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固高科技董事长李泽湘：

产学研深度融合 批量孵化独角兽

本报记者 张兴旺

创业23年，61岁的李泽湘即将收获他创业路上的第一个IPO。 1999年，李泽湘与两位同仁创办固高科技，目前公司已成为中国市场份额最大的高速度高精度运动控制器供应商，正在冲刺创业板上市。 日前，固高科技董事长李泽湘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独家专访时表示，他希望固高科技趟出一条路来，将实验室的科研成果市场化，将

产学研深度融合发展。

李泽湘是大疆联合创始人。 除了大疆，李泽湘还孵化了李群自动化、云鲸智能、海柔创新、正浩创新等一批独角兽公司。 李泽湘希望把人才培养与产业发展很好地结合在一起。 他喜欢徒步，在创业路上，他是独角兽“领跑者” ，带出大疆和一个又一个独角兽企业。

IPO过会

1999年，香港科技大学教授李泽湘携手教授高秉强、吴宏在深圳创办固高科技，日前固高科技IPO过会，跨过创业板上市的关键一步。 三位创始人均是机器人、微电子和运动控制领域的国际知名学者。

固高科技二十余年来坚持专注于运动控制核心技术的研发，为装备制造业输出先进制造技术，协助装备制造企业造出“好机器” 。 固高科技助力装备制造商在半导体装备、工业机器人、高档数控机床、激光精密切割、3C自动化与检测装备等领域突破进口壁垒。

从规模来看，固高科技是一家“小而美”的公司，公司有380多名员工，研发人员占比为40%。 2019年至2021年，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2.48亿元、2.83亿元、3.38亿元；归母净利润分别为0.50亿元、0.28亿元、0.65亿元。

李泽湘坦言：“固高科技销售规模不大，利润看上去也不多。 不过，我认为，销售额和利润固然是一家公司的价值，但一家企业对中国制造业、装备产业的贡献，也是一家公司的价值。 这些年，固高科技和客户一起去啃硬骨头，拓展一条条赛道，把规模做大，公司主营业务毛利率在50%以上。 ”

慢工出细活。 虽然固高科技这些年坚持做“一块钱的生意” ，但在细分领域深耕二十余年后，公司已成为中国市场份额最大的高速度高精度运动控制器供应商，已经为2000多家装备制造商累计部署超过50万套先进运动控制系统。

作为香港科技大学教授创办的第一家走向上市的企业，李泽湘希望固高科技成为产学研模式的一个标杆。 “趟出一条路来，把实验室的科研成果市场化，这是固高科技的一个使命。 ”李泽湘说。

已孵化60多家硬科技企业

李泽湘是一位有着家国情怀的创业者。 1961年，李泽湘出生于湖南的一个教师家庭，在农村长大，1978年参加高考，考入了中南矿冶学院（现中南大学）。 李泽湘1979年被公派赴美留学，在卡内基梅隆大学拿到电机工程与经济学双学士学位后，他又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拿到硕士、博士学位。 此后，李泽湘在麻省理工学院任研

究员、在纽约大学任助理教授。

李泽湘曾表示，没想过留在国外发展。 1992年，李泽湘加入香港科技大学，担任电子工程系教授、自动化技术中心主任。 在香港科技大学，李泽湘创办了以“国际化、研究型、产学研”为定位的“3126实验室” ，这间不到100平方米的小房间，走出了汪滔、石金博、陶师正等学生，他们分别创办了大疆、李群自动化、逸动科技等公司。

李泽湘是大疆联合创始人，指导汪滔创立了大疆。 李泽湘曾担任大疆董事长一职，外界称他是大疆“教父” 。 对于这一称号，李泽湘对记者直言：“实际上，我一直就是一位老师。 固高科技现在的总部叫深港产学研基地，我们几十年一直做的就是一件事：把产学研深度融合发展。 我们希望把人才培养与产业发展很好地结合在一起。 在

这过程中，这些年轻的学生、老师能够利用这个平台一步一步走出去。 ”

目前，大疆已成为估值超过1600亿元的独角兽，占据全球80%以上消费级无人机市场份额。 今年，这家世界领先的无人机企业搬进了位于深圳留仙洞总部基地的总部大楼，开启了新的发展阶段。 在李泽湘看来，汪滔和大疆都是一座“桥梁” ，让粤港澳大湾区的年轻创业者认识到，敢于自我挑战、不惧失败、快速迭代，也能创造影响和改

变世界的品牌。

在创业路上，李泽湘是领跑者，批量孵化独角兽。 2014年，李泽湘在东莞创办了松山湖机器人基地，至今已孵化60多家硬科技企业，企业存活率高达80%，15%为独角兽或准独角兽企业，包括云鲸智能、海柔创新、卧安科技、正浩创新、希迪智驾等企业。

对于孵化的企业是否像固高科技一样，走向IPO，李泽湘表示，这些公司的创始人、工程师团队非常年轻，他们掌握了打造有竞争力产品的能力。 有些公司已在全球市场成为领先者，可能较快上市，有些公司还要埋头深耕。 他们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有很多领域可以去开拓。

培养一批创业者

2021年，李泽湘发起创办深圳科创学院，助力粤港澳大湾区打造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李泽湘表示，创办深圳科创学院，目标是培养一批产品经理、创业者出来。

据李泽湘介绍，深圳科创学院落户深圳南山创智云城，依托留仙洞总部基地“半小时创新圈”关键要素，通过构建“端到端”科创生态体系，培育科技创新企业、打造中国新制造品牌。

更为重要的是，李泽湘想通过创办深圳科创学院带动一些合作高校，推广产学研模式，推动“新工科”教育。 他已经与深圳职业技术学院、重庆大学、常州大学、宁波工程学院、广东工业大学、湖南大学等高校合作。

据李泽湘介绍，深圳科创学院第一届录取了50名学生，预计有一半学生将走上创业这条路，希望一批公司能够从这里走出来。 “我们希望培养能够引领产业发展的人才，而他们不是满足于做一颗螺丝钉。 ”李泽湘说。

日前，李泽湘又一次站在镁光灯下。 天眼查显示，东莞清水湾二期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成立，注册资本为5.36亿元，由深圳市腾讯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公司、红杉璟尧（厦门）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东莞市产业投资母基金有限公司和李泽湘等共同持股。 李泽湘是实际控制人。

对于联手腾讯、红杉成立创投机构，李泽湘说：“2014年，我创立了清水湾一期创投，在东莞松山湖投资孵化学生创业团队。 现在，成立清水湾二期创投，希望在基金支持下，不断完善投资团队、投资体系，而不是碰运气地找项目。 ”

大疆是李泽湘孵化的最出名的企业，什么时候发现下一个大疆？李泽湘说：“即使在硅谷，也不能诞生一家惠普后，很快又出现下一个惠普；出现一个苹果后，紧接着又产生下一个苹果。实际上，每一家公司都有独特性，要么它引领一个行业，要么它创造一个行业。云鲸智能、海柔创新、正浩创新……它们在细分行业都是领先的，都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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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市场将达千亿级

动力电池“变废为宝”可期

●本报记者 乔翔 见习记者 朱涵

近年来，受益于新能源汽车产业快速发展，我国动力电池产量

持续提升。 据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数据，今年1至9月，

我国动力电池产量累计达372.1GWh，同比增长176.2%。在动力电

池需求不断攀升的背景下，上游原材料价格水涨船高，特别是镍、

钴、锂等对外依存度较高的核心资源。 据上海钢联数据，截至11月

8日，电池级碳酸锂均价报57.9万元/吨，创历史新高。

业内人士表示，动力电池回收利用已进入关键期，加快建立健

全动力电池回收再利用体系， 通过电池回收循环再利用缓解资源

短缺难题，对于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健康有序发展至关重要。

动力电池迎“退役潮”

“之所以业界呼吁完善动力电池回收产业， 本质原因是新能

源汽车产业近几年发展迅速。 ” 江西新能源科技职业学院新能源

汽车技术研究院院长张翔分析称。

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2年9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

1149万辆，其中纯电动汽车保有量为926万辆，占新能源汽车总量

的80.56%。 2022年前三季度，全国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达371.3

万辆，同比增长98.48%。

在装车量方面，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数据显示，今

年1至9月，我国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193.7GWh，累计同比增长

110.5%。 其中，三元电池累计装车量达77.2GWh，累计同比增长

63.9%； 磷酸铁锂电池累计装车量达116.3GWh， 累计同比增长

159.8%。

随着新能源汽车产业持续高景气，行业正面临动力电池回收的

问题。 业内人士表示，早期一批公共运营领域的新能源汽车以及较

早投入市场面向C端用户的新能源汽车已面临动力电池退役问题。

高工产业研究院（GGII）预计，到2025年，我国退役动力电池

累计将达到137.4GWh，需要回收的废旧电池将达到96万吨。2025

年通过回收动力电池可再生的锂、钴、镍、锰资源量分别约占相应

需求量的27.7%、55.5%、28.7%、47.9%。

“一方面，这些退役动力电池如果不能妥善回收利用，将会给环

境带来不小的危害；另一方面，通过提升动力电池循环再利用水平，

能够补上动力电池核心原材料资源短缺的短板。 ”张翔告诉记者。

积极完善体系建设

有行业人士认为，动力电池回收再利用产业的市场潜力很大，

但深度参与其中的难度也很大， 需要相关参与者具备深厚的技术

积淀以及对行业的深刻理解。与此同时，政策层面也在不断完善对

动力电池循环再利用体系的建设， 为构建完备的动力电池全生命

周期产业生态保驾护航。

去年8月，为加强动力电池回收利用体系建设，工业和信息化

部节能与综合利用司召开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综合利用工作座谈

会。 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在会上表示，将研究制定《新能源

汽车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管理办法》和行业标准，健全动力电池

回收利用体系。

今年11月3日，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印发《广东省循环经济发展

实施方案（2022-2025年）》，提出完善废旧动力电池回收体系，

促进废旧动力电池资源化、规模化、高值化利用，完善新能源汽车

动力电池信息溯源管理体系。优化再生利用产业布局，深化动力电

池回收利用试点，促进废旧动力电池循环利用产业发展。

在此背景下，动力电池回收产业已呈现出“星火燎原” 之势。

工信部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设立的动力电池回收服务网点有

15000多个，动力电池回收利用体系初步建立。

上市公司积极布局

天风证券研报显示，乐观预期下，到2030年我国动力电池回

收市场总规模有望达到1048.9亿元。在千亿级市场规模驱动下，不

少上市公司做起了回收生意。

格林美日前在互动平台表示，公司正在建设天津、深圳、无锡动

力电池回收拆解中心，积极谋划在欧洲建设前驱体材料生产与动力

电池回收基地，保障2025年动力电池回收量达到25万吨以上。

“目前新能源市场处于快速增长期， 原矿资源作为补充能够

保障目前市场需求，等新能源市场到了存量市场，更多的资源将来

自于回收端。”格林美相关负责人表示，公司在印尼布局了年产7.3

万吨金属镍的湿法冶金项目， 未来会通过技术升级和产线升级适

当扩充产能。据透露，公司将在2027年至2030年实现100%镍自供

率，届时来自回收端的镍资源将大于印尼原矿镍资源。

10月31日，博世科连发两则合作公告。 公司与印尼永庆公司

签署合作协议， 双方拟在退役锂离子电池和电池废料的回收及再

生利用领域开展深度合作。此外，公司还将与国轩高科的控股公司

柳州国轩进行合作， 双方拟在新能源电池回收领域建立长期战略

合作关系。

同日，天奇股份也公告称，公司及参股公司上海万高与爱驰汽

车签署合作协议， 三方拟在动力电池运营及服务生态体系构建深

度合作关系，携手共建新能源动力电池运营及售后服务体系，促进

回收资源化利用产业闭环。

南都电源在今年8月曾公开表示，公司首期年处理2.5万吨废

旧锂离子电池回收项目已经达产，目前项目在增产过程中，计划

年底前达到6万吨的处理能力， 后期项目建设将综合考虑公司锂

电产能建设等情况进行适时推进。

多家上市公司“追光” 跨界光伏热潮迭起

●本报记者 何昱璞

11月7日，金鸿顺公告称，拟收购德雷

射科（廊坊）100%股权，新增光伏领域高

端设备制造业务。 2022年以来，光伏行业

火爆刺激上下游产业新一轮扩产。 同时，

A股多家上市公司也开始“追光” ，纷纷

跨界投资光伏产业，各家公司投资方式也

不尽相同，有通过收购、设立光伏公司，或

是投资新建光伏项目，或是与其他企业共

建新公司， 进入领域也涵盖了光伏电站、

光伏发电、光伏异质结等多个细分赛道。

30家公司跨界

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已有30家

上市公司跨界到光伏行业。 其中，有从事

益智玩具的沐邦高科，有从事乳品行业的

皇氏集团， 有从事纺织行业的江苏阳光，

也有从事专业设备制造的上机数控等。

在跨界进入后， 光伏新玩家近期动作

频频。11月1日晚，和邦生物公告称，公司控

股子公司安徽阜兴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简称“阜兴科技” ）与皇氏集团子公司安

徽皇氏绿能科技有限公司（简称“皇氏绿

能” ）签订长供合作协议，约定阜兴科技向

皇氏绿能销售总量不低于25亿片单晶硅

片，预计销售金额总计约195亿元（含税）。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两个交易方均是

才跨界进入光伏行业不久的新玩家。和邦

生物2021年投资建设的阜兴科技10GW�

N+型超高效单晶太阳能硅片项目现处于

试生产过程中， 该项目一期启动规模为

1.5GW-2GW。 资料显示，和邦生物是全

球最大的双甘膦供应商，也是国内最大的

IDA法制取草甘膦的生产商。

皇氏集团主营业务则是乳业， 公司8

月22日公告称， 在安徽阜阳经开区投资

100亿元建设20GW� TopCon超高效太

阳能电池和2GW组件项目。

景气周期持续

上市公司扎堆跨界光伏行业背后，是

光伏产业链的持续火热。此前多家光伏组

件企业三季报业绩均呈现大幅增长，需求

提振成为光伏企业业绩增长的主因。

今年下半年以来，国内光伏装机需求

保持旺盛，带动行业相关企业盈利。 机构

表示，行业龙头加码产能，有利于稳固其

市场地位。 由于供需错配，产业链各环节

存在利润分配不均的问题。 近年来，光伏

硅料、单晶硅片频频涨价，对下游电池片、

组件企业的经营造成较大影响。 在此背景

下，垂直一体化模式成为相关企业的发展

重点，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对上游的投资。

光伏赛道持续火热也推动相关企业加

速扩充产能。目前，国内外硅片厂正在积极

扩产。对此，业内人士表示，一方面，在传统

能源价格上涨背景下， 国内光伏企业加速

海外一体化产能建设， 国产设备商全球化

销售优势明显；另一方面，硅料价格处于高

位，硅片厂盈利性较好，扩产热情不减。

机构表示，综合国内外组件消费的情

况，预期组件终端博弈情况或加剧。 每年

四季度往往是我国大型地面光伏电站装

机的旺季， 今年大概率将延续这样的态

势。 根据机构预测，2022年全球装机目标

在250GW-260GW之间， 其中国内装机

量达70GW-80GW。 四季度的刚性需求

将进一步刺激光伏全产业链消费。

警惕炒作风险

在多家上市公司发布跨界投资光伏

项目后，股价几乎都迎来了短期上涨。 在

沾“光”即涨的大背景下，更需要关注“追

光”的上市公司是转型还是炒作。

对此， 交易所和监管机构也在持续

关注。 今年6月，养猪巨头正邦科技就因

一项400亿元光伏合作项目收到关注函；

沐邦高科也因多次披露光伏电池项目收

到问询函；纺织企业江苏阳光在披露200

亿元光伏合作项目后也引来问询函；而

兽药公司绿康生化在宣布拟高溢价跨界

收购光伏胶企业后股价收获五连板，监

管机构随即下发关注函， 质疑其是否迎

合热点炒作， 随后绿康生化又叫停了该

交易。

同时， 跨界新玩家也面临技术和人

才储备方面的风险。 比如，沐邦高科就在

跨界投资TopCon项目的公告中表示，公

司目前未从事光伏电池业务 ， 亦无

TopCon光伏电池生产技术储备， 尚无

TopCon电池人才团队， 正在积极联络引

进相关领域人才，可能存在人才引进不达

预期的风险。

对此，业内人士表示，隔行如隔山，随

着新一轮“追光者” 扎堆涌入，盲目跟风

值得警惕。

固高科技董事长李泽湘：

产学研深度融合 批量孵化独角兽

IPO过会

1999年，香港科技大学教授李泽湘携

手教授高秉强、 吴宏在深圳创办固高科

技，日前固高科技IPO过会，跨过创业板上

市的关键一步。 三位创始人均是机器人、

微电子和运动控制领域的国际知名学者。

固高科技二十余年来坚持专注于运

动控制核心技术的研发，为装备制造业输

出先进制造技术，协助装备制造企业造出

“好机器” 。 固高科技助力装备制造商在

半导体装备、工业机器人、高档数控机床、

激光精密切割、3C自动化与检测装备等领

域突破进口壁垒。

从规模来看，固高科技是一家“小而

美” 的公司，公司有380多名员工，研发人

员占比为40%。 2019年至2021年，公司营

业收入分别为2.48亿元、2.83亿元、3.38亿

元； 归母净利润分别为0.50亿元、0.28亿

元、0.65亿元。

李泽湘坦言：“固高科技销售规模不

大，利润看上去也不多。不过，我认为，销售

额和利润固然是一家公司的价值， 但一家

企业对中国制造业、装备产业的贡献，也是

一家公司的价值。这些年，固高科技和客户

一起去啃硬骨头，拓展一条条赛道，把规模

做大，公司主营业务毛利率在50%以上。 ”

慢工出细活。 虽然固高科技这些年坚

持做“一块钱的生意” ，但在细分领域深

耕二十余年后，公司已成为中国市场份额

最大的高速度高精度运动控制器供应商，

已经为2000多家装备制造商累计部署超

过50万套先进运动控制系统。

作为香港科技大学教授创办的第一

家走向上市的企业，李泽湘希望固高科技

成为产学研模式的一个标杆。 “趟出一条

路来，把实验室的科研成果市场化，这是

固高科技的一个使命。 ” 李泽湘说。

已孵化60多家硬科技企业

李泽湘是一位有着家国情怀的创业

者。 1961年，李泽湘出生于湖南的一个教

师家庭，在农村长大，1978年参加高考，考

入了中南矿冶学院（现中南大学）。李泽湘

1979年被公派赴美留学，在卡内基梅隆大

学拿到电机工程与经济学双学士学位后，

他又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拿到硕

士、博士学位。 此后，李泽湘在麻省理工学

院任研究员、在纽约大学任助理教授。

李泽湘曾表示， 没想过留在国外发

展。1992年，李泽湘加入香港科技大学，担

任电子工程系教授、 自动化技术中心主

任。 在香港科技大学， 李泽湘创办了以

“国际化、 研究型、 产学研” 为定位的

“3126实验室” ， 这间不到100平方米的

小房间，走出了汪滔、石金博、陶师正等学

生，他们分别创办了大疆、李群自动化、逸

动科技等公司。

李泽湘是大疆联合创始人，指导汪滔

创立了大疆。 李泽湘曾担任大疆董事长一

职，外界称他是大疆“教父” 。 对于这一称

号，李泽湘对记者直言：“实际上，我一直

就是一位老师。 固高科技现在的总部叫深

港产学研基地，我们几十年一直做的就是

一件事：把产学研深度融合发展。 我们希

望把人才培养与产业发展很好地结合在

一起。 在这过程中，这些年轻的学生、老师

能够利用这个平台一步一步走出去。 ”

目前，大疆已成为估值超过1600亿元

的独角兽，占据全球80%以上消费级无人

机市场份额。 今年，这家世界领先的无人

机企业搬进了位于深圳留仙洞总部基地

的总部大楼，开启了新的发展阶段。 在李

泽湘看来，汪滔和大疆都是一座“桥梁” ，

让粤港澳大湾区的年轻创业者认识到，敢

于自我挑战、不惧失败、快速迭代，也能创

造影响和改变世界的品牌。

在创业路上，李泽湘是领跑者，批量

孵化独角兽。 2014年，李泽湘在东莞创办

了松山湖机器人基地，至今已孵化60多家

硬科技企业， 企业存活率高达80%，15%

为独角兽或准独角兽企业， 包括云鲸智

能、海柔创新、卧安科技、正浩创新、希迪

智驾等企业。

对于孵化的企业是否像固高科技一

样，走向IPO，李泽湘表示，这些公司的创

始人、工程师团队非常年轻，他们掌握了

打造有竞争力产品的能力。 有些公司已在

全球市场成为领先者， 可能较快上市，有

些公司还要埋头深耕。 他们还有很多事情

可以做，有很多领域可以去开拓。

培养一批创业者

2021年，李泽湘发起创办深圳科创学

院，助力粤港澳大湾区打造成为具有全球

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李泽湘表

示，创办深圳科创学院，目标是培养一批

产品经理、创业者出来。

据李泽湘介绍，深圳科创学院落户深

圳南山创智云城， 依托留仙洞总部基地

“半小时创新圈” 关键要素， 通过构建

“端到端” 科创生态体系，培育科技创新

企业、打造中国新制

造品牌。

更为重要的是，

李泽湘想通过创办

深圳科创学院带动

一些合作高校，推广

产学研模式， 推动

“新工科” 教育。 他已经与深圳职业技术

学院、重庆大学、常州大学、宁波工程学

院、广东工业大学、湖南大学等高校合作。

据李泽湘介绍，深圳科创学院第一届

录取了50名学生，预计有一半学生将走上

创业这条路，希望一批公司能够从这里走

出来。“我们希望培养能够引领产业发展

的人才， 而他们不是满足于做一颗螺丝

钉。 ” 李泽湘说。

日前， 李泽湘又一次站在镁光灯下。

天眼查显示，东莞清水湾二期创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成立，注册资本为5.36

亿元，由深圳市腾讯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公

司、红杉璟尧（厦门）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东莞市产业投资母基金有

限公司和李泽湘等共同持股。 李泽湘是实

际控制人。

对于联手腾讯、 红杉成立创投机构，

李泽湘说：“2014年， 我创立了清水湾一

期创投，在东莞松山湖投资孵化学生创业

团队。 现在，成立清水湾二期创投，希望在

基金支持下，不断完善投资团队、投资体

系，而不是碰运气地找项目。 ”

大疆是李泽湘孵化的最出名的企业，

什么时候发现下一个大疆？李泽湘说：“即

使在硅谷，也不能诞生一家惠普后，很快

又出现下一个惠普； 出现一个苹果后，紧

接着又产生下一个苹果。 实际上，每一家

公司都有独特性， 要么它引领一个行业，

要么它创造一个行业。 云鲸智能、海柔创

新、正浩创新……它们在细分行业都是领

先的，都是下一个大疆。 ”

固高科技东莞松山湖园区 公司供图

固高科技智能

装备核心控制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