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端访谈高端访谈 INTERVIEWAA44 2023年4月11日 星期二

本版主编 沈 明 责 编 吴 澍 美 编 王 琳 制 作 张玉萍 E-mail:zmzx@zqrb.net 电话 010-83251785

李春莲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也被称为“中国光谷”，
这里每天都发生着与自主创新有关的故事。高德红
外更是其中的代表，在创新的路上披荆斩棘，突破红
外芯片被国外垄断的市场格局。

说起公司的创业之路，高德红外董事长黄立感
慨万千。曾经切切实实感受到被“卡脖子”的滋味，
这也让他有了更大动力，用10多年的时间坚持不懈
做科研，走出一条自主创新之路。

10年的时间不算短，尤其是对于一家上市公司
来说，除了科技创新，还要兼顾营收净利等一系列指
标，颇为不易，黄立因此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可贵的
是，包括黄立在内的公司科研人员勇于坐“冷板凳”，
最终获得了成功，没有让投资者失望。

在采访黄立的过程中，记者深刻感受到，拥有了
核心技术“底气”，高德红外的路会越走越宽，另一番
天地正在打开。在实现关键技术从0到1后，红外芯
片的应用领域越来越多，公司的发展“天花板”会越
来越高。

从0到1再到N，也是黄立对高德红外未来的期

待。红外芯片这几年在民用领域不断发力，应用到
越来越多的行业。比如无人机带上红外热成像仪
后，可对长时间使用的太阳能电池进行扫描，并快速
检测到哪些电池有问题，马上进行维修。资本市场
需要更多像高德红外一样的技术型公司，只有上市
公司不断打开自身业务的天花板上限，全产业链体
系才会愈发完善。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
向，集聚力量进行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坚决打赢
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支持和突出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大科技人才
及团队培养支持力度。”

实际上，作为企业技术带头人的黄立也一直认
为，作为科技型企业，应义不容辞肩负起创新重任，
攻克更多技术难关。高德红外深耕以红外技术为核
心的高科技创新行业，坚持创新驱动发展，依托“高
德特色”发展模式，助力国防科技装备水平提升，立
志成为核心技术驱动下的高科技生态型企业。

我们也有理由相信，资本市场未来会有越来越
多的企业能够找准赛道，并在这条路上更“执拗”一
点，在更多“卡脖子”领域取得突破。

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才能从0到1再到N

本报记者 李春莲 李万晨曦

人工智能、智能汽车、无人机、汽车电子等
新技术的快速发展，推动半导体需求持续增长，
芯片等板块更是持续受到关注。在半导体产业
链面临外部限制的背景下，国产替代与自主可
控是相关行业长期发展的主线。

在刚刚过去的3月份，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高德红外”）格外忙碌，接连
赴德国、美国、深圳、重庆、成都、武汉等地参加
11场展会，向国内外用户集中展示自主研发的
全新红外芯片产品与尖端技术。

樱花盛开的季节，《证券日报》记者一行来
到高德红外，专访董事长黄立。作为一家民营
军工类上市公司，高德红外上市后通过十多年
的努力，终于形成了以红外技术为核心的全产
业链，一路走来颇为不易。

梅花香自苦寒来。一枚红外探测器芯片，从
受制于人到实现自主知识产权的国产化，高德红
外走了8年。成千上万次的试验，近20亿元的投
入，高德红外经历过质疑，但黄立始终没有放弃。

湖北武汉的“中国光谷”是当下中国的创新
高地之一，坐落在这里的高德红外真正诠释了
自主创新的要义，而“掌门人”黄立更是秉持着

“没有什么不可能”的精神，让这家公司不断攻
坚克难，蹚出一条“高德模式”之路。

走通红外芯片这条路才有了底气

现如今，大家对红外测温并不陌生。新冠
疫情期间，商场、写字楼等不少地方为了监测体
温，都在入口位置配备了红外产品，以实现快
速、大面积检测。

这项技术在非典期间也曾发挥了颇为重
要的作用。不过黄立回忆起来，却是悲喜交
加。喜的是公司产品在关键时刻派上了用场，
悲的是当时红外芯片的研发生产技术仅由西
方国家掌握，我们想生产相关产品只能高价购
买“质次价高”的芯片，受制于人的滋味不好
受。这让黄立更加确定，一定要实现红外芯片
的自主研发。

2010年，高德红外登陆资本市场。彼时，
高德红外就确定了目标——研发自主知识产
权的国产化芯片。如果这条路走不通，公司也
活不下来。

而实际上，这个决定面临的风险很大。当
时，国内在这个领域技术是“0”，人才几乎也是

“0”，设备依靠国外，甚至连原材料都没有，各方
面都很难，可以说是一穷二白。在这样的情况
下，对于一家上市公司来说，“倾其所有”投资红
外核心芯片，最终可能会“一无所有”。

但这并没有让高德红外放弃，公司在成立
之初就立志要靠技术创新蹚出一条路，找到自
己的立足之地。

功夫不负有心人。高德红外上市后，将募
集到的近20亿元资金全部用于芯片研发。经过
8年的努力，高德红外自主研制的红外探测器芯
片彻底摆脱了技术封锁，达到国际一流水平，还
搭建起三条国内最先进、批产规模最大的红外
探测器生产线。

也正是基于过去多年的积累，新冠疫情期
间，高德红外的红外产品发挥了重要作用。黄
立表示：“高德核心芯片完全实现了自主可控，
不管多大的量都能够供应上来，我也很欣慰，公
司为疫情防控作了一点小小的贡献。”

高德红外多年来坚持在自主创新方面不断
投入。科研的“冷板凳”不是谁都可以坐那么
久，有人将科研工作形容为一场“孤独的长跑”，
而高德红外一直保持初心。

“一个企业如果没有自己的‘根’，那肯定
‘长不壮也长不好’。”黄立总结公司的科研之路
时表示，“我们必须要把核心技术牢牢掌握在自
己手中，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冒着无法想象的风
险，克服了极大困难，也必须把芯片这条路走
通。走通以后会发现另外一番天地，这个心情
和底气是完全不一样的。”

红外高科技飞入“寻常百姓家”

自主研发技术的成功不光改变了高德红
外，也开始改变人们的日常生活，红外热像仪量
产后，正在逐步应用到各行各业。

以往的红外热像仪大多应用于专业领域，
受众多是政府装备类项目客户，一台热像仪价
格达几万元甚至几十万元，定价普遍偏高。对
于一般用户而言，面对高昂的价格只能望而
却步。

作为国内唯一覆盖红外全产业链的民营高
科技企业，高德红外在掌握了红外探测器关键
技术后，开始探索其在民用领域的应用。

“2018年，高德红外晶圆级封装红外探测器
芯片实现量产，这意味着红外技术将以更优性
能、更低价格进入‘寻常百姓家’。”黄立说，目前
红外热成像探测器芯片向着大面阵、小像元、低

成本的趋势发展，应用范围从原来的工业检测、
检验检疫、电力检测、安防监控等领域，逐渐向
物联网、汽车辅助驾驶、智能空调、住宅安防、户
外夜视、防火监测、手机及人脸支付、突发公共
卫生安全防控等新兴应用领域快速普及、发展，
民用红外热像仪行业将迎来市场需求的快速增
长期。

在高德红外展厅，记者也近距离感受到了
科技的力量。展厅内摆放着多款红外高科技产
品，包括便携式/在线式测温热像仪、MobIR Air
消费级热像仪、观瞄型红外夜视仪、无人机光电
载荷等。记者拿起便携式民用测温产品，眼前
即刻呈现高清晰度的红外热像世界，且测温精
准，可快速了解所测区域内温度分布。

一手抓自主创新，一手抓市场应用，黄立不
仅是“技术咖”，更是“实干派”。在智能网联汽
车时代，高德红外迎来更多的机遇。这几年，高
德红外新兴民用领域在进一步拓展，随着智能
驾驶技术需求的不断提升，传统雷达并不能有
效解决汽车驾驶中全天候场景的问题。与传统
CIS（接触式图像传感器）和激光雷达相比，红外
探测器在高动态范围、雨天、雾天、暗光及沙尘
暴等多种场景下优势明显，可以全时全天候提
升视觉感知能力。

2022年 9月 3日，高德红外公告称，子公司
轩辕智驾收到广汽埃安的《零部件开发试制通
知书》，轩辕智驾提交的红外（夜视）摄像头的
技术方案能够满足广汽埃安的要求，可以先行
开展开发试制的前期工作，由轩辕智驾承担通
知书中红外（夜视）摄像头的制造供应任务。
而本次合作是继公司红外辅助驾驶系统成功
应用在东风“猛士科技”豪华电动越野车前装
项目后，又一次在国内乘用车红外前装项目上
完成定点，后续将按车厂节点要求随车型
量产。

在黄立看来，与广汽埃安的合作是公司一
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此前红外技术在汽车自
动驾驶领域没有得到广泛应用，就是因为贵，这
意味着做不到批量生产。

实际上，在汽车领域，少数豪华车型早就率
先应用了红外技术，但由于曾经成本较高，该技
术在智能驾驶系统中的应用尚未普及。

“我们花了几年的时间，在技术工艺上大量
优化简化，真正实现了两个目标。”黄立进一步
向记者介绍，一个是大批量量产，我们可以将上
千万红外摄像头提供给市场，只有实现这样的
供货能力，才能保证汽车的安全稳定生产；另一
个就是终于把价格降了下来，这背后是无数技
术人员的不断创新和付出。

黄立颇为自豪地表示，随着红外探测器晶
圆封装技术的成熟，新一代红外热成像避障系
统成本对比之前有明显下降。同时，伴随着汽
车“四化”的发展，国内几大乘用车厂商均已在
自己的旗舰车型上规划红外辅助驾驶。

在黄立看来，在大批量和低成本的制造过
程中，还可以改善一些环节，使成本进一步下
降。“我们还会继续推出应用在智能家居、空调
等领域的低成本芯片和模组。”

依托核心技术做到“N”次方增长

尽管高德红外已经啃下了红外芯片这根最
难啃的骨头，但在黄立看来还远远不够。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对于
一家上市公司来说，在核心技术上突破仅仅是
一个新的开始。黄立认为，“在资本市场上，投
资者更关心公司整体的未来发展。如果发展的
天花板只有目前的高度，投资者肯定不满意，当
然我也不满意。”

在他看来，红外热成像不是一个非常大的
领域，如果只做里面的红外器件，市场较为有
限，但如果能从全产业链布局的话，天花板就会
提高 10倍甚至 100倍。只有天花板足够高，高
德红外才能成为国际上“叫得响”的公司。

实际上，早在10年前，黄立就开始布局这一
蓝图。高德红外打造了几十个研究室，包括光
机电系统、网络人工智能等。有了这套完整的
科研体系后，由诸多研究室来共同完成一个任
务，多学科交叉融合，效率高了很多，做到了在

保持高效的同时降低成本。
目前，高德红外已经成功搭建了以红外核

心芯片、红外热成像为核心的综合光电系统、新
一代完整装备系统全产业链，形成了高效、创
新、一体化的“高德模式”。在军品领域，高德红
外以高端化、系统化、集成化为方向，推动综合
光电系统及高端装备产品的科研生产工作，已
承担我军多个重点型号产品的批生产任务，为
国防军工贡献力量。在新兴民用产品领域，公
司借助核心器件国产化优势打造红外生态圈，
快速实现红外热成像技术的“消费品化”。

对于公司的未来，黄立仍旧豪情万丈，要打
造高德模式“N”加“N”次方的战略。他表示，

“我是一个长期主义者，通过这十几年的努力，
现在是万事俱备，东风也来了。”

什么叫“N”加“N”次方的战略？黄立解释
说，N就是我们沿着原有的路径，在国防军工等
领域做到“N”倍的增长；同时在民品方面，特别
在一些新兴民用领域，比如汽车自动驾驶、无人
机等领域，我们要持续发力，做到“N”次方的
增长。

黄立告诉记者，要实现这个目标，第一是要
依托核心技术，在芯片技术方面一定要保持国
际先进水平，在国内要争取保持领先水平；第二
是一定要坚持总体的大战略，这样才能与同行
业企业形成一种本质的差异化。

“一个‘有志向’的公司应该以核心技术为
依托，攀上更高的高峰。”尽管高德红外已经成
立24年，但黄立依然怀有创业时的初心和干劲。

（证券日报官网及两微一端已同步推出视
频报道《高德红外：冲破封锁长成“中国芯”民
用市场前景可期》，敬请关注）

高德红外董事长黄立：

企业须有自己的根 要使天花板足够高

一个企业如果没有自己

的“根”，那肯定“长不壮也长

不好”。必须要把核心技术

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攀上

更高的高峰。

【董事长面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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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外热成像红外热成像———长江大桥—长江大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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