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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与临港
共建复旦工研院

本报讯 记者 郭颖 为打通产学
研融合“最后一公里”，临港管委会联
合复旦大学共同打造最前端、最高端
的科研产业化基地。近日，复旦大学
与临港管委会、临港经济发展集团有
限公司共建“复旦大学工程与应用技
术研究院”签约仪式在复旦大学举行。

据悉，此次三方共建复旦工研
院，将致力在临港打造工研院科研产
业化基地。通过与包括中科院在内
的大院大所和国内龙头企业合作，工
研院期望在学校优势学科基础上交
叉融合，外引内联，引领工程与应用
技术创新和高技术产业发展，加快推
动上海临港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科
技创新中心的主体承载区，助力临港
产业再升级和产城融合建设。临港
地区也将支持复旦工研院发展，以临
港地区的产业集群优势、政策制度优
势，与复旦强强联手，形成联动，加快
复旦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

记者：目前不少大学生创业项目

也是先有技术再有创业想法，作为一

名“过来人”，对这些青年有哪些经验

可分享？

徐立：首先要确保技术足够领
先，一方面，技术的绝对领先将带来
产品的非同质化，形成技术壁垒，打
开时间窗口，有利于初创企业的发
展。另一方面，技术上取得突破，将
创造新的蓝海市场，增强初创企业的
竞争力。其次，判断某个技术的工业
化红线的时间点在哪里也很关键。
作为技术型创业公司，如果太早进入
某个技术领域，投入的全都是成本，
又离红线的时间点太远，可能熬不到

变现；但如果太晚进入，红海市场也
没有机会，时间点的把握很重要。

记者：人工智能如何更好地融入

城市脉搏？

徐立：人工智能城市是城市的下
一个发展方向。目前，商汤科技利用
原创技术布局安防、金融、汽车、智慧
零售、智能手机、移动互联网、机器人
等多个行业。通过商汤科技在不同
领域的深耕将人工智能城市的运营
超脱于单点应用，从而开启对整个生
活形态或生态链的“全应用场景”模
式。同时，我们也已经与上海市政府
进行全方位战略合作，商汤集团5年
内在沪总投资额不低于60亿元。

记者：十九大明确指出要“激发

和保护企业家精神”，作为青年企业

家，您觉得该具备哪些精神以及如何

发挥？

徐立：我觉得企业家应该有一种
敢于创新、执着追求、勤奋敬业和勇
于冒险的精神，这是企业家精神灵
魂所在。此外，创业自然离不开冒
险精神，因为一切都是从头开始的，
要不断地摸索和尝试。创业同样也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觉得做CEO
要具备随时满血复活的能力，无论
发生什么事，都要随时调整状态，这
也是执着追求和勤奋敬业的企业家
精神体现。

转变一种身份
在创业中迎接更多挑战

本硕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计算
机科学与工程系，博士毕业于香港中
文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系……徐
立有着多年计算机视觉、模式识别、
图像处理领域的研究和产品开发经
验，也是一名不折不扣的科研人员。

身份的转变出现于2014年。商
汤科技创始团队在 2014 年发表的
DeepID 系列人脸识别算法打败了
Facebook。全球首次超过人眼识别
率，这也意味着这一人脸识别技术突
破了工业化红线，徐立和团队意识到
成立公司的时机到了。

同时，在徐立看来，把学术成果
转化为工业应用，本身也是一种责
任，“人脸识别能够在诸多领域为人
们带来便捷、智慧的生活，可以让AI
引领人类进步。”

如今，商汤科技专注于计算机
视觉和深度学习原创技术，并推动
了各类计算机视觉技术迅速落地，
包括人脸识别、图像识别、文字识
别、智能监控、自动驾驶、遥感、医疗
影像识别等。合作企业超过400家，
涵盖安防、金融、汽车、智慧零售、智
能手机、移动互联网、机器人等多个
行业。

最近，徐立为公司的战略总结了
一个新的模型——“1（基础研究）+1
（产业结合）+X（行业伙伴）”。“1”为
技术上形成产业核心竞争力，“+1”
则是跟产业结合，“+X”是赋能合作伙
伴，即“商汤驱动，赋能百业”，这也使
得在多个行业产品测试中，商汤科技
均位列第一，商业营收亦属行业最
高，并在多个垂直领域的市场占有率
位居首位。“接下来我们的重点还是
要在垂直行业里面把一些实际的局
面给打开。”徐立说。

新增一种身份
为社会尽更多责任

就在上周，上海市青年企业家协
会举行了第八届第一次会员大会，徐
立又多了一个新身份——上海市青
企协会副会长。

在他看来，作为上海共青团联系
青年企业家的桥梁和纽带，青企协以
形式多样的活动为载体，以创新驱动
经济转型为目标，积极培育企业人
才、帮助中小企业发展，引领青年企
业家为不断提高城市的国际化、信息
化、市场化、法制化水平和进一步完
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出贡献。

能够成为新一任青企协会副会
长，让徐立感到十分荣幸，也认识到
了作为新一代青年企业家，肩上应当
扛起新时代赋予的重任。“AI产业是
我发挥能量的主场。在未来，我将带
领商汤科技，遵照党和国家关于人工
智能未来发展的规划与纲领，牢记青
企协的愿景与责任，推动AI人才建
设和服务建设，以原创为核心，为创
新驱动发展，实现上海市经济转型升
级和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
心，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对于城市建设，他们也在贡献力
量。目前，商汤科技已与上海市政府
进行全方位战略合作，将重点在上海
发展智慧城市、自动驾驶、智能芯片、
智能教育、金融服务等业务，全面推动
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和核心技术落地，
并助力上海建设人工智能专业人才体
系，推进人工智能生态圈的建设。

习惯一种身份
带领更多优秀青年成长成才

在青企协里，徐立与优秀的青年
企业家接触，在公司内部，他还要带
领一干青年才俊成长成才。

徐立介绍，他们目前拥有800余

位技术研发人员、150余名来自世界
名校的人工智能博士生，聚集了那么
多青年才俊，培养是关键。

徐立说，公司有导师制度，通过
学术上的联系吸纳师兄弟进公司成
为导师，公司给导师配备基础设施和
架构，包括给予硬件资源、数据标注、
硬件平台等方面的投入，通过导师的
示范作用再吸引聚集更多的人才，从
而形成“人才黑洞”效应。

针对实习生，公司也为他们开通入
职的绿色通道，“他们不仅可以直接接
受顶级科学家的辅导，还能够定期参加
员工前沿技术解读会、工程开发技术分
享会，增加与科技‘大牛’面对面切磋的
机会，提升他们的技术认知。”

同时，商汤科技还与香港中文大
学、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建立联
合实验室，推动人工智能前沿领域的
研究和应用。

此外，商汤科技还与清华大学、
北京大学等高校的研究团队建立了
以学术课题为导向的科研合作，致力
于人工智能的基础课题研究。商汤
科技通过产学研协同创新模式，实现
学术和工业界的紧密连接。

从实验室“技术男”转型为公司“掌舵者”80后徐立——

为人工智能城市建设贡献力量

[对话青年企业家]

去年成分献血募集
继续保持稳步增长

本报讯 记者 顾金华 通讯员
诸广宇 去年，本市成分献血募集量
继续保持稳步增长，全年共入库单采
血小板4.92万人份，与去年同期相比
增长9.33%。为鼓励更多人捐献单采
血小板,推广成分献血，由上海市卫
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上海市红十字
会联合主办，上海市血液中心承办的
热血暖申城——2017年度成分献血
者表彰会在中华艺术宫艺术剧场举
行。会上对一批长期参加或支持成
分献血的团体和个人予以表彰。

2017年，本市成分献血募集量
继续保持稳步增长，但是，在医疗资
源集中的上海每小时需要输血118
袋，每天有 944 个患者因此得到救
治，其中不乏急需单采血小板救治的
病人，上海市血液中心呼吁市民能够
踊跃参加成分献血。

■年轻态
当你点开Faceu、B612咔叽等APP

拍美图时，可知它们的合作伙伴都来自
一家公司——商汤科技。这家在计算
机视觉识别等人工智能领域的领航企
业，汇聚了一大批知名实验室“技术
男”，作为公司联合创始人兼CEO的徐
立就是最有代表性的一位。从实验室
转战创业战场，“80后”徐立用这几年的

奋斗证明，只要技术领先，把握好工业化红线的时间点，基
于学术成果的创业也能成功。 青年报记者 周胜洁

受访者供图

深耕不同领域为人工智能城市出力

首届医改十大创新
举措评选正式揭晓

本报讯 记者 顾金华 首届“上海
医改十大创新举措”评选日前揭晓。
包括建设“新华一崇明”区域医疗联合
体，打破“天花板”让好医生脱颖而出
等荣获十大创新举措，另有15项举措
荣获提名奖。据悉，这是在全国率先
开展的省级医改创新举措评选。

首届“上海医改十大创新举措”
推选活动自 2017 年 10 月启动以
来，社会反响热烈，共收到办医主
体、医疗卫生机构、市级卫生计生相
关学会（协会）等推荐申报的77项举
措。经过遴选，25项举措入围，最终

“好中选优”诞生10项举措。整个评
选过程中，除了专家评审环节，还在
市卫生计生委官方微信“健康上海
12320“上开展网络投票。为期10天
的网络投票期间，共有近15万名网
民参与投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