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大讯飞董事长刘庆峰：

以“长期主义”开拓源头创新

本报记者 欧阳春香 杨洁 李嫒嫒

近半年来，人工智能大模型热度方兴未艾。 作为国内人工智能龙头上市公司，科大讯飞董事长刘庆峰忙得几乎脚不沾地，来科大讯飞参观交流的团队更是络绎不绝。

百忙之中，刘庆峰接受了中国证券报记者专访，对于我们提出的问题，他几乎不需要反应时间，语速飞快，讲起公司发展历程以及人工智能未来更是信手拈来、如数家珍。 同时，对于外界的质疑，刘庆峰也毫无讳言，真诚坦率地作出解释和回应。

在人工智能领域创新创业二十多年，刘庆峰已经将其作为终生奋斗的事业，并提出“解决人类刚需”“建设美好世界”等新使命。 在孜孜以求源头技术创新的路上，刘庆峰表达了“长期主义”的期许———创新者自身要耐得住寂寞，社会也要宽容失败。

“要听见创新花开的声音，一定会先经历种子在黑暗中的孕育、发芽，栉风沐雨，最后才能够含苞待放，盛开科技或产业之花，哪怕经历冬天，来年也会重新发芽，迎接新的春天。 ”刘庆峰在采访中如是说。

“顶天立地” 大模型实现再升级

8月12日，新华社研究院中国企业发展研究中心发布《人工智能大模型体验报告2.0》，讯飞星火认知大模型综合指数位列第一。

持续多年对源头核心技术创新矢志不渝的投入、攻关、迭代、进化，是“第一”背后的重要密码。 从今年5月6日讯飞星火大模型对外首发，到8月15日进行2.0版本重大升级，短短100天时间，讯飞星火在文本生成、语言理解、知识问答、逻辑推理、数学能力、代码能力、多模态能力这七大核心能力上全面升级。 按照“作战”计划，今年10月24日，讯飞星火将对标ChatGPT，实现“中文超越、英文相当”的既定目标。

“大家今天看到的是通用人工智能的成绩和影响，其实我们早在很多年前就提出了‘让机器能听会说能理解会思考’的目标，并始终不改初心，坚持投入。 在5月6日星火大模型发布会上，我们给了明确对标ChatGPT的时间表，既要向OpenAI接近，也要在源头技术创新上有我们自己的独特之处。 ”刘庆峰说。

“我们就是有一种绝不服输、勇争第一的精神” ，刘庆峰说。 而这种“绝不服输”可以说刻在了科大讯飞诞生的基因里。

几乎没有人相信，24年前，六个中国科技大学在校大学生，世人眼中的“毛头小伙儿” 、资本眼中的“草台班子” ，就提出了“要把微软、IBM‘干掉’ ，要把中文语音技术做到全球第一” 。

26岁创业的豪情万丈与坎坷现实，在刘庆峰心中历历在目。 “那时候，我们心目中很坚定地认为，语音就是人类最自然的沟通方式，比尔·盖茨也预测，未来10年是语音的时代，而当时中国的语音市场全部由国际巨头控制。 我们提出，不仅要做中文语音第一，还想做多语种第一。 ”

目标是远大的，现实是骨感的。 刘庆峰坦言，当时他们这个“草台班子”还只能做到3分，甚至不如普通人的4分水平。 但没有野心，就没有奋斗。 2006年，首次参加国际语音合成大赛的科大讯飞，成为了当年最大的一匹黑马，拿下了人工智能领域第一个世界第一。

这一份“坚定”的初心持续了24年，科大讯飞践行“顶天立地”的技术理想，关关难过关关过，从语音合成到语音识别再到语义理解，从中文到英文到多语种，从语音到图像再到多模态感知多维表达，赢得一个又一个第一，向世界交出靓丽的成绩单。

“我们喜欢这件事情，并充满自豪感、想象力、热爱地去坚持这件事。”在当前通用人工智能大模型发展的关键时期，当算力成为“卡脖子”问题，刘庆峰认为，一定要构建在自主可控的国产算力平台之上。今年7月，科大讯飞宣布将与华为等强强联手，打造基于中国自主创新的通用智能新底座。

未来已来 人工智能新使命

科大讯飞总部园区内立着一个“顶天立地”的雕像，这代表着科大讯飞的技术信仰———技术不仅要“顶天”要全球领先，更要“立地” ，着力解决人们生产生活过程中的实际刚需。

“通用人工智能对未来影响是非常巨大的，会影响到每个国家和地区、每个行业和每个人。 ”刘庆峰说。 但这样强大的影响力，在让很多人热血沸腾的同时也让很多人跟风盲目投机。

刘庆峰坚持认为，通用人工智能的发展一定要立足于解决人类刚需，“不是去关注那些好玩的、有趣的、花里胡哨、添油加醋或者可有可无的那些应用。人工智能要赋能教育、医疗、民生，提升工业效率，让每个人变成更强大的自我，我觉得人工智能必将以解决人类刚需而更深刻地载入史册。”

“多模态能力是人工智能赋能行业的刚需。”刘庆峰表示，这既是科大讯飞人工智能技术长期战略，也是实现通用人工智能的必经之路。此次讯飞星火大模型2.0版本的一个重大升级便体现在多模态能力上。刘庆峰表示，当前多模态能力已广泛应用在教育、医疗、工业、汽车、机器人等领域，它可以从真实世界获得越来越多的数据，在产品终端有学习、训练和提升，包括更柔性更自主的工业机器人、更好的自动驾驶、走入家庭的陪伴机器人等。

刘庆峰曾说，人工智能是可以奋斗终生的事业。 如今通用人工智能时代呼之欲来，让50岁的刘庆峰看到新的使命和方向。

除了立足解决人类刚需，刘庆峰认为，发展人工智能还一定要注重伦理和道德。“我们原来的口号叫做‘用人工智能改变世界’，现在改成了‘用人工智能建设美好世界’，就是因为人工智能确实也对各行业带来了冲击和挑战，未来不属于AI，是属于掌握了AI的新人类，我们怎样能够让人工智能更好地遵循伦理和人文价值观，让人工智能成为每个人的助手，而不是带来更大的挑战，这是龙头企业以及领先科研院所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责任。”

长坡厚雪 成为更伟大的企业

从校园创业一路走来，科大讯飞不仅成功上市，是A股首家人工智能领域上市公司，更抢抓机遇，成长为千亿市值的行业龙头。 然而这一路，不仅有鲜花和掌声，资本市场对于科大讯飞的审视、讨论甚至质疑也从未断绝。

比如对于科大讯飞2023年半年报，有人认为在大模型的巨大投入期公司还能做到二季度现金流为正，已超出预期，也有人认为，怎么人工智能业务做了这么多年，上半年盈利还会下滑？

对于方方面面的声音，刘庆峰有一颗清醒而强大的“心脏” 。 “我们希望科大讯飞能从优秀公司成长为卓越以及伟大的公司。 在这个过程中，资本市场各种约束管理要求，包括外界各种声音讨论以及监督甚至质疑，也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 我想这带给公司的是更健壮的、更阳光透明的发展，对我们长期健康成长是非常有意义的。 ”

要从优秀，到卓越，到伟大，刘庆峰不否认这个过程一定是需要巨大投入的，尤其“处在重大科技产业变革关键期，一定是需要产品市场和资本市场双轮驱动的” 。 面对通用人工智能的星辰大海，稍纵即逝的发展机遇，要“集中力量干大事、集中力量打大仗” ，刘庆峰深知，对于研发创新的坚定投入不可以有丝毫懈怠。

“从研发到落地一定会有一个过程，今天我也能把研发投入强度从20%压缩到5%-10%，短期比如三年对我都不会有任何影响，但我们不会那么做，我们的目标不是说100多亿元的收入、1000多亿元的市值就行了，它未来应该是更大的10倍以上的伟大的公司，给股东的回报也不是说十几二十个亿，我希望给大家带来更大的回报。 ”

在刘庆峰看来，鼓励创新要有“长期主义” ，它的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宽容失败，这个框架对人也对己，“创业者和技术人员不仅要如此，市场和投资人也应该有这个心态。 ”

在此次讯飞星火大模型2.0版本发布会前一天，科大讯飞公布了刘庆峰的减持公告，他再一次被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

刘庆峰坦然回应，所谓减持“套现”只是为了偿还已经到期的定增借款，并没有多卖1分钱股份用于个人消费，而当初这些借款均投入到了科大讯飞的生产经营活动中。 2021年1月，科大讯飞启动定增计划，刘庆峰作为实控人全额认购这笔23.5亿元的定增，这一笔资金是刘庆峰通过质押融资等方式借款筹集，为的是稳定公司的股权架构和经营管理，两年后，当初的借款已经到期。

刘庆峰表示，坚定看好人工智能行业和公司发展前景，2008年公司上市，15年来，曾先后4次增持该上市公司股份，累计耗资26.65亿元。

“以10年、20年的维度看，你就会发现，人工智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革命，这个革命影响的不仅仅是每个人，对整个产业和资本市场也是一次远超以往的重大机遇。但这是一个过程，谁能够看得准、谁能够坚持下来，这是一定要用长期主义的精神来踏踏实实做源头技术创新的。”刘庆峰说。

阳光电源董事长曹仁贤：

逐梦新能源 光伏龙头26年的“变”与“不变”

本报记者 欧阳春香 李嫒嫒 杨洁

26年前，从50万元起步，到成长为市值千亿的光伏逆变器龙头，曹仁贤带领阳光电源一路追“光”逐“绿” ，如今，阳光电源的光伏逆变器出货量已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阳光电源高歌猛进的身后，是整个中国光伏产业在全球市场由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的跨越式发展，可以说，曹仁贤与阳光电源亲历了这场波澜壮阔而又险象环生的产业进程。 如何做到穿越周期、无畏峰谷？

“可 再 生 能 源 行 业 经 历 过 几 次 大 的 波 折 ， 低 谷 时 我 们 练 好 内 功 养 精 蓄 锐 ； 风 口 来 临 时 ， 我 们 踩 准 前 进 的 步 伐 。 ” 在 接 受 中 国 证 券 报 记 者 专 访 时 ， 阳 光 电 源 董 事 长 曹 仁 贤 一 语 道 破 ， 唯 有 对 于 赛 道 足 够 热 爱 、 专 注 并 极 致 创 新 ， 才 能 在 发 展 的“变 ” 与“不 变 ” 中 把 握 好 时 机 、 抢 占 住 先 机 。

做好加减法

曹仁贤今年55岁，他一手创办的阳光电源26岁，上市第12年。 与曹仁贤对话后，记者发现阳光电源能从当初50万元资金起家的名不见经传的小企业，一跃成为全球知名的光伏逆变器龙头企业，与曹仁贤敏锐和果敢的个性是分不开的。

“让人人享用清洁电力” ，一直是曹仁贤的梦想。 大约30年前，从西部牧民需要用到太阳能便携小电源、太阳能收音机等产品的小细节，还在合肥工业大学从事可再生能源发电领域研究和教学的曹仁贤，一下子就敏锐嗅到可再生能源的广阔市场机遇。

1997年，曹仁贤毅然辞掉了“铁饭碗”工作，下海创业，开启了披荆斩棘的追梦之旅。

那一年，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才刚刚崭露头角，国家三部委首次颁布国家可再生能源发展计划。 “那时候，‘光伏发电’ 4个字对于大部分人是陌生的，再加上高校老师这份工作相对安逸，所以除了我自己，没有人支持我辞职创业的想法，我自己确实也动摇过，但是可再生能源肯定是趋势，最终还是下定了决心。 ”向记者回忆起创业之初的心路历程，曹仁贤颇有些感慨。

刚创立公司的那段日子并不好过，在专注于光伏和风电业务的同时，阳光电源也“对付着”做一些传统的应急电源、UPS不间断电源产品来支撑现金流，养活自己。 直到2003年，阳光电源研制出中国第一台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光伏逆变器并在上海成功并网发电，打破了SMA、施耐德、西门子等外国企业的垄断。 也是在这个时候，曹仁贤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直呼“疯了”的决定。

2004年，曹仁贤力排众议，砍掉了当时最赚钱的UPS不间断电源业务，集中公司全部资源投入到光伏、风电等新能源产品。

曹仁贤坦言:“当时把一些正在发展的业务砍掉，确实还是比较痛苦的。 有的企业可能认为自己成功了以后什么事都能干，但是在那个时间点上，我认为我们只能干一件事，就是可再生能源，所以毫不犹豫地砍掉了几块盈利的业务。 ”

为什么对可再生能源有如此坚定的信心？曹仁贤称：“一方面，我们清晰认识到传统化石能源是有限的；另一方面，我认为阳光电源的主业未来前景是非常广阔的，把主业做好，足以把阳光电源做大。”

回过头来看，那些当时和阳光电源一起做UPS不间断电源业务的企业，现在大部分都已经被淘汰。“这个选择很关键，如果当时再迷恋小电源小市场，那就没有今天的阳光电源了。 ”曹仁贤说。

该做减法的时候绝不拖泥带水，该做加法的时候，曹仁贤也大刀阔斧，毫不犹豫。

“可能很多人认为做加法是相对简单的，但加法你要把它做对，让它产生1+1远大于2的效果，这是非常困难的。 ”曹仁贤说。 当2015年阳光电源刚刚切入储能行业时，很多人都抱着看热闹的心态看这家企业，毕竟那时，国内电动车市场也才刚刚起步、锂电池仍十分昂贵，但如今，储能市场热度方兴未艾，显然没有人再怀疑曹仁贤对储能市场提前布局的前瞻性。

“当时进入储能市场也是基于对可再生能源未来渗透率逐步增加的预期。 由于太阳能、风能都有波动性，间歇式能源的弊端将逐渐显现出来，所以我想储能的时机一定会到来。 而踩准时机也非常重要，搞得太早有可能会死在黎明前夜，搞得太迟也可能根本没机会入场，所以到底在哪个点去做新业务、去做加法，确实很考验管理者的决策能力。 ”曹仁贤说。

不仅如此，围绕可再生能源，曹仁贤还带领阳光电源在氢能等前沿领域进行布局。 “我们的多元化实际上是强关联的多元化、协同的多元化，我们没有离开可再生能源行业” ，曹仁贤告诉记者：“氢能或将成为21世纪除电能以外最重要的二次能源，阳光电源投建的年产能1GW制氢设备工厂即将扩建，扩建投运后产能预计达3GW，具备领先的技术和大批量交付能力。 未来，公司将会进一步加大在该领域的投入。 ”

光伏逆变器佼佼者

“出货量再次全球第一！ ”近期，研究机构公布最新排名，阳光电源2022年光伏逆变器出货量以77GW的成绩再夺全球第一，曹仁贤第一时间在社交平台分享了这一消息。

阳光电源不仅已经成长为全球市占率最高的光伏逆变器企业，同时也被评价为最具融资价值的逆变器品牌。 众所周知，光伏是一个典型的周期性行业，但上市12年来，阳光电源从未出现亏损。 今年上半年，阳光电源的业绩十分亮眼，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383.55%到43.5亿元，超过2022年全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达47.7亿元，同比增长479%，超过当期净利润规模。

阳光电源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从1997年到现在，阳光电源一直围绕着如何给客户提供更优质的产品，如何去服务好可再生能源行业，同时构筑好自己的‘护城河’ ，不断迭代自己的产品和服务。 ”曹仁贤将成功的原因归结为核心技术的锻造和持之以恒的自主创新，“每年都是这么坚持下来，所以取得了一些小的成绩” 。

只有矢志不渝地坚持投入积累微创新，才有可能有朝一日取得突破性创新。 在阳光电源，平均每三个月一次细节微调，每半年对产品进行一次大幅升级，每年至少推出一款新品。 二十多年来，光伏逆变器的转换效率从早期的90%提升到99%，价格从每瓦十几元降至不到0.2元，低电压穿越、零电压穿越、高电压耐受、拉弧检测保护等问题一一攻克。 曹仁贤口中的“小”成绩，其实是行业里一个个实打实的里程碑式的进步。

曹仁贤表示：“阳光电源这一路走来，核心还是靠自身的洞察力，对商机、危机、机会的洞察与识别。 可再生能源行业经历过几次大的波折，低谷时，我们练好内功养精蓄锐，在行业发展的风口来临时，我们踩准前进的步伐。 ”

他也坦言，这一路走来，资本的助力不可或缺。 2016年和2021年，阳光电源先后两次进行了再融资，分别募资了26亿元、36亿元，重点投向研发创新中心扩建、全球营销服务体系建设、核心业务产能提升等。

对于这两次在资本市场的再融资，曹仁贤表示：“非常及时、非常关键，是行业和公司腾飞的两个关键时间点。 如果当时不去增加资本金、不去募集那些资金，那么阳光电源有可能就在那个时候掉链子了。 ”

打造“光伏+”新业态

中国光伏行业协会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新增光伏装机规模已经连续10年位居全球首位。2023年上半年，新增光伏装机规模达78.4GW，同比增长154%。预计今年我国光伏装机规模有望超过150GW。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底，中国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约4.71亿千瓦，光伏发电已经是中国装机规模第二大电源，仅次于煤电。

在能源变革成为全球共识的背景下，光伏市场保持高速增长的态势。 同时由光伏延展出一系列新业态、新产业正在逐步形成。

曹仁贤对记者表示：“在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能源的过程中，会涌现出各式各样的路线，当前‘光伏+’出现了很多新业态，包括光伏+屋顶、光伏+农业、光伏+养殖、光伏+水电，甚至有光伏+储能，光伏+充电桩、光伏+新能源汽车等，这是光伏发电走向成熟的标志，也是光伏发电市场规模迅速扩大的一个转折点。 ”

“尤其是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如果说未来新能源汽车充的电还是来自化石能源，它并没有带来减排效果，所以未来一定是将绿色能源和新能源汽车结合起来，一方面给新能源汽车充上绿电，另一方面充电剩余电量也可以参与电力系统的调节，实现车辆和新能源以及电网的融合，在这方面阳光电源还是充满信心的。 ”

随着国际市场的发展，近年来，包括阳光电源在内的光伏新能源企业都有比较好的出口成绩。

“目前阳光电源50%左右的营收来自国际业务，这块确实是我们的金牛业务，同时也化解了单一市场上的风险。 全球市场对于我们来说确实非常重要，在布局上也花了很大的代价和力气。 ”曹仁贤表示。

曹仁贤表示：“从2005年开始，阳光电源做了近20年的海外业务布局，下一步我们还要跟广大友商和行业领军企业一起去探索海外业务的规律，在产品创新和提供优质服务等方面做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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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讯飞董事长刘庆峰：

以“长期主义” 开拓源头创新

近半年来，人工智能大

模型热度方兴未艾。作为国

内人工智能龙头上市公司，

科大讯飞董事长刘庆峰忙

得几乎脚不沾地，来科大讯

飞参观交流的团队更是络

绎不绝。

百忙之中，刘庆峰接受

了中国证券报记者专访，对

于我们提出的问题，他几乎

不需要反应时间， 语速飞

快，讲起公司发展历程以及

人工智能未来更是信手拈

来、如数家珍。同时，对于外

界的质疑，刘庆峰也毫无讳

言，真诚坦率地作出解释和

回应。

在人工智能领域创新

创业二十多年，刘庆峰已经

将其作为终生奋斗的事业，

并提出 “解决人类刚需”

“建设美好世界” 等新使

命。在孜孜以求源头技术创

新的路上， 刘庆峰表达了

“长期主义”的期许———创

新者自身要耐得住寂寞，社

会也要宽容失败。

“要听见创新花开的

声音，一定会先经历种子在

黑暗中的孕育、发芽，栉风

沐雨， 最后才能够含苞待

放， 盛开科技或产业之花，

哪怕经历冬天，来年也会重

新发芽，迎接新的春天。 ”

刘庆峰在采访中如是说。

科大讯飞展厅 本报记者 王科 摄

阳光电源广西

150MW

吉龙光伏电站 本报记者 王科 摄

阳光电源董事长曹仁贤：

逐梦新能源 光伏龙头26年的“变” 与“不变”

26年前， 从50万元起

步，到成长为市值千亿的光

伏逆变器龙头，曹仁贤带领

阳光电源一路追 “光” 逐

“绿” ，如今，阳光电源的光

伏逆变器出货量已连续多

年位居全球第一。

阳光电源高歌猛进的

身后， 是整个中国光伏产

业在全球市场由跟跑到并

跑再到领跑的跨越式发

展，可以说，曹仁贤与阳光

电源亲历了这场波澜壮阔

而又险象环生的产业进

程。 如何做到穿越周期、无

畏峰谷？

“可再生能源行业经

历过几次大的波折， 低谷

时我们练好内功养精蓄

锐；风口来临时，我们踩准

前进的步伐。 ” 在接受中

国证券报记者专访时，阳

光电源董事长曹仁贤一语

道破， 唯有对于赛道足够

热爱、专注并极致创新，才

能在发展的“变” 与“不

变” 中把握好时机、抢占

住先机。

“顶天立地” 大模型实现再升级

8月12日， 新华社研究院中国企业发展研究

中心发布《人工智能大模型体验报告2.0》，讯飞

星火认知大模型综合指数位列第一。

持续多年对源头核心技术创新矢志不渝的投

入、攻关、迭代、进化，是“第一”背后的重要密码。

从今年5月6日讯飞星火大模型对外首发， 到8月

15日进行2.0版本重大升级，短短100天时间，讯飞

星火在文本生成、语言理解、知识问答、逻辑推理、

数学能力、代码能力、多模态能力这七大核心能力

上全面升级。 按照“作战” 计划，今年10月24日，

讯飞星火将对标ChatGPT，实现“中文超越、英文

相当”的既定目标。

“大家今天看到的是通用人工智能的成绩和

影响，其实我们早在很多年前就提出了‘让机器

能听会说能理解会思考’ 的目标，并始终不改初

心，坚持投入。 在5月6日星火大模型发布会上，我

们给了明确对标ChatGPT的时间表， 既要向

OpenAI接近， 也要在源头技术创新上有我们自

己的独特之处。 ” 刘庆峰说。

“我们就是有一种绝不服输、 勇争第一的精

神” ，刘庆峰说。 而这种“绝不服输” 可以说刻在

了科大讯飞诞生的基因里。

几乎没有人相信，24年前， 六个中国科技大

学在校大学生，世人眼中的“毛头小伙儿” 、资本

眼中的“草台班子” ，就提出了“要把微软、IBM

‘干掉’ ，要把中文语音技术做到全球第一” 。

26岁创业的豪情万丈与坎坷现实，在刘庆峰

心中历历在目。“那时候，我们心目中很坚定地认

为，语音就是人类最自然的沟通方式，比尔·盖茨

也预测，未来10年是语音的时代，而当时中国的

语音市场全部由国际巨头控制。我们提出，不仅要

做中文语音第一，还想做多语种第一。 ”

目标是远大的，现实是骨感的。 刘庆峰坦言，

当时他们这个“草台班子” 还只能做到3分，甚至

不如普通人的4分水平。 但没有野心， 就没有奋

斗。 2006年，首次参加国际语音合成大赛的科大

讯飞，成为了当年最大的一匹黑马，拿下了人工智

能领域第一个世界第一。

这一份“坚定” 的初心持续了24年，科大讯

飞践行“顶天立地” 的技术理想，关关难过关关

过，从语音合成到语音识别再到语义理解，从中文

到英文到多语种， 从语音到图像再到多模态感知

多维表达，赢得一个又一个第一，向世界交出靓丽

的成绩单。

“我们喜欢这件事情，并充满自豪感、想象力、

热爱地去坚持这件事。 ”在当前通用人工智能大模

型发展的关键时期，当算力成为“卡脖子”问题，刘

庆峰认为，一定要构建在自主可控的国产算力平台

之上。 今年7月， 科大讯飞宣布将与华为等强强联

手，打造基于中国自主创新的通用智能新底座。

未来已来 人工智能新使命

科大讯飞总部园区内立着一个“顶天立地”

的雕像， 这代表着科大讯飞的技术信仰———技术

不仅要“顶天”要全球领先，更要“立地” ，着力解

决人们生产生活过程中的实际刚需。

“通用人工智能对未来影响是非常巨大的，

会影响到每个国家和地区、每个行业和每个人。 ”

刘庆峰说。但这样强大的影响力，在让很多人热血

沸腾的同时也让很多人跟风盲目投机。

刘庆峰坚持认为，通用人工智能的发展一定要

立足于解决人类刚需，“不是去关注那些好玩的、有

趣的、花里胡哨、添油加醋或者可有可无的那些应

用。 人工智能要赋能教育、医疗、民生，提升工业效

率，让每个人变成更强大的自我，我觉得人工智能

必将以解决人类刚需而更深刻地载入史册。 ”

“多模态能力是人工智能赋能行业的刚需。 ”

刘庆峰表示，这既是科大讯飞人工智能技术长期战

略，也是实现通用人工智能的必经之路。 此次讯飞

星火大模型2.0版本的一个重大升级便体现在多模

态能力上。 刘庆峰表示，当前多模态能力已广泛应

用在教育、医疗、工业、汽车、机器人等领域，它可以

从真实世界获得越来越多的数据，在产品终端有学

习、训练和提升，包括更柔性更自主的工业机器人、

更好的自动驾驶、走入家庭的陪伴机器人等。

刘庆峰曾说， 人工智能是可以奋斗终生的事

业。 如今通用人工智能时代呼之欲来，让50岁的

刘庆峰看到新的使命和方向。

除了立足解决人类刚需，刘庆峰认为，发展人

工智能还一定要注重伦理和道德。“我们原来的口

号叫做‘用人工智能改变世界’ ，现在改成了‘用人

工智能建设美好世界’ ， 就是因为人工智能确实也

对各行业带来了冲击和挑战，未来不属于AI，是属

于掌握了AI的新人类，我们怎样能够让人工智能更

好地遵循伦理和人文价值观，让人工智能成为每个

人的助手，而不是带来更大的挑战，这是龙头企业

以及领先科研院所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责任。 ”

长坡厚雪 成为更伟大的企业

从校园创业一路走来， 科大讯飞不仅成功上

市，是A股首家人工智能领域上市公司，更抢抓机

遇，成长为千亿市值的行业龙头。 然而这一路，不

仅有鲜花和掌声，资本市场对于科大讯飞的审视、

讨论甚至质疑也从未断绝。

比如对于科大讯飞2023年半年报，有人认为

在大模型的巨大投入期公司还能做到二季度现金

流为正，已超出预期，也有人认为，怎么人工智能

业务做了这么多年，上半年盈利还会下滑？

对于方方面面的声音， 刘庆峰有一颗清醒而

强大的“心脏” 。“我们希望科大讯飞能从优秀公

司成长为卓越以及伟大的公司。在这个过程中，资

本市场各种约束管理要求， 包括外界各种声音讨

论以及监督甚至质疑， 也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的。我想这带给公司的是更健壮的、更阳光透明的

发展，对我们长期健康成长是非常有意义的。 ”

要从优秀，到卓越，到伟大，刘庆峰不否认这

个过程一定是需要巨大投入的，尤其“处在重大

科技产业变革关键期， 一定是需要产品市场和资

本市场双轮驱动的” 。 面对通用人工智能的星辰

大海，稍纵即逝的发展机遇，要“集中力量干大

事、集中力量打大仗” ，刘庆峰深知，对于研发创

新的坚定投入不可以有丝毫懈怠。

“从研发到落地一定会有一个过程， 今天我

也能把研发投入强度从20%压缩到5%-10%，短

期比如三年对我都不会有任何影响， 但我们不会

那么做， 我们的目标不是说100多亿元的收入、

1000多亿元的市值就行了，它未来应该是更大的

10倍以上的伟大的公司，给股东的回报也不是说

十几二十个亿，我希望给大家带来更大的回报。 ”

在刘庆峰看来，鼓励创新要有“长期主义” ，

它的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宽容失败，这个框架对人

也对己，“创业者和技术人员不仅要如此，市场和

投资人也应该有这个心态。 ”

在此次讯飞星火大模型2.0版本发布会前一

天，科大讯飞公布了刘庆峰的减持公告，他再一次

被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

刘庆峰坦然回应，所谓减持“套现”只是为了

偿还已经到期的定增借款， 并没有多卖1分钱股

份用于个人消费， 而当初这些借款均投入到了科

大讯飞的生产经营活动中。 2021年1月，科大讯飞

启动定增计划， 刘庆峰作为实控人全额认购这笔

23.5亿元的定增， 这一笔资金是刘庆峰通过质押

融资等方式借款筹集， 为的是稳定公司的股权架

构和经营管理，两年后，当初的借款已经到期。

刘庆峰表示， 坚定看好人工智能行业和公司

发展前景，2008年公司上市，15年来， 曾先后4次

增持该上市公司股份，累计耗资26.65亿元。

“以10年、20年的维度看，你就会发现，人工智

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革命，这个革命影响的

不仅仅是每个人，对整个产业和资本市场也是一次

远超以往的重大机遇。 但这是一个过程，谁能够看

得准、谁能够坚持下来，这是一定要用长期主义的

精神来踏踏实实做源头技术创新的。 ”刘庆峰说。

做好加减法

曹仁贤今年55岁， 他一手创办的阳光电源26

岁，上市第12年。 与曹仁贤对话后，记者发现阳光

电源能从当初50万元资金起家的名不见经传的小

企业，一跃成为全球知名的光伏逆变器龙头企业，

与曹仁贤敏锐和果敢的个性是分不开的。

“让人人享用清洁电力” ，一直是曹仁贤的梦

想。 大约30年前，从西部牧民需要用到太阳能便

携小电源、太阳能收音机等产品的小细节，还在合

肥工业大学从事可再生能源发电领域研究和教学

的曹仁贤，一下子就敏锐嗅到可再生能源的广阔

市场机遇。

1997年，曹仁贤毅然辞掉了“铁饭碗” 工作，

下海创业，开启了披荆斩棘的追梦之旅。

那一年，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才刚刚崭露头

角，国家三部委首次颁布国家可再生能源发展计

划。“那时候，‘光伏发电’ 4个字对于大部分人是

陌生的，再加上高校老师这份工作相对安逸，所以

除了我自己，没有人支持我辞职创业的想法，我自

己确实也动摇过，但是可再生能源肯定是趋势，最

终还是下定了决心。 ” 向记者回忆起创业之初的

心路历程，曹仁贤颇有些感慨。

刚创立公司的那段日子并不好过，在专注于

光伏和风电业务的同时，阳光电源也“对付着”做

一些传统的应急电源、UPS不间断电源产品来支

撑现金流，养活自己。 直到2003年，阳光电源研制

出中国第一台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光伏逆变

器并在上海成功并网发电，打破了SMA、施耐德、

西门子等外国企业的垄断。 也是在这个时候，曹

仁贤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直呼“疯了”的决定。

2004年，曹仁贤力排众议，砍掉了当时最赚

钱的UPS不间断电源业务， 集中公司全部资源投

入到光伏、风电等新能源产品。

曹仁贤坦言:“当时把一些正在发展的业务

砍掉，确实还是比较痛苦的。 有的企业可能认为

自己成功了以后什么事都能干，但是在那个时间

点上，我认为我们只能干一件事，就是可再生能

源，所以毫不犹豫地砍掉了几块盈利的业务。 ”

为什么对可再生能源有如此坚定的信心？ 曹仁

贤称：“一方面，我们清晰认识到传统化石能源是有

限的；另一方面，我认为阳光电源的主业未来前景是

非常广阔的，把主业做好，足以把阳光电源做大。 ”

回过头来看，那些当时和阳光电源一起做UPS

不间断电源业务的企业， 现在大部分都已经被淘

汰。“这个选择很关键，如果当时再迷恋小电源小

市场，那就没有今天的阳光电源了。 ”曹仁贤说。

该做减法的时候绝不拖泥带水，该做加法的

时候，曹仁贤也大刀阔斧，毫不犹豫。

“可能很多人认为做加法是相对简单的，但

加法你要把它做对， 让它产生1+1远大于2的效

果，这是非常困难的。 ”曹仁贤说。 当2015年阳光

电源刚刚切入储能行业时， 很多人都抱着看热闹

的心态看这家企业，毕竟那时，国内电动车市场也

才刚刚起步、锂电池仍十分昂贵，但如今，储能市

场热度方兴未艾， 显然没有人再怀疑曹仁贤对储

能市场提前布局的前瞻性。

“当时进入储能市场也是基于对可再生能源

未来渗透率逐步增加的预期。由于太阳能、风能都

有波动性，间歇式能源的弊端将逐渐显现出来，所

以我想储能的时机一定会到来。 而踩准时机也非

常重要，搞得太早有可能会死在黎明前夜，搞得太

迟也可能根本没机会入场， 所以到底在哪个点去

做新业务、去做加法，确实很考验管理者的决策能

力。 ”曹仁贤说。

不仅如此，围绕可再生能源，曹仁贤还带领阳

光电源在氢能等前沿领域进行布局。 “我们的多

元化实际上是强关联的多元化、协同的多元化，我

们没有离开可再生能源行业” ，曹仁贤告诉记者：

“氢能或将成为21世纪除电能以外最重要的二次

能源，阳光电源投建的年产能1GW制氢设备工厂

即将扩建，扩建投运后产能预计达3GW，具备领

先的技术和大批量交付能力。未来，公司将会进一

步加大在该领域的投入。 ”

光伏逆变器佼佼者

“出货量再次全球第一！ ” 近期，研究机构公

布最新排名，阳光电源2022年光伏逆变器出货量

以77GW的成绩再夺全球第一， 曹仁贤第一时间

在社交平台分享了这一消息。

阳光电源不仅已经成长为全球市占率最高的

光伏逆变器企业， 同时也被评价为最具融资价值

的逆变器品牌。众所周知，光伏是一个典型的周期

性行业，但上市12年来，阳光电源从未出现亏损。

今年上半年，阳光电源的业绩十分亮眼，归母净利

润同比增长383.55%到43.5亿元， 超过2022年全

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达47.7亿元，同

比增长479%，超过当期净利润规模。

阳光电源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从1997年到现在， 阳光电源一直围绕着如

何给客户提供更优质的产品， 如何去服务好可再

生能源行业，同时构筑好自己的‘护城河’ ，不断

迭代自己的产品和服务。 ” 曹仁贤将成功的原因

归结为核心技术的锻造和持之以恒的自主创新，

“每年都是这么坚持下来， 所以取得了一些小的

成绩” 。

只有矢志不渝地坚持投入积累微创新， 才有

可能有朝一日取得突破性创新。在阳光电源，平均

每三个月一次细节微调， 每半年对产品进行一次

大幅升级，每年至少推出一款新品。 二十多年来，

光伏逆变器的转换效率从早期的90%提升到

99%，价格从每瓦十几元降至不到0.2元，低电压

穿越、零电压穿越、高电压耐受、拉弧检测保护等

问题一一攻克。 曹仁贤口中的“小”成绩，其实是

行业里一个个实打实的里程碑式的进步。

曹仁贤表示：“阳光电源这一路走来，核心还

是靠自身的洞察力，对商机、危机、机会的洞察与

识别。可再生能源行业经历过几次大的波折，低谷

时，我们练好内功养精蓄锐，在行业发展的风口来

临时，我们踩准前进的步伐。 ”

他也坦言， 这一路走来， 资本的助力不可或

缺。 2016年和2021年，阳光电源先后两次进行了

再融资，分别募资了26亿元、36亿元，重点投向研

发创新中心扩建、全球营销服务体系建设、核心业

务产能提升等。

对于这两次在资本市场的再融资， 曹仁贤表

示：“非常及时、非常关键，是行业和公司腾飞的

两个关键时间点。如果当时不去增加资本金、不去

募集那些资金， 那么阳光电源有可能就在那个时

候掉链子了。 ”

打造“光伏+” 新业态

中国光伏行业协会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新增

光伏装机规模已经连续10年位居全球首位。2023年

上半年， 新增光伏装机规模达78.4GW， 同比增长

154%。 预计今年我国光伏装机规模有望超过

150GW。 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底，中

国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约4.71亿千瓦， 光伏发电已

经是中国装机规模第二大电源，仅次于煤电。

在能源变革成为全球共识的背景下， 光伏市

场保持高速增长的态势。 同时由光伏延展出一系

列新业态、新产业正在逐步形成。

曹仁贤对记者表示：“在可再生能源替代化

石能源的过程中，会涌现出各式各样的路线，当前

‘光伏+’ 出现了很多新业态，包括光伏+屋顶、光

伏+农业、光伏+养殖、光伏+水电，甚至有光伏+

储能，光伏+充电桩、光伏+新能源汽车等，这是光

伏发电走向成熟的标志， 也是光伏发电市场规模

迅速扩大的一个转折点。 ”

“尤其是在新能源汽车领域， 如果说未来新

能源汽车充的电还是来自化石能源， 它并没有带

来减排效果， 所以未来一定是将绿色能源和新能

源汽车结合起来，一方面给新能源汽车充上绿电，

另一方面充电剩余电量也可以参与电力系统的调

节，实现车辆和新能源以及电网的融合，在这方面

阳光电源还是充满信心的。 ”

随着国际市场的发展，近年来，包括阳光电源

在内的光伏新能源企业都有比较好的出口成绩。

“目前阳光电源50%左右的营收来自国际业

务，这块确实是我们的金牛业务，同时也化解了单

一市场上的风险。 全球市场对于我们来说确实非

常重要，在布局上也花了很大的代价和力气。 ”曹

仁贤表示。

曹仁贤表示：“从2005年开始， 阳光电源做了

近20年的海外业务布局，下一步我们还要跟广大友

商和行业领军企业一起去探索海外业务的规律，在

产品创新和提供优质服务等方面做好工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