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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读完硕士之后，父母一直希望我能继续攻读博士，
之后从事科研或是教学工作。”谢明说，出身书香门第的他选
择创业经商，父母始终很难接受。

事实上，谢明的母亲从未放弃这个心愿，甚至在每周的
家书中都会提。在创业压力最大的几年，谢明都不敢拆开这
些信，以至积压了厚厚一摞。“大概有几十封信，我都没打开
过，我觉得肯定都是责怪我的。”

直到2004年公司上市，之后谢明又当选美国国家工程院
院士，他的父母才知道，这些年他其实一直都在科研创新的
潮头之上。

“我觉得我就是创业型的。”谢明说，自己始终选择创
业，正是因为一颗充满危机感的心，总想着改变和开拓。无
论是因自己组装电脑而找到初次创业的契机，还是因为反馈
技术问题而成为三星的分销商，或是转型去做指纹识别系
统，谢明总是因为“不满足”而主动求变。

如今，在外人看来早已事业有成的谢明，再次转型，开
始了新的创业。“我们的指纹识别技术水平已经超过用户的需
求，我希望可以将已有的数据管理、统计分析和人工智能等

技术应用到更前沿的生物医药领域。”于是，2011 年，谢明
卖掉了科进公司，并在两年后创办了一家提供基因检测服务
的新公司。

公司规模从之前的 500 多人锐减到如今的几十人，经营
领域从自己熟悉的指纹识别变为完全陌生的基因诊断，甚至
又是经过一番艰难的摸索，才找到现在的发展方向，谢明又
把自己送回到创业的起跑线上。

但他却说，自己欣然享受新的挑战，并选择迎难而上。短
短3年，他的基因诊断产品已经进入美国大部分的儿童医院。

谢明还记得，2009年，作为美国华人精英组织百人会成
员的他，在年会上给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颁奖，表彰其为中
美关系发展所做的贡献。站在颁奖台上，他对基辛格开玩笑
说：“30 多年前您访问中国时，如果能提到今天我会在这个
台上给您颁奖，那我当时或许就不用在农田里插秧了。”

当然，基辛格那时没有说这句话，但谢明经过30多年的
努力打拼，还是站在了这个台上，为基辛格颁奖。在美国创
新创业的舞台上，这位“不安分”的创业家为华人拼得了一
席之地。

谢明：

始终“不安分”的创业者
本报记者 严 瑜

7月的一天，已然一头白发的美籍华商谢明，从北京飞到美国旧金山。在海关
入境处，他跟所有人一样，伸出手指，录入指纹。而跟所有人不一样的是，这套
全美边境管理系统的指纹识别技术是由他牵头开发的。

1980年，当谢明第一次踏上美国的土地时，入境并不需要录入指纹，而他一
定想不到的是，多年之后，他不但将自己的技术产品推向了全美甚至世界各地，
还收获了个人事业上的成功。如今，他是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曾被《福布斯》
杂志评为“25位知名美籍华人”之一，甚至，明年他将作为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唯
一一位大陆移民代表，登上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网站。

而在与本报记者的交谈中，谢明说，我始终是一个创业者。

如今已成为南加州大学校董的谢明，还记得自己刚到美
国留学时，感受到的巨大冲击。他说其中最受触动的是，学
校有计算机编程课，可以写程序、做实验。那时，计算机时
代正徐徐拉开帷幕，半导体工业也迎来飞跃发展的契机。

很快，硕士毕业后的谢明，就投身到这一浪潮之中，一
晃30多年。

谢明的第一份工作是为一名犹太老板打工，公司里十几
位工程师只能轮流使用一台个人电脑。为了提高效率，谢明
自己组装了一台电脑，价钱只是“正牌电脑”的 1/3。没过
多久，同事们纷纷请他帮忙组装电脑。看到机遇的他，就此
开始了第一次创业。

谁知，组装电脑使用的三星显示器，有着很高的损坏
率。在亲手修过一些显示器后，谢明给韩国三星公司寄去了
一份技术报告。没想到，这份报告最终让他的公司成为三星
在美国的五大分销商之一。“他们觉得我提供了有用的信息，

而且具备技术能力，于是把‘这块饼’给了我。”
然而这些只是小试牛刀，谢明真正想做的，是设计开发

自己的产品。为此，他将目光瞄向了当时很热门的指纹识别
领域，尽管一点相关经验也没有，但他立志将指纹识别设备
小型化，用于个人身份的认证。于是，科进公司就此成立。

“当时全世界只有三家企业在做指纹识别，而且都是世界
级的企业。而我们开始的时候，只有12万美元的资本，如果
对市场做过调研，绝对不会做这件事。”如今想来，谢明感
慨，当时真是歪打正着。

赶巧的是，创业没多久，洛杉矶县政府需要开发一套救
济金发放管理系统，其中要用到指纹识别技术。谢明带着 4

个人组成的小团队参与了竞标。他的竞争对手包括IBM这样
的商业巨头。在此之前，指纹识别技术主要用于刑事犯罪侦
破等方面。在技术评审时，另外两个竞标的团队，不得不带
着评审人员去警察局、监狱或是刑事调查局等地方，演示如
何进行指纹查找。

“我们团队的做法是，直接推着一台惠普的工作站到社会
福利局，当面进行演示。”谢明说，这个小而便捷的创新技
术，马上受到了旧金山县政府的高度评价。这个初出茅庐的
小公司，与合作伙伴一起，以1.6亿美元的价格中标。

这不仅是谢明拿到的第一份合约，还意味着他的公司开
始打开属于自己的市场。此后，他始终致力于指纹识别系统
的创新，不断拉开与竞争对手的技术差距，在美国市场攻城
拔寨，并逐渐走向世界。

2004年，这家以12万美元起步的小公司，在美国纳斯达
克上市。

小公司中标一亿六千万小公司中标一亿六千万

短短 14年，从一穷二白的华人学生，到上市公司老板，
谢明的创业之路似乎一帆风顺。但事实上，他和所有创业者
一样，也曾多次经历失败。但每一次失败后，谢明选择的都
不是泄气，而是从挫折中学习，从而跳得更高。

上世纪90年代初，就在赢得洛杉矶县救济金管理系统项
目之后不久，谢明一鼓作气，与合作伙伴一起开始投标第二
个项目——美国联邦调查局需要安装一套新的全国犯罪中心
管理系统，其中有一条就是，在警车中即可完成指纹采集和
识别等工作。竞争对手是摩托罗拉等巨头，但是有了此前的
成功经验及技术优势，这一次谢明自认为胜券在握。然而，
就在最后二选一的较量中，他的团队却败给了摩托罗拉。

“我们没有想到，你们能在这么短时间内开发出符合要求
的产品，但这是一个国家安全系统，我们更加看重团队合作
精神。”20 多年后，谢明依然清晰记得美国联邦调查局一名
助理局长在事后总结中说的话。在竞标中，所有的技术问答

环节，摩托罗拉都是由合作伙伴来介绍，而谢明公司则由他
自己介绍。“我们不觉得你的合作伙伴了解你的技术，如果有
一天，你走在路上被车撞了，那么我们国家的安全就可能受
到影响。”

这名助理局长的话点醒了谢明，让他意识到在提高技术
的同时，与合作伙伴加强技术互通与交流同样至关重要。

采纳意见并且做出改进之后，谢明顺利拿下了英国伦敦
警察厅的竞标项目，并在第二年再次回到美国联邦调查局另
一个指纹识别系统项目的竞标席上。这一次，谢明觉得项目
应该“落在自己的口袋里了”。

“公布结果的那天是 1996年 1月 18日，正好是我 40岁生

日。为了庆祝，我还提前给自己买了一辆宝马车。没想到竟
然输了，真是一个很沉重的打击。”谢明至今刻骨铭心。那
次，美国联邦调查局给三个竞标团队各1000万美元做一个演
示系统。其中一个团队将这笔钱全部投入到系统搭建中；另
一个团队则自行另加1000万美元来攻关；而谢明的团队却提
前将 250 万美元作为利润，并且因为一开始走错了研发方
向，不得不用剩下的750万美元搭建了两个系统。

“这一次的教训是太过自信，内部管理出现了问题。”谢
明说，尽管他的团队完成速度很快，技术精度也挺高，但美
国联邦调查局依然选择了另外的团队。

很少有成功者在同一个地方跌倒两次，但这两次特殊的
经历，却让谢明在很多年后感慨，如果不是因为失败得够彻
底，后来的成功也不会那么顺理成章。

几年后，谢明的公司开发的指纹识别系统中标美国移民
局项目，成为全国性的系统。

在同一个地方跌倒两次在同一个地方跌倒两次

花甲之年仍在潮头之上

从南加大的转学生到成为该
校校董，从一无所有到创业成功，
美籍华商谢明依靠自己研发的指
纹识别系统，在小小的指尖挖掘财
富，并由此获得美国商界乃至美国
社会的认可。

1955年，祖籍广东的谢明出生
于辽宁沈阳，父母都是知识分子。
年轻时，他曾两次作为知青赴农村
插队。1977年，作为恢复高考之后
的第一批大学生，谢明考入华南工
学院（现为华南理工大学），1980年
转学到美国南加州大学电子工程
系，并于1983年和1984年先后在该
校获得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

1990 年，谢明在工作一段时
间，并且初步尝试创业之后，和他
人合作成立了科进公司，专注于指
纹识别系统的研发。此后不久，这
个起初规模不大的公司在美国逐
渐打开市场。1996年，公司开始技
术转型。不同于同一类型企业生

产的大型复杂的指纹识别设备，科进公司主要提供
工作站组成的分布式系统。同时为了满足当时指
纹库增长的市场需求，公司还开发了自己的专业用
件，大大降低生产成本。

1998年，谢明带领科进公司拿到美国移民局订
单。当时，在洛杉矶，全部 47个执法机构都使用科
进公司的指纹识别系统。2001年“9·11”事件后，美
国政府对于国家安全的需求大大提高，并将指纹识

别作为边境管理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背
景下，从美国 2002年成立国土安全部以来，全美空
港入关的指纹识别系统都是科进公司的产品。

2000年前后，在谢明的带领下，科进公司还开始
进入英国、意大利、西班牙、比利时等国际市场。
2004年，科进公司在美国上市。2007年该公司的收
入达到1.06亿美元，股票市值为10亿美元。作为科
进公司的董事会主席和总裁，谢明2006年以14亿美
元的净资产值位列福布斯全球富豪榜中的第562位。

2013 年，谢明创办明瑞生物医药公司，担任董
事长和首席执行官。2015年，谢明当选为美国国家
工程院院士，成为仅有的6位华裔院士之一。

商业上成功的谢明，不忘投身慈善，支持教
育。2006 年他捐款 3500 万美元给母校南加州大学
工学院，南加大决定将电子工程系命名为“谢明
电子工程系”，这
是该校历史上第
一次以华人命名
院系，谢明也成
为南加大校董之
一 。 2010 年 他 又
向南加大医学院
捐 助 5000 万 美
元，资助基于纳
米技术的癌症药
物研发。谢明的
善举极大提升了
在 美 华 人 形 象 ，
获得了美国社会
的普遍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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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籍侨商
胡文虎上世纪在
东南亚商界纵横
捭阖，是当地赫
赫有名的“万金
油大王”和“报纸
大王”。

1908 年，胡
文 虎 之 父 辞 世
后，胡文虎与弟
弟胡文豹为了重
振父亲的药铺，
对中药进行了系
统 改 进 。 1910
年，胡氏兄弟制
造 出 了 以 万 金
油、八卦丹、清快
水、头痛药为主
的虎标良药，很

快风靡东南亚。在一战期间，依靠低价买进、高价卖出的商
业战术，胡氏兄弟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一战结束后，二人
皆成为百万富翁。

为配合虎标良药的行销，胡文虎在 1921 年介入报纸生

意。到1951年元旦，胡文虎创办了缅甸《缅甸晨报》、新加坡
《星洲日报》，中国汕头的《星华日报》、厦门《星光日报》等近
20份报纸。

除了商业，胡文虎也致力于慈善。1935年，胡文虎宣布
拨巨款，计划10年内在全国各地创办1000所小学。此外，胡
文虎还捐赠过包括厦门双十中学、汕头女子中学等近70所中
学。

胡文虎离世后，他的女儿胡仙继承了胡氏家族的企业王
国。此时，家族企业历经多次动荡，已呈衰落之势。盛极一
时的星报系只剩下位于香港的《星岛日报》在勉强为继。胡
仙临危受命，开始了复兴星报系。

胡仙的一系列报业改革，使得低迷了近20年的星报系又
开始焕发生机。1972年，星岛报业在香港上市，并于上世纪80
年代雄霸香港报业广告，一度垄断了地产广告。巅峰时期，胡
仙控制的报纸多达7份，成为享誉港岛的“报业女王”。

胡仙1998年以后淡出商界，把精力投诸慈善事业。她先
后把位于广州、福建永定的胡氏家族的房产赠送给当地政
府，辟为广州市少年儿童图书馆和胡文虎纪念馆。1993年，
胡仙在福建成立了胡文虎基金会（福建），主要承担胡氏家族
在闽粤两地的慈善事务。

胡文虎和胡仙在商业上取得成功之后，都为慈善事业做
出过巨大贡献。从商业到慈善，体现的是胡家两代侨商回报
社会的热忱。 （来源：《中国慈善家》）

图为胡文虎图为胡文虎 （（右右）、）、胡文豹兄弟胡文豹兄弟。。
来源：广州文史网

胡氏两代侨商的发展史
张枭翔

胡氏两代侨商的发展史
张枭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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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深圳市侨商智库研究
院联合海内外社团、商协会
主办的第二届“侨交会”将于
8 月 13 日至 15 日在深圳举
行。随着筹备工作进入冲刺
阶段，海内外展商紧张“备
战”，海外华侨华人“摩拳擦
掌”，忙着申报通关等工作。

据初步统计，第二届“侨
交会”海外参展商占一半以
上。东南亚国家展团主要以
展示当地原生态特产及旅游
产业为主，澳大利亚、日本、
美国、加拿大等展团则偏重
于展示高科技、金融、地产投
资和法律服务等。

第二届“侨交会”除了设
有传统的房地产、金融、高新
科技等主要板块，更侧重于

建设跨境电商、国际民间交流中心等
平台，并结合当前最新的产业热点，更
好地服务于新、老侨回国创业，大大拓
宽了“万侨创新”的舞台。

（以上均据国侨办官网）

日前，意大利华商代表
团一行赴安徽宣城市考察投
资项目。宣城市市长韩军会
见了代表团一行。双方就在
宣城建立意大利产业园以及
互设投资促进联络处，达成
共识，并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意大利米兰华侨华人工
商会名誉会长陈世甫介绍，
此次考察团考察宣城的目的
是在安徽寻求更多的投资合
作项目，希望通过这次机会
加强侨商与安徽之间的联
系，也为欧洲有意向投资中
国内地的企业牵线搭桥。

据悉，该产业园以汽车
及汽车零部件、新材料、新能
源、新技术等领域的项目为
主，计划总投资50亿元人民
币，首期将投资4亿元人民币，这是安
徽省首家由意大利华侨华人投资建设
的意大利产业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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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论 语 丝

丝绸之路经济带将会给我们侨资
企业带来很多的机遇。企业的发展要
紧跟国家的战略步伐，只要大家紧紧
围绕在国家“一带一路”大战略下，
我们侨资企业定能聚集大能量，发挥
更大的作用。

——加拿大中国能源协会副会
长、陕西省侨商联合会副会长雷宁

华商看中国发展华商看中国发展

华商谈经商之道华商谈经商之道

财富可以继承，但企业家精神需
要青年侨商自觉传承，这才是家族传
承中最重要的内涵。新侨商应该具备
良好的教育背景，专业的经营理念，
独特的思维方式，执著的社会公益
心。中国不缺经商的人，但需要独立
人格的商人，青年侨商应把良好的企
业精神传承下去。

——上海市侨商会副会长、上海
宝恩科技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王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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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谢明 （右） 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