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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冠平，1946年生，1970年毕业于
清华大学精密仪器及机械制造系并留校任
教，历任精仪系副主任、科技处处长、校
长助理、校务委员会副主任，以及清华大
学深圳研究院院长、力合创投及近百家高
新技术企业的董事长。他率领清华大学深
圳研究院先后培育了 600多家高新技术企
业，其中他亲自创办的企业超过 100家，
16家企业先后成功上市，连续两年被评
为“中国投资界十大风云人物”。科技成
果获多项国家、省部级奖项。近几年，创
办烯旺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为中
国石墨烯产业的开拓者、推动者和引领者。

40年，成就了深圳这座改革之都；深

圳这片热土，也成就了一大批创新、创业

的先行者。冯冠平，就是这个群体的典型

代表。在庆祝深圳特区建立40周年之际，

深圳市政府隆重表彰了40位“深圳经济特

从清华园到深圳湾 
——访“深圳特区建立40周年创新创业人物和先进模范人物”冯冠平

○解红岩

区建立40周年创新创业人物和先进模范人

物”，冯冠平老师光荣入选。

10月14日上午，我们刚刚聆听了习近

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下午，带

着感动与兴奋，在清华深圳国际研究生院

美丽的校园里，我们采访了从各路媒体

“包围”中脱身的冯冠平老师。

获奖感言

我们的提问无疑是从“获奖感言”开

始的，希望他总结一下自己取得成功有哪

些最重要的因素，而冯老师的回答却另有

思路。他说，我获得表彰并不是仅仅代表

我自己。第一，在深圳40年的发展历程

中，从大亚湾核电站、深圳大学，到各种

创新企业，从十几年前的两三千人到目前

的一万多人，一大批清华人奋力开拓，创

新创业，为特区建设立下汗马功劳，我是

这些清华人的代表；第二，在深圳，很多

内地高校建立了像深圳清华研究院这样的

机构，为深圳的科技发展做出了突出贡

献，我也是这些科技工作者的代表；第

三，当年清华来深圳建立研究院，也有很

多分歧和争论，最后做出了正确的决策，

反映了清华大学领导的前瞻性，我在某种

意义上也代表了清华大学。

建于20世纪90年代的深圳清华研究

院，白手起家，筚路蓝缕，一路走来，给

后人留下许多启示。深圳当时的市长李子

彬是清华大学1964届工化系校友，他首先

提出希望清华在深圳搞个研发机构，帮助

2020年10月14日，校党委书记陈旭（左）

与刚刚获得表彰的两位校友冯冠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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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发展高科技。当时作为主管科研工作

的校长助理，冯冠平非常积极地促成这件

事。要在深圳办研究院，学校里面包括领

导层有很多不同看法。有人认为多年来清

华大学在外地办学，办各种机构，还没有

一个是成功的。深圳距离那么远，能不能

成功，谁都看不很清楚。最后是王大中校

长、贺美英书记力排众议，促成了研究院

的成立。

如今，深圳清华研究院的作用和地位

已无需多言，在20年中已经孵化了3000多

家公司，其中上市公司就有几十家，为深

圳高新技术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2001

年，清华又在深圳创办了研究生院，还

是冯冠平陪同当时的主管领导何建坤副校

长一起选定的现校址。2018年，在推进粤

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时代背景下，又进一步

成为清华大学与深圳市共建的国际研究生

院。在深圳20多年深耕、发展，是清华大

学在探索高等教育改革、服务地方经济

与社会发展方面的一个成功范例。

冯老师还告诉我们，这次又见到了习

近平总书记，五年前总书记曾交给他一个

任务，就是用石墨烯材料开发出军民两用

的产品，现在基本上完成了任务，可以交上

一份满意的答卷了，因此心情也十分激动。

创新家的创新思维

我们的第二个问题是，在当前复杂严

峻的国际形势下，作为创新创业领军人物

您有哪些思考？

冯老师说，要破解这些难题，我们还

是应该强调自力更生、自主创新，把创新

链和产业链结合起来。我们国家不缺一般

性的科学家，缺少的是战略性科学家。当

前形势严峻，对外交流受阻，但这条路不

能断，开放的路子要一直走下去。我们在

培养战略科学家方面是有欠缺的，清华作

为一流大学，要能够培养出一流的大师。

对国际形势的判断，一定要有前瞻

性。冯老师提到清华的小卫星学科，他介

绍当时是由他提出设立的这个研究方向，

得到了学校的大力支持，最后培养并成长

出了数位院士。他认为高校不仅要出学术大

师，还要在科技战略方面出一批大师和人才。

冯老师回忆起10年前，自己卸任研究

院院长职务，《光明日报》刊登了《“知

本家”冯冠平》一文，对他在深圳研究院

15年的贡献做了全面总结，包括：从一座

空楼，到600多家企业入驻接受孵化，发

展速度是社会上同类机构的6倍。研究院

获得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等多项奖励，申

请专利近200项，与200多家企业签订技术

合同300多项，150多项科技成果转化，技

术创新产值100多亿元，20多家企业成功

上市，等等。那么，离任之后下一步做什

么？当时的深圳市委领导也跟他提出了这

个问题，冯老师的回答是：要为国家再引

进孵化出两个能够在世界产业领域最领先

的高科技项目，使它们的总产值超过1000亿

元。这就是后来的石墨烯和超材料。

冯老师有一套选择投资项目的理论，

那就是“大家都看好的项目不投，没有争

议的项目不投”，因为都看好、没争议说

明前瞻性不够。石墨烯和超材料都是在当

时前景不明朗、很多人有质疑的情况下，

他们做出了大胆的判断。

说起这两个项目，冯老师给我们讲的

故事颇为传奇。

超材料的发明人是一位只有26岁的年

轻人叫刘若鹏，他在美国某大学有一个团

队，他们的超材料技术曾登上了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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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封面。2010年决定回国创业时他们找到

了冯冠平，希望他投资支持。冯冠平说，

说实话，这个项目创新的东西太多，我也

看不懂。但我干过多年科技处长，可以想

出办法去搞懂。我就建议他们先做一个产

品出来。一个月之后，他们通知我去看，

我看到的演示效果确实非常神奇，我判断

这项技术用于国防一定会解决大问题。

之后，冯冠平联合徐航校友（1979级计算

机）、投资人厉伟投入了3000万元，并亲

自担任董事长。

机会终于来了！2010年，温家宝总理

来深圳研究院视察，冯冠平特意安排把这

个项目的演示搬到了一楼展示大厅的旁

边，以方便领导人仔细观看。果不其然，

领导人离开不久还在途中时，冯老师就接

到了电话，让刘若鹏尽快去向有关部门汇

报。按常理，一项新技术应用于国防装备

要经过漫长的过程，而这个机会可谓从天

而降。后来，这项技术成功地用于我国最

重要的重大尖端装备领域，在隐身技术方

面反超各军事强国。如今，这家企业已经

申报了数千项技术专利，在世界超材料产

业化竞争中抢占了先机，成为行业引领

者。习总书记到深圳，去看的第一家企业

就是他们。

今年 8 月 1 日建军节之

际，刘若鹏给冯冠平老师写

来一封充满激情的致谢信，

感谢他支持他们“从基础研

究、基础实验室建设开始，

一点一滴地构筑起我国超

材料技术的工业体系和工业

能力，建立起了一支属于共

和国的跨代隐身技术创新队

伍，为国家重点型号装备的

跨代创新、批产交付做出了贡献”。

石墨烯，具有优异的光学、电学、力

学特性，只要添加一点进入其他材料，就

有可能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是足以引起

革命性改变的“超级材料”。从2008年第

一次接触这种材料，冯冠平就看好其良好

的应用前景，因此他陆续投资了相关的创

业企业和团队，随后一批石墨烯企业在江

苏、深圳涌现。如今，这些企业已经成为

中国石墨烯产业的中坚。2010年，石墨烯

材料发明人荣获诺贝尔奖，从而在全世界

受到广泛重视，当前我们国家已经走在了

前列。在全球石墨烯产业综合发展实力排

名中，我国紧随美国、日本，位列前三。

2014年，冯冠平曾在南京专门为习总

书记介绍石墨烯项目，总书记指着演示的

样品说：“你能不能用它开发出军民两用

的产品？”冯冠平回答道：“行！”就这

样，总书记的嘱托最后改变了冯冠平的生

活。他本来计划70岁以后“退出江湖”，

去过好退休生活，既然说了就不能不干，

行胜于言，这是清华人的传统。

冯冠平当时说“行”，实际上心里也

没底，因为石墨烯的应用是一个世界难

题。2015年，冯冠平在深圳创办了烯旺新

2020 年 10 月 14 日，出席纪念深圳特区建立 40 周年

深圳清华校友座谈会的部分校友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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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科技有限公司，70岁时开始了他的

“第101次创业”。这次创业让他领教了

石墨烯材料“远红外波”的巨大威力，他

带领团队率先申请了国际发明专利、石墨

烯行业核心技术——纯石墨烯发热膜，以

此项专利技术为核心，他们专注于石墨烯

发热技术的应用研发和生产，如今他们的

产业涉及养护护具、服饰家纺、美容、能

量房等消费品领域，医疗器械产品等医疗

领域，以及石墨烯涂料、供暖等工业应用

领域。是全球首家实现石墨烯从上游技术

研发、原材料生产到下游产品研发应用、

行业合作、品牌运营、渠道销售等全石墨

烯产业生态链的高科技企业。

冯冠平老师说起前不久发生的一件

事，引起我们极大兴趣。他的一位清华老

同学因腰椎病发作，卧床已经有两个月

了，冯老师去家中探望，并带去了自己新

研制的石墨烯热灸仪。经过十几天的灸

治，加上其他措施配合施治，病人的经络慢

慢畅通，几天后就可以坐立，十几天后就可

以自主行走了。中医学与新材料结合就是这

么神奇！冯冠平相信，在医疗领域还会有更

多的奇迹出现，目前的应用只是冰山一角。

创新教育与猎枪

明年，清华大学将迎来110周年校

庆，我们请冯冠平老师谈谈学校在创新教

育方面需要如何改进。冯老师说，清华对

这个方面还是非常重视的，今年开始在招

生时实行书院制，就是创新教育的有力举

措。文理渗透，专业互补，学科交叉，会

促进创新性人才的培养。

冯老师提到蒋南翔校长时期提出的

“干粮与猎枪”，他认为自己在清华的

学习虽然受到“文革”的严重影响，但这

让他们这代人在政治上更加成熟。在精仪

系的学习中，半工半读的环节比较多，他

的动手能力因此得到较好的培养；大学毕

业后被分到车工班，当过车工班班长，他

车、钳、刨、磨样样精通，对后来的发明

工作帮助极大。他先后获得过五项科技发

明奖，这在清华也是不多见的。他感谢清

华给了自己一杆“猎枪”。

大家都知道，在武汉抗疫期间，医护

人员的护目镜时间稍长就会起雾看不清，

给他们的工作带来很大困扰。冯冠平老师

知道后，他判断这个问题使用石墨烯材料

应该好解决，便报告学校科研院请战，学

校安排他跟清华长庚医院合作。一个礼拜

后，就成功地做出了防起雾的护目镜，之

后批量生产了数千只支援抗疫前线。这个

难题解决后，他们收到了很多医护人员的

感谢信。

同样，他们的石墨烯产品也将会应用

在2022北京冬奥会运动员的护目镜。目

前，他们已经收到冬奥组委的订单。

作为业界公认的中国石墨烯产业奠基

人，冯老师非常自豪地告诉我们，中国在

石墨烯技术方面是领先的，这是一个难得

的机遇。前不久，中央电视台摄制组在深

研院的实验室工作了半个月，将用电视展

示石墨烯是怎么长出来的，是一种怎样神

奇的高科技材料。届时，会有更多的人认

识这个将改变我们生活的“新朋友”。

从清华园到深圳湾，冯冠平一路走

来，中流击水，涉险闯关，他的脚步踏实

而稳健。身兼学者与技术专家、实业家、

投资人三重身份，他始终不忘自己的初

心，锁定目标去干好的就是一件事——推

动科技成果的转化，从而实现知识分子科

技产业报国的伟大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