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了解我的人，都会觉得我的前半生足够精彩。”戴
着斯文的眼睛，却有着似猎豹般坚定地眼神，在浙江乐叶
光伏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叶志卿眼中，人生就似一场搏
斗，“拼搏”两字尤为珍贵。

拼搏的人生不允许他安稳。
20 年前，这个地道的义乌人选择辞职下海，创办了

一家针织公司，2007年，已经43岁的他没有安于现状，再
次华丽转身，跨界到光伏行业，开始新的征程。

拼搏的人生更不允许他退缩。
“只有倒闭的企业，没有倒闭的行业。”面对光伏行业

产能过剩的质疑，叶志卿霸气地给出了这样一个答案。
2009年下半年全国八成光伏企业倒闭，“活着”的光

伏企业大多限产或限停，裁员大刀阔斧，产品堆满仓库没
人要。与当前国内同行的苦苦煎熬相比，浙江乐叶光伏
却是另外一种“风景”：产品供不应求，畅销国外市场。

是什么能让乐叶光伏存活下来，甚至是过上了“好日
子”？

用叶志卿的话来说，不管是做针织企业还是做太阳
能企业，他在理念和个人风格上并没有不同，没有八成的
把握不下手，一旦下手就是雷厉风行。

“一些光伏企业至今仍没走出低谷，是因为当时在多
晶硅原料价格飙升到400美元/吨时大量囤货。”叶志卿告
诉记者：“这个时候，我们跟他们比是有优势的，成本价比
他们低。就算同样亏，我也亏得比较少。”从开工以来，乐
叶光伏一直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面临“产能少，客户多”
的难题。而这对于不少国内同行来说，却是梦寐以求的
好事。

“2012年的时候我说过,在浙江的这块土地上发展民
营企业，不能和其他企业一样拼资源、拼消耗，我们只有
选择清洁能源、新能源的产业突破。”但他做生意的原则

还是一样的：零库存、以销定产。“只要明确好方向，明确
好目标，把握好节奏，稳中求进，踏踏实实的走好每一步，
又会有新的天地。”

“光伏行业的暴利时代已过去，只有拉长战线在每个
环节上赚小利润，才能在整个环节赚大利润。”这也是为
什么当年叶志卿选择下游，加强供应链上下游的功能联
合，改变经营方式，改变单一产品结构的原因。

拼搏的成果是有目共睹的。
乐叶光伏不仅和国开新能源、华为、特变电工等一批

国际知名公司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而且已经建立覆
盖欧洲、美国、日本等主要光伏市场的销售网络。

“去年乐叶光伏投入近8亿元，建成年产1500MW太
阳能光伏组件全自动生产线。公司计划在 5 年内形成
2.5GW 组件产能，成为国内最大的单晶组件制造商。”叶
志卿说。 本报记者 王菁

叶志卿：奔跑在光伏界的“猎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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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七届“科技新浙商”颁奖仪式上，当被主持人问
及自己企业生产什么产品时，温岭市现代晶体有限公司
董事长葛文志手上突然冒出一个手指大小、薄如纸片的
手机光学部件，顿时吸引了颁奖现场各位观众的眼光。

“这就是我们生产的产品，最常见最常用的就是运用在我
们人手一部的手机上，目前国内外几大智能手机生产商
的光学部件都是我们这里生产的。”

1991年从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毕业后，葛文志进入浙
江水晶电子集团工作，期间他担任过集团分厂厂长，在数
年的生产制造经验积累下，葛文志开始自己的创业生涯，
2000 年至今，先后创办温岭市现代晶体有限公司、美迪
凯控股集团等企业。

温岭市现代晶体有限公司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主要为松下、京瓷、索尼、NEC、华为、三星、海康威视等国

内外知名的 IT企业提供产品配套，是索尼GP认证企业，
也是德国SCHOTT全球首家优选光学元件供应商。

葛文志手拿着自己企业生产的滤光片告诉记者，别
小看这样一个与薄纸厚度相差无几的滤光片，里面积累
的技术含量确实不低，而在与松下、索尼等知名企业合作
的过程中，正是因为产品技术稳定性赢得了这些合作伙
伴的信任，并与他们保持着长久的合作关系。

葛文志回忆，索尼在生产一款高精度投影设备时，需
要采用到稳定性高的光学部件，当时索尼找到了葛文志
和日本的一家企业，两家企业同时出方案和产品，最后葛
文志产品获得索尼认可，并一直保持合作关系到现在。

“企业赢得国内外众多知名企业的合作，背后是我们企业
技术创新的付出，自 2012 年至今，公司取得了 29 件产品
技术专利，包括滤光片多线切割机的切割辊箱防沙结构、

滤光片多片式面取夹具、水晶板、红外截止滤光片等。”葛
文志说。

作为一个需要大量资金投入的高新技术行业，面对
全球经济不景气的环境，行业面临的冲击是不可避免的，
葛文志表示，这种环境，是检验一家企业科技创新能力、
产品市场接受程度的关键时期，在很多企业打价格战的
时候，一批真正拥有自己核心自主创新能力的企业能够
在大浪淘沙中脱颖而出。

“我并不认为当前经济形势对实体企业仅仅产生负
面影响，相反，我倒是把这样一种环境当作是行业洗牌的
时期，因为那些一直打价格战来适应市场的企业，最终是
无法和这个 IT 技术快速发展的时代相适应的。”葛文志
说。

本报记者 杨汉水

葛文志：优秀者会在寒冬中脱颖而出

在7月29日第七届“科技新浙商”颁奖典礼的贵宾室
中，记者见到了一位年轻的企业家。粉红色的 POLO 衫
加上细金丝眼镜，给人以活力并且智慧的印象，有力的语
调和富有节奏的语速彰显着他的自信和控场能力，他就
是“科技小巨人”的获得者、杭州中奥科技有限公司执行
董事沈贝伦。

沈贝伦将中奥科技称为“智慧科技运营服务专家”。
中奥科技提出了“智慧服务”的理念，基于云计算、视

频物联网、大数据三项技术，自主研发了云数据服务平
台、空间数据服务平台、智能卡口、视频实战、移动应用开
发、运维管理等核心产品。目前，中奥科技已在智慧警
务、智慧交通、智慧安防、社会数据公共服务系统建设与
运营服务领域，跻身行业前列。

“云计算”、“大数据”等专业名词看似离我们很远，其

实距生活很近。沈贝伦说：“数据就像水和电一样，在我
们的周围自然而然的存在着，我们每次的消费、每次的电
话、每次的鼠标点击都会产生数据，我们既是数据的消费
者，也是数据的产生者、创造者。”因此，如何利用这些大
数据，如何让这些数据为生活服务，就是沈贝伦工作的全
部内容。据沈贝伦介绍，杭州的错峰限行措施就是中奥
智慧交通数据分析的成果。从2011年开始，中奥科技在
杭州城部署了交通数据采集系统，每天采集了海量的数
据，通过对它们的分析，指导交通流向、交通限行等具体
措施，从而保障杭城的交通有序进行。

正如沈贝伦所说“我们会将最前沿、最先进的技术，
通过这种转换的方式投入到我们的行业中”。的确，科技
真正的价值在能够应用于生活，服务于生活。这点说来
简单，可做起来并不容易。其实早在2008年中奥科技成

立之初，他们销售额只有七八百万元。但在短短的七八
年时间里，中奥科技的销售额就像脱了缰的野马，增长得

“肆无忌惮”。从 2013 年的 4043 万元，到 2014 年的 6018
万元，再到2015年1.2亿元。

当记者问及此事时，沈贝伦却十分谦逊，他说：“中奥
科技的发展一方面和企业重视科技的力量有关，我觉得
自己一直在创业，我们永远将中奥科技定位为创新型企
业；而另一方面也和浙江的创业环境有关，宽松优惠的政
策条件帮助了企业的成长。”他停顿了一会，继续说：“在
我看来，最重要的还是目前的大环境。”在沈贝伦看来，大
数据分析有着巨大的市场，“客户的持续性需求是我们发
展的动力。”正是凭借着对市场的嗅觉、对客户的服务和
技术的创新，沈贝伦以及中奥科技得以在市场中昂首前
进。 实习生 项明祥

沈贝伦：让城市因智慧服务而更美好

短短六年，浙江中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徐一
俊带领团队占据了国内半导体材料市场的半壁江山。中
晶科技股份也成为了半导体材料行业细分领域龙头，在
中高端分立器件以及集成电路用硅片市场独占鳌头，并
于2014年在新三板挂牌上市。

徐一俊在创业之初，在一家相关领域上市公司做常
务副总，已经在行业有很深厚积累的他，毅然决定出来自
己创业。2010年，徐一俊来到长兴创办了从事半导体硅
材料研发、生产销售的浙江中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徐
一俊助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当时决定从原企业出
来创业的时候，公司里面的技术团队人员也表示跟着徐
一俊一起出来创业，这帮原班技术团队的大力支持，让中
晶科技能够成为今天国内外半导体材料的主要生产供应
商。

徐一俊将科技创新作为企业发展的动力源，几年来，
中晶科技股份与浙江大学国家硅材料重点实验室等著名
高等院校、研究机构紧密合作，在单晶炉控制系统开发及
运用、新型节能保湿热场及长晶工艺、高精度重掺杂单晶
生长工艺、超高阻直拉硅单晶替代区熔硅单晶产品等领
域均建立了国际一流半导体装备和设计研发中心。

不仅如此，徐一俊还积极引入高级技术人才，搭建了
一支拥有包括材料学、微电子 、机械电子等多学科、多领
域的专业人才团队，团队核心成员长期致力于半导体硅
材料的研发与生产，在产品生产、工艺控制等方面拥有完
整的技术储备，并且拥有强大的设备研发和技术革新能
力，在过去5年时间里共取得了21件发明专利。

创业到今天，徐一俊带领他的团队克服了一项项困
难，实现一年一跨越：2011 年被认定为浙江省科技型企

业；2012 年入选国家高新技术企业；2013 年成为全国半
导体设备和材料标准委员会成员单位；2014年产值突破
6000万元；2015年新厂房启动建设，新项目上线，净资产
比并购前翻一番。

据介绍，2015年，在徐一俊的带领下，中晶科技股份
成功并购行业龙头企业隆基股份旗下宁夏隆基半导体材
料有限公司、西安隆基晶益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两家子
公司，营收增长三倍，年产值从 6000 万元增加到 2 亿元，
中晶科技与隆基股份达成具有行业影响力的合作，通过
整合行业资源，中晶科技在半导体材料行业领域的领头
羊地位进一步得到巩固，而通过兼并重组，中晶科技股份
的整体科技创新能力又进一步提升，并逐渐成为世界上
同行业领域知名的半导体材料生产企业。

本报记者 杨汉水

徐一俊：六年磨剑磨出行业细分龙头

出生于 1983 年的金华市伊凯动力科技有限公司总
经理何孟军，是本届“科技新浙商”20个候选人中最年轻
的一位。这位典型的 80 后小伙子，直击养老产业“痛
点”，正在构筑自己的“老年产业朝阳梦”——让老年人方
便、安全出行。

八年前，26岁的他在金华租下300平方米厂房，成立
了一家专门为代步车生产配件的企业。创业初期，公司
主要做代步车和电动轮椅的零配件加工生产，技术含量
相对较低。伊凯动力的转变，或者说何孟军的转变，开始
于2010年。

“随着我国逐渐进入老龄化，老年代步车必将是一个
新兴的朝阳产业。”在经历了爷爷的一次生病后，何孟军
发现了老年代步车的市场潜力，一次到德国参展的机会，
也让何孟军意识到，只有在技术和设计配置上下功夫做
高端产品，才能在同业竞争中抢占先机。2010 年，拿着

做配件赚到的第一桶金，何孟军成立金华市伊凯动力科
技有限公司，开始投入代步车和电动轮椅整车生产。

一直以来，伊凯动力以打造高品质产品为宗旨，不惜
投入重金设计研发，已经连续三年投入的研发经费都保
持在300万元以上。

如今，公司在他的带领下拥有了几十件专利，自主研
发了中国第一辆四轮驱动爬楼梯电动轮椅，使行动不便
的老年人和残疾人无障碍地独立出行，能够安全自由地
上下楼梯或越过其他障碍物。伊凯动力也成为国内为数
不多的100%电动车整车研发生产的企业之一。

老人家经常出远门还是习惯就近散步?老人家身形
是比较胖还是瘦?回家的必经之路是陡峭还是平坦?何孟
军说，与国外代步车相比，伊凯动力最大的优势在于结合
中国老年人的生活习惯和中国道路情况，设计研发不同
功能的代步车，有专注于避震功能的、有分车型大小的、

有行程远近不同的。
作为公司总经理，何孟军会亲自参与到公司的每一

款产品设计中来，而这些设计的灵感往往来源于生活中
的小细节。他说自己热爱观察，如第一次乘坐高铁时发
现车身遮阳的帘子可以随时固定，在研究原理后立刻应
用到了老年人代步车上，用于出行时的遮阳。

在何孟军看来，好口碑就是最好的推广。在国内市
场，伊凯动力有一套完整的推广计划——在全国铺开代
步车售后服务点，为客户提供贴心服务。

据介绍，伊凯动力以县为单位，已经在全国设立了
180个售后服务点。客户在线上订购代步车或电动轮椅
车后，这些服务点的工作人员除了会将车送到客户家中
并进行每年一次的上门保养外，还会就如何使用为客户
提供全方位的讲解，受到客户的一致好评。

本报记者 陈路漫

何孟军：80后和他的“老年产业朝阳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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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第七届““科技小巨人科技小巨人””风采录风采录
顺应新常态顺应新常态 再上新台阶再上新台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