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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年近古稀的曾宪
章，大部分时间仍在路上。
对于科技创新，他似乎有着
与生俱来的兴趣与激情。

每年，曾宪章都会专
程去美国两三次，参加旧金山、拉斯维加斯等地举办的
各类世界顶尖科技产品展会，了解未来产业创新发展的
方向。无论是物联网，还是机器人，抑或其他时下热门
的科创领域，说起其中最新的研发成果，曾宪章都了如
指掌，对于信息的掌握丝毫不输于年轻人。

更让他兴奋的，是中国国内如火如荼的创新创业热
潮。前不久，曾宪章去了一趟山东淄博。2000多年前，
齐桓公在那里设立一座稷下学社，从中走出的孟子、荀
子等大家开创了一个百家争鸣的思想盛世。“那是中国
创新最厉害的时候。”曾宪章大为感慨，眼神中毫不掩
饰向往之情。他同样希望自己能够抓住当下的机遇，成
为创新创业精神的传扬者。

“最近3个月，我都在到处演讲，今年刚刚公布的4所
双创大学，我基本都去过。”作为国内堪称“教父级”的创
业导师，曾宪章如今已是众多创业论坛的座上宾。

面对热情的追捧和热烈的氛围，曾宪章保持着一如
既往的理性与冷静。“我们不是要让每一个人去创业，
而是要让每一个人了解什么是创新，什么是创业。”

作为过来人，曾宪章深知，创新创业需要激情，更
需要扎实的基本功。技术、制造、营销、人际、有效的
表达……这些功夫缺一不可，而这恰恰是许多前扑后拥

的创业者容易忽视的。
因此，相比“术”，曾宪

章更重视“道”的传授。就
如去高校，他往往不直接
给大学生上课，而是先培

养老师，因为一个好的创业老师可以引导更多的学生。
接下来，曾宪章还计划将更多国外基础性、系统化

的创新创业培训体系引进中国，在国内培养真正的创新
理念和创业技能。

“我希望有一天中国的科技业能真正站在全球的前
沿。”曾宪章说，自己一辈子都在和科创行业打交道，
这是他的兴趣，更已成为他的理想。

侨商共聚汕头推创新发展

近日，中国侨商投资企业协会科技创新委员
会年会等系列活动在广东汕头举行。国务院侨务
办公室主任裘援平在活动上指出，华侨经济文化
合作试验区建设对汕头、广东乃至国家侨务工作
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充分发挥海外侨胞、华侨华
人资源优势，发挥汕头侨乡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首个以华侨概念命名的国家级战略平台——
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2014年12月在汕头正式挂
牌。两年来，试验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政策创新
同步进行，正成为侨资侨力大展身手的舞台。华
侨试验区 2015年成立了中国首家面向广大侨资企
业的股权交易平台“华侨板”，截至目前注册企业
已达432家，为具有侨资背景的外商投资企业、拟
股改企业、科技创新型企业拓宽了融投资的渠
道。 （据中新社电）

美华人专家会在合肥挂牌
日前，美国华人专家会安徽省办事处挂牌仪

式在合肥侨梦苑举行。美国华人专家会会长王希
萌表示，作为促进安徽对美经贸文化交流的平
台，美国华人专家会安徽省办事处可以为双方项
目洽谈和人员往来进行对接，及时传递合作项目
信息，为安徽“走出去”做好推介服务。

美国华人专家会于 2015年在洛杉矶成立，现
有海内外分会 11个，吸纳海内外专家学者和企业
界人士等近 1400人。据了解，引智创业工程作为
专家会最重要的职能之一，将把美国高新技术引
到侨梦苑落户，并在合肥侨梦苑建立创客空间，
引导帮助大学生及青年进行创业孵化。

（据中国侨网电）

侨商广西打造延寿文化项目
由英国侨商投资5亿元建设的“巴马延寿传统

文化养心苑”项目近日正式开工建设，该项目是
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重点打造的巴马长寿养生国
际旅游区的重大发展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广西首
家医养结合、禅养结合的文化旅游基地。

项目开工仪式上，巴马瑶族自治县政府副县
长唐秀谊介绍，当前，广西“十三五”规划已明
确将“巴马长寿养生”列为广西五大旅游品牌之
一，提出以巴马为中心，打造国际长寿养生健康
旅游目的地、世界长寿养生科学研究中心、国际
长寿养生健康文化交流与合作平台。

（据中国侨网电）

曾宪章曾宪章：：

3030年创业的年创业的三重境界三重境界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严严 瑜瑜

6868岁的曾宪章岁的曾宪章，，看上去与附近公园里散步的老人无异看上去与附近公园里散步的老人无异。。深灰色的羽绒马甲罩在灰深灰色的羽绒马甲罩在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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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百人会理事开口讲话时国百人会理事开口讲话时，，清亮的台湾普通话和不时蹦出的英文单词清亮的台湾普通话和不时蹦出的英文单词，，传递出的却是传递出的却是
非凡的创业见解非凡的创业见解。。

从上世纪从上世纪8080年代至今年代至今，，在美国硅谷在美国硅谷，，在台湾科学园在台湾科学园，，在北京中关村在北京中关村，，曾宪章在一曾宪章在一
波又一波创业浪潮中波又一波创业浪潮中，，见证见证、、参与参与、、思考思考，，自己创业自己创业，，帮人创业帮人创业，，教人创业教人创业。。他从与他从与
乔布斯同时期创业乔布斯同时期创业，，到如今站在中国到如今站在中国““双创双创””的浪潮之巅的浪潮之巅。。如他自己所说如他自己所说，“，“很少有人很少有人
能像我一样能像我一样，，有这种机缘有这种机缘。”。”

“非常孤独。”这是 36 年前，曾宪章开始创业时的感
受。1980年，即便在他身处的美国硅谷，创业还是极少数
人的选择。没有氛围，没有经验，一切全得靠自己摸索。

谈起最初，曾宪章连说了三遍：“千辛万苦。”
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一周工作 7 天，每天十几个小

时。为了找到第一笔种子基金，他和同伴整整花了18个
月；为了敲开德国西门子的市场大门，他在慕尼黑的公
司门口被挡了三天三夜。

对于这个头顶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博士学位的
高材生来说，坐地铁去谈生意，敲门被拒绝，要接受这些碰
壁和冷遇，并不容易。更何况，他们自主研发的两款产品
微电脑开发系统和影像扫描仪，拥有世界领先的技术。

“开始有一种潜在的想法，我是做研发的，是高高在
上的，做销售就是凭一张嘴。”曾宪章坦言，创业之初，
自己一点也看不起市场营销，“任性”地和另两名创业伙
伴埋首产品研发，将销售外包给别人去做。

但很快，残酷的商场现实敲醒他们：只有能卖得掉
的产品才是好产品。

在那个创业还是新鲜事的年代，没有创业导师，也
没有成功宝典，选择创业的年轻人得不到太多来自外界
的鼓励和帮助。为了解决问题、打开市场，三人之中必
须有一人“下海”学习经商。相对外向的曾宪章成了被
选中的那个人。

于是，工作之余，曾宪章多了一个新任务：每天晚
上回学校上课，学习市场营销。“那段时间是蛮辛苦
的。”忆起“回炉重造”的经历，曾宪章无奈地笑说，自
己最初也是“心不甘情不愿”，但一想到公司倒了就一无
所有了，便只能忍气咬牙地认真学。

“学完之后就飞出去谈，谈完回来再思考，我就当作是
教学相长。”渐渐地，曾宪章发现，老师有时甚至还会请他
来讲授实际经验，而他也不再只是“技术宅”，销售、财务、
行政，都有所了解。再面对市场时，他已然更加自信从容。

8年之后，曾宪章创办的全友电脑公司成功上市，并且
一度在扫描仪领域占据全球市场占有率第一位。“我突然
觉得，好像是一夜之间，我从无人知晓变得小有名气。”曾
宪章说。

事实上，这个转变并不突然。如他所说，创新创业
并非“灵光一闪”，而是需要很多的务实积累。而在那 8
年，曾宪章做的最多事的就是，跌倒了，再爬起来。

面对孤独，跌倒了再爬起来

创业时，曾宪章走在浪
潮之巅；帮别人创业，他同
样是走在最前面的领路人。

清 华 紫 光 、京 东 方 、
TCL……这些如今国内大
名鼎鼎的科技巨鳄，在早年发展的关键时期，都得到过曾
宪章的帮助。

20 世纪 90 年代，清华紫光的扫描技术获得全友电
脑的技术转移，之后曾宪章又为他们引入现代化企业的
行销理念，最终通过 9 年努力，清华紫光在 1999 年上
市，成为中国最大的扫描仪公司。

这样的故事，曾宪章还有许多。这个说话慢条斯理
的商人曾有一个颇为豪气的称呼——“科技游侠”。因
为从1998年开始，他就放下自己的生意，将绝大部分精
力投注于科技方面的公益事业，四处奔走，辅导内地各
大高新区、各类企业发展创新。

“饥饿”，这是早年内地高新科技行业留给曾宪章最
深的印象。“大家的学习欲望非常高，很希望成为国际
品牌。”对于当时跃跃欲试的内地科创行业而言，一切
外来经验都弥足宝贵。

而这，正是曾宪章在创业之外更想做的事。在他看
来，与其用十多年的时间成立一家又一家公司，成就自
己，不如把已有的知识、经验、人脉等资源整合，帮助
更多的人创新创业。

如何将无价值的资
金 转 化 成 有 价 值 的 资
金 、 怎 样 找 准 市 场 定
位、重视专利申请和研
发投入……近 20 年来，

无论是高新园区，还是个人创业者，只要有困惑、有需
要，曾宪章都将自己多年的经商心得倾囊相授。

其实，在进入中国内地之前，曾宪章就已是美国硅
谷最早的一批华人“创业导师”。如今在华人创业圈颇
有名气的公益平台“玉山科技”，曾宪章就是其中重要
的创始人。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起，每月第三个周三，
下午 3 时，曾宪章都会在硅谷和朋友办讲座、搭平台，
邀请华人创业新秀们前来聆听经验，结识朋友，分享想
法。

在他和朋友的推动之下，玉山的平台越来越大，从硅
谷扩展到遍布美国的14个分点，名气也越来越响，会场上
的面孔不再只是一群创业“小毛头”，而是“大咖”云集，甚
至惠普、英特尔这些美国本土主流的科技企业都慕名前
来参加玉山年会。这几年，曾宪章还将玉山科技带到中
国，在中美科创行业之间开通“高速直通车”。

“原本要 18个月才能打开的门，我帮他们两个月就
能打开；他们原本可能要跌倒10次，现在只要跌倒3次
就可以了。”曾宪章笑着说，他做这所有一切的想法很
简单，那就是为真正热爱创新创业的人指一条捷径。

广东地处岭南，濒临南海，远离中原。独特的地理位置，让广东人具有外向的性格，也更
容易前往海外谋生。

《佛山市华侨志》记载，佛山人“出洋”以去南洋诸国如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等
为最多，约占50%。同样，该情况也适用于南海。早在18世纪中后叶，已有南海人在东南亚一
带谋生。不过这并不是南海人最早出洋的时间。事实上，早在元朝，南海人就开启了海外之
旅，在当地国家上演着自己的“威水史”（注：“威水”出自粤语，指了不起、不平凡的经历）。

史料显示，南海西樵人梁道明在三佛齐（旧港）做买卖，因善于经营和处理事情，深孚众
望，被大家推为侨领。而在洪武三十年（1397年），爪哇满者伯夷国王灭三佛齐旧王朝，当时旅
居三佛齐的华人一千多人拥戴广东南海人梁道明为三佛齐王。光绪年间，九江上西人关晓常

到马来西亚山打根埠，经营格木园，兼冶商业，成为当地殷商，被称为“格木大王”。像这样南
海人“成王”的故事，还能找出很多。

同样，南海华侨在文化上也给侨居国带来了华文文化、武术文化和醒狮文化。20世纪之
交，近代教育大兴，华文文学也随之发展。新加坡独立后，新华文学仍是该国文学的组成部
分，为当地文艺的繁荣作出贡献。加拿大华侨邓衍锌表示，加拿大万锦市市民在街头上一看
到高桩醒狮表演，就知道是南海人、佛山人在办活动。

侨胞与家乡的羁绊也并未随着岁月的冲刷而变得脆弱，相反在大时代的作用下变得更为
牢固。在经历过艰难漂泊的岁月之后，南海华侨们在国外取得成功也不忘家乡。投资实业、
捐资助学等反哺家乡的行动，让南海华侨们在家乡经济文化发展的历史上抒写了浓厚的一
笔。而乡梓之情正是凭借着这些羁绊而得到延续和传承。

投资实业、带动家乡发展，是不少侨胞们竭尽心力去做的事情。19世纪 60年代至 70年
代，西樵简村陈启沅因生计远涉越南，在堤岸经营丝绸庄和其他行业，成为巨富。1872年，陈
启沅回到故乡简村，创办了中国近代第一家使用机器缫丝的民族资本企业——继昌隆机器缫
丝厂。1982年，旅港同胞林亮、林健锋、林建勋父子 3人回到故乡盐步投资办实业。到 2002
年，他们先后投资达1800多万美元，办起了南海永和玩具制品有限公司等6间玩具厂，每年有

价值数亿港元的塑料、绒布、铝合金等6大类玩具产品出口世界各地。
在南海的文化建设上，侨胞们也不遗余力。改革开放后，华侨华人、港澳同胞向全国各省

和故乡的公共图书馆、高校、科研单位赠送图书，支持文化中心建设，支持文学创作和电影制
作等，价值达2.9亿港元。此外，华侨、港澳同胞捐款兴建新医院，改善旧医院，引进先进的、现
代化的医疗设备。 （来源：《广州日报》）

图为海外唐人街街景，浓郁的广粤文化是其中的亮点。 资料图片

南海华商的“威水史”
邓柱峰 刘鹏飞 陈昕宇 温 利

历 史 掌 故

商 机 商 讯

图为国侨办主任裘援平于汕头第二届侨商创
新发展论坛上作大会主旨演讲。 来源：中新网

商 论 语 丝

生命在于运动，资本的生命也在于运
动。一旦中国资本的“全民运动”开展起
来，在金融的奥林匹克竞技中，中国也将摘
金夺银，傲视群雄。

——澳洲宝泽金融集团董事局主席王人庆

中国如今是世界上竞争最激烈的市场，
因为中国人擅长发掘商机，也常常成群结队
地在同一片商机里一较高下。

——新加坡丰益国际集团董事长兼CEO
郭孔丰

未来十年，亚洲将形成几个世界级航运中
心，包括中国上海、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等。我
们坚定看好中国市场，中国的发展成就了我
们，也促进我们的在华投资，这是双赢。

——新加坡太平船务（私人）有限公司
董事总经理张松生

华商看中国发展

华商谈经商之道

一个很大的企业如果没有面临一个很长
时间的经济萧条，不会发挥出企业最大的潜
力，困境只会激发企业家的智慧和斗志。

——美国JM Eagle集团总裁王文祥

很多家族企业只一味寻求强大，不断刺
激接班人的野心，却缺乏爱心推动力。我们
不能说，野心是绝对坏的存在，但只有野心
的传承，往往充斥着负能量。而爱，则是捍
卫理想的正能量，企业要壮大，家族要传
承，首先要学会如何去爱。

——新加坡万邦集团主席曹慰德

我是从做实业开始的，我认为办实业，应
该稳扎稳打，基础牢靠，一步一个脚印，心里踏
实。

——菲律宾航空公司董事长陈永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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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创业：

面对“饥饿”，倾囊相授指捷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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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未来，让中国科创引领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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