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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风采

▶ 晁毓山

千里牵手 情系橡胶
——访茂名宜和化工科技有限公司创业团队

广告

“在准备将技术进行商业化的时候，相比挣

钱而言，我们更关心的是它的社会效益能否

实现。社会效益实现了，对我们来说就很满

意了。”中国科学院理化所应用激光中心主

任、杭州中科极光科技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毕

勇说，一直以来中科极光的追求就是让激光

造福于人类。

从科研人员到创业者

2004年，毕勇从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博

士毕业，开始从事激光显示技术研究和产业化

工作。10多年来，先后承担并完成了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863计划、科技支撑计划、电子发展

基金等多项重大项目，取得了系列重要成果。

在从事研究工作的同时，毕勇始终有一个

愿望：通过创业让激光显示技术实现产业化。

2015年 5月，杭州中科极光科技有限公司

由中国科学院理化所、杭州经开区等共同投资

成立，致力于研发生产挑战人类视觉极限的纯

激光显示产品。公司以许祖彦院士、毕勇博士

为学术带头人，组建研发团队，开展多项关键技

术攻关和新型产品研发。

在历经一年多的研发之后，中科极光研发

的激光显示产品开始进入市场。2017年，公司

接到的第一个大项目——济南大明湖照明项目

至今仍然让毕勇记忆犹新。

“大明湖项目工程实施的难度比较大，当时

公司从研发部门到工程服务部门都是新组建

的，很多问题大家都没接触过。每天白天团队

成员去现场工作，晚上就围在一起开会讨论问

题和解决方案。”毕勇说，为了做好这一项目，动

员了全公司的力量。

今年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也对

中科极光产生了一定影响。为了应对疫情影

响，中科极光及时调整产品方向，将聚焦B端的

业务逐渐转向C端，推出了RGB纯激光电视。

“疫情将线上教育推至一线，相比手机、

平板等线上学习的方式，电视的大屏幕更具

有优势。而激光电视产品不仅可以营造一个

类教室的场景，还能实现护眼，受到了广大家

长们的欢迎。”毕勇说。

让激光造福于人类

在今年 10月举行的第十届中国技术市场

协会金桥奖表彰奖励大会上，中科极光“三基

色 LD 激光显示的技术研发及产业化”项目获

评项目类二等奖。

此前的 9月，中科极光携两款高亮激光投

影机亮相 2020 InfoComm 展会。其中，一款

产品亮度达 50000 流明，另一款产品亮度高达

88000流明。

“88000 流明激光投影是目前为止行业内

亮度非常高的激光投影，也是全球范围内正

式投产并可应用于视听解决方案的超高亮度

RGB 三色纯激光投影产品。”毕勇说，该产品

拓展了城市夜间景观及文旅演艺等视听产业

的应用场景，可以有效解决城市照明项目中

被照面不理想、环境照明干扰等问题。

中科极光之所以能在亮度上不断开创行

业“新纪录”，在于其始终坚持三色激光投影

技术的研发和创新升级。

据悉，中科极光的核心研发团队成员均

来自中国科学院理化所。而中国科学院理化

所在许祖彦院士等一批老专家的带领下，已

经在激光显示领域做了 30多年的工作。2006
年起，团队致力于纯激光显示产品的开发，突

破了小型化高性能三基色 LD 激光模组、高效

率控制驱动、高精度分时调制、颜色管理、高效

能热管理、匀场照明与散斑消除等关键技术，研

发出超高清RGB三色纯激光家庭影院、高性能

RGB三色真激光光源系统等新一代激光显示

系列产品，主要技术指标达到国际水平。

目前，中科极光拥有年产 3万台激光显示

产品的柔性生产线，可提供激光应用于家庭影

院、工程投影、影院的全套解决方案。

“打造激光显示创新链、产业链是中科极光

的企业使命。”谈到公司的未来发展，毕勇信心

满满地说，中科极光将借助激光显示等关键领

域取得的技术突破，推出更多更高更好的激光

显示产品。

在第八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先进制造行

业总决赛现场，赛德雷特（珠海）航天科技有限

公司凭借“量产型商业微小卫星标准平台研发

及产业化项目”荣获初创企业组第四名，并在

赛后的互动环节得到了全场最多的投资意向

邀约卡。

“人生的目标不能太多，把一件事情做到

极致，这就是成功！”赛德雷特（珠海）航天科技有

限公司联合创始人、首席运营官安好表示，“赛德雷

特”意思就是让卫星更好，卫星让世界更好。

站在中国航天“巨人”之肩

中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航天大国，回眸航

天发展的60年，从1956年中国制定十二年科学

发展规划，建立了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机构

——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开始，历经 60 余年探

索，我国已经取得了运载火箭（1970年“长征一

号”）、基础人造卫星（1970年“东方红一号”）一

直到现在的探月工程（2007 年“嫦娥一号”）和

空间站（2011 年“天宫一号”）等多项里程碑式

的进展。

“商业航天是航天的一个分支，是一条从

2000 年后开始逐渐繁荣起来的新赛道。商业

航天有两个关键词‘商业’和‘航天’，所以能够

孕育一流商业航天企业的地方一定需要满足

两个基本要素：一是大体量且繁荣的商业市

场；二是完整且成熟的航天工业体系。”安好进

一步解释说，一方面，商业市场的繁荣意味着

市场竞争充分，对良好体验的优质服务有着旺

盛需求；商业市场的体量大则意味着航天产品

的高投入有可能被分摊至一个用户能够接受

的程度。另一方面，商业航天需要的是成熟而

不保守的技术，这就决定了至少在中前期，商

业航天企业的技术和人才来源，是且只能是举

国之力的传统航天。另外，航天是一个非常复

杂的大系统工程，如果需要由一个企业承担这

个庞大系统中的每一个部件、零件、基础设施

的配套，那么商业航天就变回了传统航天，也

就失去了向市场要效益的可能性。

“而纵观全球，能满足一流商业航天企业

两个基本要素的地方，全球一共有两处半。”安

好表示，第一处是美国，拥有全球一流的市场、

第一的航天技术，美国也是商业航天起步最

早、发展最快、目前最成熟的地方。第二处是

中国，拥有全球第一的市场、前三的航天技术。

另外半处是欧洲，欧洲的整体市场规模和航天技

术完全具备支撑商业航天头部企业的能力，但是

这些市场分散在近20个国家，技术分散在4-5个

主要国家，这就决定了欧洲的商业航天企业在

上规模后，很难与中美企业竞争。

正是因为站在中国航天这个“巨人”之肩，

中国商业航天起点较高，发展势头不容小觑，

国内迅速涌现了一批商业火箭公司和卫星公

司，他们的出现开始打破传统封闭的航天体

系，吸引着国际上很多优秀企业的合作，将中

国民营航天企业引入了国际市场。“赛德雷特

就是站在中国航天这个‘巨人’之肩发展起来

的公司。”安好说。

向着头部企业奔跑

赛德雷特（珠海）航天科技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11 月 30 日成立，公司经营范围包括集

成电路和计算机软件及硬件产品；微小卫星和

宇航飞行器控制系统及产品的研发、生产、测试、

销售和技术服务；航天器及其配套设备和零部件

的设计、研发、装配;电子产品(不含电子出版物)、电
器机械及器件、自动控制设备和软件的研发、技术

服务、销售;航空航天领域的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技术服务等。

“赛德雷特是世界级的微小卫星供应商与

大型商业卫星星座问题解决专家，拥有一流的

技术研发团队和超过十颗的三年以上寿命的

微小卫星成功案例。”安好介绍说，团队整体作

为核心技术成员参研的快舟系列卫星，先后为

巴基斯坦地震、马航失联客机搜寻、云南鲁甸

地震等国内外重大灾害及事故救援工作提供

了应急响应支持。

安好表示：“成功的案例是最好的实力证

明，赛德雷特在业务星领域无论是从技术还是

人才储备，无论是从成功案例的数量还是质量

而言，都是国内顶尖商业卫星制造公司。”

据了解，赛德雷特(珠海)航天科技有限公

司的团队基本是哈尔滨工业大学卫星团队的

骨干班底。“目前国内商业卫星板块尚不存在

垄断性的头部企业，大多数商业卫星企业只能

研制立方星服务于低端试验、实验市场。科技

型高端制造企业毕竟和互联网的行业特点不

同，技术才是其根本。”安好说，赛德雷特的目

标是向着头部企业奔跑。

“商业航天是大国的舞台，赛德雷特在星

辰大海的赛道上会继续用优质的性价比和一

个接一个的成功，向世界唱响中国的强音。”安

好表示。

毕勇：逐梦激光科技让卫星更好，卫星让世界更好
——访赛德雷特(珠海)航天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安好

▶ 本报记者 罗晓燕

创业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