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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8日，瞄准集成电路、新
能源汽车、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
药、现代服务业等重点领域，合肥
经开区集中签约了 99 个重点项
目，协议投资额约835亿元。据该
区管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
签约项目起点定位高、科技含量
足、辐射带动强，将为该区创新提
升先行一步，打造高质量发展新
样板注入强大动能。

产业演进，动能转换加速向

中高端迈进，得益于合肥经开区
负重爬坡，坚持不懈推进的“创转
升”（创新转型升级）战略行动。

作为一个建区 26 年，拥有
2000多亿传统制造业产值的开发
区，合肥经开区把实施“创转升”
行动，作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机制和有力抓手，对占地
工业企业实施综合绩效考评和差
别化资源要素配置，倒逼转变经
济发展方式，走上质量更高、效益
更好、污染更少的发展之路。

从2016年开始，合肥经开区

从亩均税收、亩均主营业务收入、
亩均利润、环境保护指标、研发创
新指标等方面，对300多户占地工
业企业进行绩效综合评价。根据
评价结果，对企业进行ABC分类，
实行差别化管理，从生产要素、政
策奖补、金融支持等多方面分类
施策。同时，建立“退低进高”“退
劣进优”激励机制，激励A类企业
引领发展，鼓励B类企业改造提
升，倒逼C类企业提质转型。

几年前，该区一家装备制造
企业建成后产能严重过剩，土地

和厂房处于长期空置状态。合肥
经开区将其第二工业园724亩土
地退回，导入哈工大机器人集团、
哈工大机器人(合肥)国际创新研
究院、龙迅半导体（VR）等智能制
造项目，预计可实现年产值80亿
元，年缴纳税收5亿元。

通过资源要素的整合、置换、
嫁接和重组改造等，合肥经开区
有效整合低效土地等资源要素，
为优势产业发展腾挪空间，土地
的价值也被重新发现。

三年过去，“创转升”效应正

在合肥经开区逐步显现，数据显
示：目前经开区占地工业企业亩
均税收达到20.53万元，同比增长
16%；A、B类企业增加15户，占地
比例提升到79.7%。

在效率变革的同时，合肥经
开区的动力变革也在同步进行
中。2018年该区高新技术企业、
科技型中小企业实现“双倍增”，
现已分别达到220家、750家；战新
产业产值增长15.5%，占比首次突
破半壁江山，高新技术企业产值
占比达到74.9%。

刘庆峰认为，语音技术的发
展最终是要走向社会，造福于人
类，在技术的研发过程中需要通
过持续的应用和实践来加以验证
和优化，而语音领域的科研活动
是一种多学科联动活动，是需要
一群科研学者共同研发，协同完
成。为此，最为直接和科学有效
的研发方式就是公司化运营。自

主创业，创办企业成了唯一的选
择。

1999年，在刘庆峰进行创业
之时，微软首次在中国设立奖学
金，叫微软学者奖学金。当时科
研人员的工资大概一个月仅2000
元,而微软学者奖学金有几万美
元，这个条件很令人心动。那时
刘庆峰与他的伙伴们已经创业

了，并确定了要做属于中国人自
己的核心技术，所以他顶住诱惑，
坚决予以回绝。

就这样，刘庆峰从一个默默
无闻的科学研究者，从幕后走向
了前台，成为中国智能语音和人
工智能技术及产业发展的核心
人物。从此，在多个场合他成为
科大讯飞产品的代言人、推广

者，特别是作为四届连任的全国
人大代表，他将语音技术和产品
带给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全
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们，
成为我国智能语音与人工智能
技术、产品的“最有力传播者”。
从此，他也走上了一个由科研工
作者向企业经营管理者迈进的
奋斗之路。

刘庆峰：科学家成为企业家要走很长的路

合肥经开区转型升级挺进“深水区”
李长龙 本报记者 张晓梅

【前沿瞭望】

编者按：据美国《财富》杂志报道，美国中小企业平均寿命不到7年，大企业平均寿命不足40年。而中国，中小企业的平均寿命仅2.5年，集团企业的

平均寿命仅7—8年。美国每年倒闭的企业约10万家，而中国在2018年注销的企业就超过180万家。不仅企业的生命周期短，能做强做大的企业更是寥

寥无几。企业做不长、做不大的根源当然很多，但核心根源却只有一个——缺乏一个能引领企业永续前进、具有真正商业领袖基因的企业掌门人。

“对于一个企业

而言，科技创新

和经营管理是两个不

可缺少的要素，而经营

和管理尤为重要。”7

月15日，全国人大代

表、科大讯飞董事长刘

庆峰在接受媒体采访

时认为，一个科学家并

不一定是一个懂经营

善管理的企业家，科学

家成为企业家要走很

长的路。

刘庆峰表示，从 2018 年开
始，科大讯飞有了一个非常重要
的变化，那就是To B-To C双轮
驱动战略的扎实推进。科大讯
飞在To B业务上有很强的优势，
但他们不满足于此。科大讯飞
想要成为既有行业品牌，又有公
众品牌的公司。消费者BG自成
立以来每年都保持60%的高速增
长，2018年To C业务实现营业收
入25.17亿，同比增长96.54%，在
整体营收中的份额接近1/3。双
轮驱动的良好格局正在形成，在
各种经济周期下实现相互补充、
相互促进。

还有一点非常可喜，科大讯
飞已经在业界基本实现了从 To
B、To C的贯穿，刚需和代差级优
势正在越走越深，越走越远。

今年 6 月 9 日，是科大讯飞
成立二十周年纪念日。弱冠之
年，科大讯飞也向大家交出了一
份答卷。据科大讯飞 2018 年年
报显示，公司2018年实现营业收
入较2017年同期增长45.51%，基
于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世界领
先的人工智能技术，科大讯飞持
续推进“平台+赛道”的人工智能
战略，应用成果不断显现。“平
台”上，基于讯飞核心技术的国

内首个以智能语音和人机交互
为核心的人工智能开放平台，持
续为移动互联网、智能硬件的广
大创业开发者和海量用户提供
人工智能开发与服务能力，围绕
人工智能开放平台积极构建产
业生态。“赛道”上，科大讯飞持
续构建垂直入口或行业的刚需+
代差优势，人工智能研究成果在
智慧城市、教育、政法等领域实
现了规模应用。

在消费者业务方面，科大讯
飞持续强化AI技术制高点与行
业应用落地，培育和塑造讯飞AI
消费产品，打造AI产品和服务。

据科大讯飞 2018 年年报显示，
To C 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25.17
亿，同比增长 96.49%；实现毛利
12.96亿，同比增长70.75%；To C
业 务 在 整 体 营 收 中 占 比 达
31.80%，毛利占比达32.72%。

科大讯飞的弱冠之年，我们
看到了技术上的创新和突破，看
到了AI应用的落地和更新。当
然，我们更加期待的是，像刘庆
峰说的那样，“未来，人工智能会
像水和电一样进入我们的生
活。”让每个人都拥有一个人工
智能助手，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
好。

在谈到中美经贸摩擦时，刘庆
峰说：“技术打压，让更多企业家更
负使命感，因为他们看到了仅仅依
附于别人的核心技术，进行一些创
新应用和工艺研发，并非长久之
计，一个企业不仅要懂得获取利
润，更要有国家和民族担当，不能
一味重利。”

企业管理是一个特殊行业，你
有技术，有一腔热血并不能管好一
个企业。刘庆峰常说，一个科学家
并不一定是一个好的企业家。科
大讯飞在成立之初是一个纯技术
型的团队，他们要将研发成果推向

市场，就必须要有企业经营管理的
头脑。

刘庆峰回忆他第一次对企业
管理者的认识是 2001 年。2001
年，中国的改革开放迎来重大突
破，我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一员，
对中国所有企业来说这都是前所
未有的机遇期。也正是这一年，科
大讯飞获得了联想创始人柳传志
的认可，于是联想把进入风投产业
后的第一单给予了科大讯飞，成为
科大讯飞第一位投资者。当时柳
传志到合肥签约，与刘庆峰及其团
队亲切交谈到夜晚11点多，他提出

的“建班子、定战略、带队伍”管理
三要素，是刘庆峰直到今天仍在学
习并应用到团队建设的重要经验。

刘庆峰说，自己搞科研，可以
埋头单干，而做企业就必须要建班
子，定战略、明方向、带队伍。20年
来，他从一开始的赶鸭子上架，到
逐渐的感悟、适应和主动地迎接作
为一个企业管理者的挑战。目前，
虽然说自己不是一个成熟的企业
家，但至少对这一职业有所了解、
感悟，并能够带领团队坚定地向
前。

“无论是有科学家思想的企业

家，或是有企业家思想的科学家，
仅仅有科学技术是不够的。”刘庆
峰说，科大讯飞一直以研发为重，
在市场和社会上有时显得较为单
纯，这就需要企业家思维来搞定。
有很多技术专业人才并不适合做
企业家，因此，在团队建设上注重
吸纳一些管理型人才，培养具备企
业家思维的帅才。这是“神枪和神
枪手的关系”，企业家失败了这个
企业就失败了，科学家只要研究出
一项科研成果就是一辈子成功，二
者的评价标准和体系是完全不同
的两个概念。

由于热爱，从幕后走向前台

企业需要企业家思维来搞定

科大讯飞发展正值上升之势

全国人大代表、
科大讯飞董事长刘庆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