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独角兽”未来有望爆发型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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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5

深耕一个领域 做到国际领先
依图!触宝!联影""上海崛起一批技术创新型#独角兽$

! ! ! ! !独角兽"最早的概念流行于

硅谷#集中指技术创新为主的人工

智能$大数据$云计算以及医疗保

健等领域%上海!独角兽"有近三分

之一是技术创新型企业#!尖角"似

乎更!硬"#与发源地更接近%

科技力虽 !硬"# 却又不失情

怀% 李书福说#追求理想是创业的

原动力%对科技!独角兽"的创始人

来说#这份创业理想其实更是科学

理想%创新的基因深深根植在这些

创业者的生命里#而驱动创新的本

源#是锲而不舍探索未知$不断突

破已知的科学精神% 这份科学精

神#是温暖的% 最前沿的技术要从

模型$论文$专利变成产品#中间的

跨度需要一份情怀#一份理解用户

需求的同理心#一份感知社会现状

希望推动进步的责任% 无论是让

!认人" 的依图# 还是让输入法更

!懂"人的触宝#不用说#本就是惠

及病人的联影#他们都为高精尖的

技术找到了大施拳脚的方式#为企

业发展找到了正确的战略#也因此

获得了愿意买单的用户%

马丹 易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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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马丹 易蓉

! ! ! !长城战略咨询日前发布的《!"#$中国
“独角兽”企业发展报告》显示，上海共有 %&

家“独角兽”企业，位列全国第二，其中，以产
品开发和关键技术研发为目标的非纯商业模
式创新企业超总量三分之一。上海市科学学
研究所副研究员乐嘉昂博士说，上海“独角
兽”企业在互联网汽车、大健康、人工智能等
领域已具备了较强的研发能力和较大的市场
影响力，有望在未来几年实现爆发型增长。
多维海拓精品投资银行副总裁王洁女士

说'“从早年纯商业模式创新，向以新科技、新
技术结合应用落地，创新创业企业技术创新
方向变化的趋势非常明显。!"(&年后，没有科
技创新作为基础的创业企业，很难受到资本市
场的认可。长三角地区经济基础好，拥有丰富
的行业资源和良好的产业基础，新能源、汽车、
软件、医药医疗等在全国均处于前列。上海在
这波新技术驱动的创新创业中有其优势。”
“将!"($‘创业在上海’国际创新创业大赛

数据作为样本参考，$%"!家参赛小微企业中，

以产品开发为主的‘硬科技’企业占比 $!)。”
乐嘉昂说，“在高端互联网汽车、高端医疗器械
等领域，上海企业已推出受市场高度关注的产
品，一定程度打破了外国企业的垄断态势，体
现了‘上海制造’的研发能力和引领能力。”

不过，要让初创企业成长为“独角兽”，要
保持“独角兽”创新动力和能量并非易事。王洁
说，企业发展要依靠团队技术、产品实力、敏锐
的市场判断力、极强的执行力，同时也离不开
资本、政策的支持。 本报记者 马丹 易蓉

共有 !"家企业%数量位列全国第二

! 漕河泾开发区里的一栋小楼是触宝科技的大本营 本报记者 易蓉 摄

!记者手记"

! ! ! !上海这个城市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精
致，就好比，曾经的老克勒淑女们，嘬一口小笼
包，也要“轻轻移，慢慢提，先开窗，后喝汤”。正
因为这种脾性，在当下消费升级的趋势中，许
多生活方式类创业项目应运而生，其中一些闪
亮之星迅猛成长，并跻身中国“独角兽”企业行
列，比如，饿了么、小红书、洋码头等。

然而，也正因为这种脾性，人们有时容易
忘记，这个城市还有其他一些特质，比如，勤
奋、好学、有灵气，以及契合这些特质而生的一
批技术创新型“独角兽”。这其中，有已在人脸
识别领域走到国际领先的依图科技，有把人工
智能实验室搭进硅谷、拥有#$*多项专利的触
宝科技，也有实现高端医疗影像设备在国际竞
争中“弯道超车”的联影医疗等。它们早已悄然
成为这个城市一股不容小觑的创新力量。

依图科技
!"#以上都是研发团队

近期，美国知名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发
布报告称：“在人工智能方面，中国相对于美
国不再处于技术劣势，而是已经成为真正的
竞争对手，甚至在某些方面也许有能力超越
美国。”在这一片如火如荼之中，依图科技正
是其中一匹急速飞奔的“独角兽”。当许多企
业还在探索人工智能的落地时，成立不到 &

年的依图科技，已经将人工智能创新性研究
与行业应用完美结合，在城市公共安全、医疗
健康、金融创新等众多领域实现落地应用，并
在人脸识别领域走到国际领先地位。

目前，依图的技术已经突破亿级静态对
比，算法已经在百亿分之一的误报下达到超
过 +*,的识别率。这只“独角兽”去年连续在
两项全球赛事中一路冲到冠军———由美国国
家标准技术局（-./0）主办的国际权威人脸识
别测试（1230）中，依图在千万分之一误报下
达到识别准确率 +454,，是全球工业界目前
在此项指标下的最好水平，也是首个在这一
测试获得冠军的中国技术与算法公司。两个
月后，依图又在由美国国家情报高级研究计
划局（.6276）主办的人脸识别挑战赛（1278）
上获得人脸识别算法检索准确率冠军。依图
全球首个十亿级人像比对系统，能够在茫茫
人海“一眼”揪出人眼也难以分辨的可疑人
物；运用在金融风控领域的“双目活检技术”，
能够在 (秒内完成活体检测和人脸识别，真
人通过率达到 ++9时，异常情况拒绝率达到
++:++,；医疗智能辅助诊断系统，已经在上
海、浙江等数十家顶级三甲医院临床应用，更
精准地发现病灶，更智能地辅助诊断等。

这张漂亮的成绩单，离不开人才的聚集，
更离不开对技术孜孜不倦的执着追求。依图
的两位创始人，本身就是顶级“极客”精
英———8;<朱珑是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的统计学博士，师从霍金弟子艾伦·尤尔教
授；联合创始人林晨曦毕业自上海交通大学，
曾在阿里云搭建了国内最大的拥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飞天分布式云计算操作系统。而依图
超过 4**人的员工里，$*,以上都是研发，公
司绝大多数的费用也是花在研发上。林晨曦
曾这样描绘依图：一堆人背着行囊，要脚踏实
地爬一座非常高的山，这座山就是对人工智
能的理想，他和朱珑非常期待聚拢一帮人，使
得这个舞台能够承载他们的理想。

触宝科技
用创新垒起技术壁垒

!**=年，苹果公司去掉手机实体键盘，改

为触摸屏，给智能手机领域带来翻天覆地的
变化，但也让英语输入法和按键纠错功能出
现巨大需求。就在同一年，敏锐地发现这一机
会的触宝在上海诞生了。

作为最早一批“出海”企业，触宝推出的
输入法，能预测、会纠错，让手机比手指先
“懂”语言，让用户的输入体验变得更好。墙内
开花墙外香，现在触宝已成为海外用户量最
大的第三方输入法，在欧美地区占据很高的
市场份额，支持全球 #!*多种语言，覆盖 !>"

多个国家与地区，日活跃用户数超过 (亿。触
宝因此成为首家获得 ?/@6全球移动创新大
奖的中国公司。不仅如此，触宝电话还能防骚
扰和诈骗。这一切，是因为触宝一直在坚持自
主研发有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目前，触宝已
申请 ($"多件国内外专利，相关领域的创新
论文在高水平期刊上不断发表。4年前，触宝
还在美国打赢了一场知识产权保卫战，面对
美国通信软件巨头挑起的争议，以过硬的自
主知识产权进行漂亮反击。

触宝联合创始人、首席执行官王佳梁曾
说过，唯有颠覆传统，打破原有规则，才能让
原来的产业变得更美好。("年的积累，让“窝”
在漕河泾园区的触宝科技成长成“独角兽”。
去年，触宝在美国硅谷设立了一个人工智能
实验室，来自谷歌、微软等知名企业的成熟科
研人员，专注利用深度学习、大数据分析等技
术来提升触宝应用功能。“利用递归神经网
络、卷积神经网络等人工智能技术，让输入法
软件具有整句预测、自动对话、实时翻译，也

能够在海量通信数据中应用，更好地为通信
安全提供服务。”王佳梁认为，创新不是一场
短跑，拼的不是爆发力，而是续航能力，如何
利用自己之前建立起来的技术壁垒，联合成
一个更大的壁垒，并在一个领域深耕，或许就
能找到自己的专属“蓝海”。

联影医疗
校企结合持续发力

去年底的一份数据报告显示，中国在医
疗健康方面的“独角兽”公司只有 =家，其中 %

家的总部位于上海，分别从事医疗器械、药品
研发、医疗平台等细分领域，其中就有上海联
影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这也意味着，在生物医
疗大健康产业，上海称得上是“引领者”。

提及联影，不少人早有耳闻。去年 +月，
正是这家企业，让美国医学科学界一个十年
未竟的梦想成真，它和美国顶尖分子影像科
研团队探索者联盟，携手共同打造的“史上最
强 7;0”———世界首台全景动态扫描 7;0A80

“探索者”B;C7D<2;2，;CEFGHG 7GFIJFHKLMG

D<LN 2;OGKFMP OMKLLG2Q面世。
这台医学影像设备，被称之为世界首台

人体内的“哈勃望远镜”，以 >R倍于传统 7;0

设备的灵敏度、颠覆性的实时全身动态扫描
技术，呈现人体内所有器官的动态代谢过
程———它可以帮助研发人员精准掌握药物在
人体内的实时分布与代谢；它可以精准定位
分子级转移灶及早期微小肿瘤病变；它可以

研究多器官神经之间的关联……
这不是联影第一次用创新惊艳世人———

!R(>年，联影开发出 +&环数字光导 7;0—
80，就打破了外资企业在该领域对中国市场
长达数十年的垄断。去年 %月，联影又与上海
交通大学牵手，成立上海交大!联影医学影像
先进技术研究院，希望强强联手建设世界一
流的高端医疗设备前沿创新研究和技术转化
基地。
“医学影像设备科技含量很高，涉及生物

医学工程、电子电气、计算机等多学科综合交
叉，对此高校能发挥多学科优势。目前，垄断
高端医疗影像设备的西门子、?;等外企，也
是采用校企合作模式。”国家千人、致远讲席
教授、研究院院长杜一平说，“联影与上海交
大双方开放技术知识产权，通过一系列创新
管理激发团队从脑影像、智能影像导航、分子
影像方面作出前沿突破，并加快临床验证和
成果产业转化，最终惠及病人。”

同样的模式，也应用在依图上。去年，依
图科技与上海交大、人工智能芯片公司熠知电
子共建“视觉计算与应用”联合实验室，依图医
疗则与交大生物医学工程学院成立人工智能
联合实验室。上海交大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
院副院长王延峰说，对于科技型公司来说，谁
都希望争夺具有未来%到4年的前瞻性科学突
破，但并非谁都能或愿意承担前沿问题的科研
成本。“校企合作，可以很好地解决这样的问
题。当下应用层面的问题工程师可以解决，而
科学家更善于‘预见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