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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经过多年的努力，“纳米侨”的产品陆续进
入中国市场，甚至国际市场。

这两天，段浩忙着飞赴印度尼西亚，与该国最大
的国家石油公司洽谈合作。接下来，他的产品还有可
能进入石油巨头壳牌的采购名录。“在我的办公室里挂
着一张世界地图，打开一个国家的市场，我就在上面
插一面小旗子。”段浩笑着说，如今已有近10面小旗插
在了北美以及中东一些主要产油国的地图上。

而相比10年前刚回国时的“两眼一抹黑”，现在的
江必旺对于国内纳米材料的应用市场更加熟悉，每年

近 20 亿元的产量让
他对自己要做的事也
更有底气。“我们要
做的不仅是填补国内
市场空白，最重要的
是有能力引领世界技
术。”

对于“纳米侨”
们来说，技术是取胜
的最强杀手锏。

创 业 近 10 年
来，江必旺始终亲自
管理统筹公司的技术
研发，130个人的团
队中有 50 人专门做
技术。在他看来，掌
握技术就意味着掌握

话语权。“过去，没有我们自己生产的纳米材料，液晶
显示屏、生物制药等领域的很多产品都被其他国家所
垄断，这就意味着这些产业永远被别人‘掐着脖
子’。”江必旺说，接下来，他还打算逐一突破纳米材
料在医学诊断、航空航天等更多领域的应用。

姚毅也在做着相似的事。“国内医疗专用加速器的
研发经历了前后三代人30多年的努力，我希望作为第
四代一定要做好，给中国争光。”姚毅说，自己的目标
是让企业进入全球加速器行业的前三。虽然相比国际
巨头动辄几千人的研发队伍，他们150多人的团队看似
有些蚍蜉撼大树，但姚毅依然充满信心和干劲。“我们
还帮目前全球前三名的企业做过代工，这就证明我们
的产品是世界一流的。”

在积极开拓国内国外市场的同时，段浩同样没有
放松技术的创新。“一家企业要发展，不可能只靠一个
技术打天下。”段浩深谙这个道理，近来他就带着团队
正在尝试应用微生物的新陈代谢，使废弃的煤井可以
继续生产天然气。

创新的火花和攻关的动力来自清晰的目标，也来
自相互的启发和支持。如今，在苏州纳米城，越来越
多纳米相关领域的华侨华人带着各种各样的技术聚集
于此创新创业。“我们经常会有交流，不同行业、不同
技术相互碰撞，甚至相互定制相关的产品。”在姚毅看
来，这是他的团队如今能够不断推出新成果的重要原
因。

随着更多“纳米侨”从海外归来，微小的纳米世
界将迸发更多的精彩和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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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之前，在中国侨联第六届新侨创新创业成果展上，一个特别的群体吸引不少关注

的目光——“纳米侨”。他们是来自苏州纳米城的华侨华人创业者，大多拥有海外求学工

作的耀眼履历，却纷纷选择回国，在这座如今已是全球最大的纳米技术应用产业综合社区

创新创业，在小小的纳米世界为中国各个行业的发展探寻无限可能。

日前，本报记者采访“纳米侨”中三位美籍华商。他们之中，有国家千人计划特聘专

家江必旺，有荣获2016年中国侨界贡献奖创新人才的姚毅，也有年轻的“80后”海归创

业者段浩。他们的故事组合在一起，映现的正是一幅姑苏城里“纳米侨”的最生动群像。

说起来，江必旺已是苏州纳米城里的“老人”。
2007年，作为园区第一届科技领军人才项目引进的海
外人才，这个带着闽北口音的美籍华人把家搬到这
里，创立苏州纳微科技有限公司。

彼时的江必旺，刚刚回国一年，有着先后求学于
北京大学、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出众背景，申
请10余项国际专利，创建了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纳
微米材料研究中心，有近20多年的国内外研发经验。
不过，对于创业，他还是个新手。
“中国在纳米领域的学术研究其实很强，但在几乎

所有的高端纳米材料应用方面却都是空白。”和记者聊
起当初为何走出舒适安逸的象牙塔，走进充满风险的陌
生商界，这个言谈之间依然透着一股“书生气”的华商不
假思索地说，他想做些改变，希望把技术转化成产品，推
动国内纳米材料的应用和产业化。

相比刚来时的略显孤单，如今江必旺在纳米城里
有了越来越多志同道合的伙伴。同样来自美国的姚毅
已在这里工作快6个年头。他创建的苏州雷泰医疗科技
有限公司，专注于纳米智能直线加速器的研发生产，
明年初就将推出样机，这让他最近忙得几乎脚不着地。
“那时出去留学，就是想着要从美国学到知识，回

来报效祖国。”这位早年毕业于国防科大的老一代留学
生还保留着军人般的热血激情。早在上世纪90年代，
姚毅就曾和妻子一起回国创业。虽然之后一度重返美
国，但回国的念头从未在他的心中消失。

2010年，在广州留学生交流会上，苏州纳米城负
责人对姚毅设计的用于放射治疗的纳米智能直线加速
器产生浓厚兴趣，向他发出邀请，双方一拍即合，姚

毅再次踏上回国创业之路。
“目前，中国用于放射治疗高端设备的技术95%以

上都是靠进口的，中国虽然一直在做，但是没有做
好，我希望带回的技术和产品，能为改变这一状况贡
献力量。”这一次，姚毅的目标更加清晰明确。

改变，这是纳米城里的“纳米侨”们想得最多、
做得最多的事，也是他们携技术漂洋归来的最重要原
因。其实，对于他们当中的不少人而言，来到纳米
城，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改变。正如“80后”创业者
段浩所说，相比自己从前在美国一些大型公司优渥的
工作待遇，创业总让人觉得“苦哈哈”的。但当知道
手中的精密技术能为国内许多行业带来一些实实在在
的变化，回国创新创业成了义无反顾的选择。

关于改变的梦想

当然，改变并不那么容易。
“技术不等于产品。”这是江必旺创业近10年之后

最深的感触。“要把一个技术真正转化成一个产品，是
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江必旺用了整整8年的时间，将自己研发的用于
医药纯化的单分散硅胶色谱填料微球实现产业化。而
研发这项技术，他只花了两年。
“一个新产品可能有很多优点，但一旦有一个缺

点，就可能被市场排在外头。”过去的8年，江必旺做
的就是将技术在产品化过程中，在原材料、工艺、成
本、性能等几乎所有环节可能出现的缺点一一改进。

这个过程无疑
是煎熬的，尤其是
在追求短平快的市
场大氛围下，江必
旺不可避免地受到
过 各 种 劝 说 或 质
疑。甚至连公司的
投 资 方 都 一 度 劝
他，不一定非要做
这样技术难度大、
研发时间长、风险
大的高端产品，做
一款中低端产品，
或许可以更快地挣
钱并将公司送上市。

面对可能的捷
径，固执的江必旺
没有犹豫。“我回国
的目的不只是为了
挣钱。”在他看来，
“国内缺的是能沉下

心来、真正干实事的人和忍耐寂寞、坚定创新的追
求。”而他，就要做这样埋头干活的人。

最终，坚持为江必旺带来了成功。如今，他的公司
已开发出上千种高性能、高附加值的纳米微球产品，成
功应用于液晶显示、生物制药等产业，填补多项国内技
术和产品的空白。

时间，似乎是这些“纳米侨”最愿花费的成本。
因为他们坚信一条质朴的道理：慢工出细活。姚毅带
领团队研发设计出纳米智能直线加速器，同样用了8年
的时间。而其中一个核心部件电动光栅，他们回国后
不断改进，前前后后做了9个版本。

要耐得住寂寞，还得吃得起苦。对于10多岁就去
美国生活的段浩来说，回国创业意味的是一个不再安
逸的选择。而年轻的他，同样选择为目标而坚持。

段浩和父亲在美国共同研发的纳米级生物表面活性
剂可以通过生物酶技术，应用于油田三次开采，达到增产
的目的。回国之后，为了让这项技术更加适合国内油田
的具体生产需求并且得以推广，段浩需要到全国各个区
域的油田进行试验。于是，风餐露宿成了家常便饭。
“中午吃饭的时候，油田附近往往连块坐的石头都

没有，就只能坐在头盔上。”段浩对这样的艰苦早已不
陌生。创业之初，为了节省开支，他甚至坐了三天两
夜的绿皮火车去新疆克拉玛依油田。

习惯吗？“早就料到了。如果说为什么坚持，那就
是一个念头，我不干谁干？”段浩笃定地说。他骄傲地
告诉记者，回国创业这三四年间，基本上中国所有的
油田，他都去过。更让他高兴的是，他的技术一次又
一次地让油井生产出更多原油。“我还记得第一次监工
是在河南油田的3—418井，那次的效果超出这口油井
的历史最高产量，从施工前的每天 0.8 吨增产到 4.8
吨，而且效果持续了12个月。”说到这些，段浩年轻的
脸上满是兴奋的笑意。

守住寂寞和艰苦

引领世界的技术

商机商讯

11月15日，澳洲河南商会揭牌
仪式在澳大利亚悉尼议会大厦举
行。

河南省政协副主席、河南省工商
联主席梁静赴会并在致辞中说，近年
来河南发展态势很好，河南综合实力
大幅提升，经济平稳健
康发展，增速持续高于
全国平均水平。目前，
中国已启动实施“十三
五”规划，河南省明确提
出决胜全面小康、让中
原更出彩的战略目标，
需要包括广大海外侨胞
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戮
力同心，携手奋斗。

澳洲河南商会执行
会长胡鲲鹏在仪式后表

示，今后澳洲河南商会的道路一定
会越走越远，为在澳的豫籍企业家
提供更多更好的商机与合作，带领
在澳的豫籍企业家共享商机，携手
并进。

（据中新网电）

澳河南商会举行揭牌仪式

日前，应安徽省侨办的邀请，
由广东省侨商投资企业协会联合清
远市侨商会组成的广东省侨商代表
团一行抵达安徽，开启在皖的寻觅
商机之旅。

11月 14日下午，考察团参观
了合肥市高新区“侨梦苑”、科大
讯飞公司等地。安徽省外侨（港
澳）办主任王信于当日会见了考察

团一行。王信介绍，安徽区位优势
明显，交通便利。省会合肥是长三
角城市群副中心，国家重要的科研
教育基地、现代制造业基地和综合
交通枢纽。“合肥‘侨梦苑’已正
式挂牌，相关配套设施也正在逐步
完善，希望广大侨商来安徽投资兴
业。”

（据中国侨网电）

粤侨商团赴安徽觅商机

历史掌故

十月革命前，旅俄华商按原籍分
为四大帮：山东为东帮，河北、东三
省为北帮，江浙为南帮，广东为广
帮。四大帮华商中，山东商人无论是
在店铺数目、从业人数，还是在资本
额方面，都处于优势地位，堪称旅俄
远东华商的主体。

第二次鸦片战争前，黑龙江左岸
直至外兴安岭与乌苏里右岸直至日本
海，包括库页岛，还是我国领土，分
别属黑龙江将军和吉林将军管辖。那
时，就有大批山东人前往该处，有采

金伐木、拓地耕种、挖取人参的苦
力，也有与这些苦力及当地少数民族
交易的商人。

后来沙俄政府迫使清政府签订了
1858 年援浑条约和 1860 年北京条
约，强行侵占了这片辽阔的中国领
土。从那时起，在这片土地上活动的
中国苦力和商人才成了侨工与侨商。

旅居俄国远东的山东商人经历了
曲折的、艰难的发展过程。大体上说，
有以下几个阶段：从19世纪60年代到
80年代，“因俄人经营沿海州，大兴土
木，鲁民来此工作者日增，华商亦因之
加多。而我国各省人民，亦复闻声接

踵而至，日增月盛，络绎于途。”1891
年，俄国西伯利亚大铁道远东段从海
参崴破土动工。这一宏伟的工程吸引
了更多的华工与华商。19世纪90年
代和20世纪头一个10年，是山东华商
企业在俄属远东大发展的时期。

1906年，海参崴等各地的中华
总商会相继成立，其领导权大都操于
山东商人之手。商会的成立对于维护
华商的正当权益起了积极作用。

1917年，海参崴的华商店铺达
到1015家，而朝鲜商人拥有的店铺

仅26家，日本商人192家，两者合计
约仅当华商的1/5。

十月革命后，在一场翻天覆地的
社会大变革的浪潮中，东帮华商从俄
国远东逐渐减少以至消失了。但他们
对俄国、对祖国、对故乡的贡献却不
可埋没。东帮华商将我国出产的茶
叶、丝绸、粮食等销售到远东的城镇
乡村。另一方面，远东归侨回归山
东。侨工、侨商的增加，缓解了山东
人口与土地失衡的矛盾，加上侨汇的
增加，对山东经济的发展无疑是有利
的。华商的存在也有利于俄国远东的
开发。 （来源：《黑河学刊》）

远东山东华商的兴落
徐万民

商论语丝

近年来，中国的综合国力持续增强，全球影响力逐步扩
大，华侨华人的地位也日益提高，这极大促进了华侨华人的
大团结及融入所在国主流社会的步伐。
——泰国泰大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刘锦庭

现在，全球投资商都看好中国。不去中国发展业务，就
算不上全球性企业。
——新加坡第一家食品集团董事长魏成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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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无诚而不言，人无信而不立，诚信既是企业发展之道，亦
是做人之根本，是中华民族商业文明中尤为重要的一点，也是
朝上创业发展一直坚持的信念。
——印尼穆利亚集团董事局主席曾国奎

首先，你要有因时利导的想象力，预见到哪些行业存在机
会，且具备现实的可操作性；接下来，你必须迅速行动，抢占先
机，并时刻维系成本意识；最后是出售、出售、不断出售！
——新加坡丰隆集团主席郭令明

商界传奇

图为江必旺。 资料图片

▲图为姚毅。 资料图片

▼图为段浩。 资料图片

图为东帮华商曾经的活动据点海参崴。 资料图片

图为澳洲河南商会揭牌仪式。 来源：中新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