获得设备商、终端和芯片厂商等产业界

合作伙伴的认可。孙滔带领团队经过近一

年的探讨、分析、辩论，他们提出的方案

从被反对、质疑，到逐渐获得认可，并最

终赢得压倒性的胜利：被移动通信国际标

准化组织3GPP确定为5G核心网的唯一基

础架构。

风云频起，深耕者不改初心

2019年9月25日，孙滔接过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70周年“最美奋斗者”的奖

牌，在他的眼中，“获评者都是在各个领

域比较有代表性的，我之所以获评，主要

是适逢5G技术发展的浪潮。有幸能为我

国的5G工作贡献青春和智慧”。

“我有这样一种感受，在以前制定标

准的会议上，中国人说话比较少，大家可

能更多时间在倾听。而现在，大家会积极

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提出一些技术方案的

建议。中国声音在国际移动通信的技术

领域内已然增强。我所从事的通信行业如

此，我相信其他科技行业也类似。我们这

代人这十年见证了这个伟大的时代。”

回望移动通信产业的十余年，孙滔见

证了颠覆性的变革与发展。“城头变换大王

旗”，产业巨头分分合合，风云变幻从未终

止。而近些年来华为、中兴、中信科等中国

设备制造企业以及诸多手机厂商在国际舞

台都逐渐展现自己的影响力。地区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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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有个“特权”，那就是可以自由选择大

学专业。大多数学员选择留在北大物理

系，在追逐诺贝尔物理学奖的道路上一步

步探寻。但庄莉是个例外，受工科出身的

父亲的言传身教，她从小就希望能学个实

用型的专业，而清华则是最好的选择。起

初，喜爱画画的她想学建筑，但是建筑系

没有从集训班招生的先例。最终，数学成

绩同样出色的她选择了计算机专业。

力持续增强，拥有强大的产业后盾，让国

际标准会议上的中国代表说话更有底气，

这对技术方向引领的影响是个正反馈。

“5G的先发优势现在是存在的，但

后面的发展还很难说。美国等国家依然在

奋起直追，一时的引领并不能保证长久的

优势。”孙滔和团队已经开启了后5G和

6G的一些研究工作，准备在新的出发点

继续前行。“持之以恒地默默深耕于一个

领域数十年，这是很多前辈奋斗者们的写

照，是我们的榜样。”

“我是幸运的，我的职业发展与国家

的需求结合在一起。”这也正是诸多清华

人的信念与追求。个人命运与国家发展紧

密相连，他们用脚踏实地的干劲来抒写对

国家赤诚的爱。

时代改变了像孙滔一样的奋斗者，而

他们也变革了时代。熠熠星光不仅闪烁在

他所仰望的星空，也被奋斗者摘下，落地

于产业的前路上。

（转自微信公号“清华研读间”，2020年

7月13日）

从北大物理奥赛集训班学员到清华计

算机系学霸，从网易有道创立者之一到就

职于微软、雅虎北研、猎豹移动、蔚来汽

车，再到创办镁佳科技，这位有着传奇经

历的姑娘曾在大学四年与同级同系男友、

后来成为她先生的周枫一起包揽了所有考

试的前两名，2002年二人携手赴美国加州

大学伯克利分校攻读博士学位。

她，就是庄莉。

在一个热意浓浓的下午，庄莉接受了

校友总会的采访。她讲述了二十多年来求

学、工作及创业的经历，其中多次提到的

“清华集体精神”和“在时代浪潮中做共

赢的事”的理念，令人深感敬佩。

清华集体精神的培育

庄莉从小就是“别人家的孩子”。高

三那年，她因获得全国物理竞赛一等奖而

被选入北大物理奥赛集训班。集训班的学

庄莉：在时代浪潮中做共赢的事
○杨  帆（2010 级博，航院）

学生时代的庄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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