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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刚跑到四分之一处的马拉松

本刊记者    黄婧

万能芯片？有多万能？

时光倒回到 2005 年，王海力

刚进入 FPGA 行业，博士还未毕业

时，在各种汇报会上，连北京市领

导听到这个概念都觉得新鲜。

所谓万能芯片是可编程芯片

的别名，全称 Field Programmable 

Gate Array， 简 称 FPGA。 之 所 以

称其万能，因为它是一种通用芯片。

出厂时什么程序都没有，相当于一

张白纸，用户通过软件把程序编译

成二进制码，下载到白片里，白片

就成了具有某种特殊用途的专用芯

片，可以实现各种个性化的功能。

因为它在各行各业都能使用，

所以被誉为万能芯片。

这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最基础

类型的芯片，通讯、电力、消费、

电子、安防等行业都在使用。也正

因为它最基础，是智能设备的基石，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FPGA 的

进步程度制约着整个高科技的发展。

上世纪 80 年代初，美国 Xilinx

（赛灵思）公司发明了这种技术，

到今天已将近 40 年。令人吃惊的

是，在这 40 年间，全球很多国家都

开展过相关技术的研发，但走到今

天，仍然只有四家公司垄断着全球

FPGA 行业，这四家公司都在美国。

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局面？因

为它的行业门槛非常高，要想做好

这门技术并实现产业化，投入巨大，

人才更是稀缺。

很多公司觉得与其花大量精力

自主研发 FPGA 技术，不如就买这

四家 FPGA 公司的产品直接使用就

好。长久以来，这是国内大多数用

户的心理，直到中美贸易战打破了

这个格局。高端芯片进口无门，离

开了芯片，什么都是空中楼阁。

在 FPGA 领域，中国企业能否

实现自给自足？什么时候能与美国

公司一较高下？这些“问号”巨大

而沉重，如同横亘在门口的一座山。

突围

山脚下，有想撼动它的身影出

现了。

万能芯片可以简单地理解为

白片 + 工具，这个工具正是王海

力 所 学 的 EDA（Electronics Design 

Automation，电子设计自动化）专业。

他是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科学

专业学士，在清华大学计算机系完

成了硕士和博士学业。在清华，王

海力进入计算机系 EDA 实验室开展

课题研究，从 EDA 的综合、逻辑优

化、布局布线等理论知识开始学起，

接触到最底层的基础知识和算法，

这些正是 FPGA 行业的基石。

当 2005 年，雅格罗技公司作

——访京微齐力公司CEO王海力

京微齐力创始人兼

CEO，清华大学 2001

级计算机系 EDA 专

业硕士和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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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当时中国国产 FPGA 行业的领航

员之一，进驻清华科技园时，即将

博士毕业的王海力因为成绩优异，

专业对口，在老师的推荐下加入公

司。从他作为一号技术员工进入行

业赛道算起，扎根已有 16 年。

雅格罗技公司最初由外资支

持，之后作为高科技项目由北京市

引入。在政府给予的政策支持和资

金扶持下，2010 年 8 月，雅格罗技

转为京微雅格，用王海力的话说，

“成了国家队”。

有了北京市的认可，京微雅格

在工信部、科技部、北京市等层面

做过很多次汇报，讲什么是万能芯

片，它的发展前景有哪些。2010 年

到 2016 年，京微雅格发展如火如荼，

一度承担了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但

是，项目规划出现了偏差。由于低

端产品的市场还没有夯实，就开始

向高端产品市场迈进，甚至朝超高

端市场发展，经营者对其中的投入

产出比预期不足，后续资金没能按

期到位，最终导致京微雅格 2016 年

出现了资金断裂的风暴。

十年的积累仿佛在几个月间被

全部摧毁。高科技公司轻资产、重

人才。一百多位员工好几个月发不

出工资，很多人离开了。人都走了，

公司还剩下什么？

在这个最困难的时期，王海力

临危受命了。此前他是京微雅格的

副总裁。危机难解，董事会选择王

海力担任代理 CEO，帮公司走出困

境。这困境犹如泥沼，王海力与其

坚守团队挣扎了一年，仍然没有回

天之力。这个过程有多煎熬，也许，

办公室常亮的灯知道。

“太难了。”王海力慨叹，“京

微雅格的技术优势是存在的，但是

背负了巨额债务无法翻身。我们必

须有一个新的主体，重新开始，看

看还能不能有机会。”

经过抉择，在京微雅格股东的

支持下，2017 年 6 月，王海力与坚

守团队成立了京微齐力公司，延续

了原公司的技术和产品。之所以取

这个名字，正是寓意大家要齐心协

力做事。

从京微雅格过渡到京微齐力，

最初留下来的员工，加上王海力只

有 8 名，连办公室都没有。公司实

在没钱租用办公地点，除了线上会

议，想要见面只能在星巴克开会。

面对如此窘境，王海力对接

下去将要遇到的困难也非常清楚，

投入多、见效慢、客户对国产品牌

接受度低。就算成立了新的创业公

司，别忘了身上还有两个亿的沉重

债务。为什么王海力仍然留在这个

领域，没有考虑转换赛道？

2017 年，科技创新还不是一个

关注度很高的话题，“卡脖子”的

难题也还未出现。王海力只是认准

一点，芯片赛道的确不易出成果，

但它的技术门槛也很高，而门槛决

定了高度。

京微雅格从 2005 年走到 2016

年，十年跋涉已经有了不少技术沉

淀，这些技术是有价值的，只是公

司出现了一些管理问题，那是另外

一回事。高门槛挡住了一批进不了

赛道的人，竞争者也就少了。只要

技术内核是好的，发挥出来就有机

会。

况且王海力 2005 年以员工身

份加入公司，从工程师一步步走到

公司的管理层，现在能真正创立一

家公司，重续原来的情结，这是挑

战，也是机会。人生中难得有这样

的机会出现，遇到了，又怎能放手。

此后的发展印证了王海力当初

的判断。社会有太多的诱惑，想要

拨开云雾看清方向，需要智慧，还

需要沉静的心。

回想起在星巴克开会的那段时

光，王海力苦笑中带着释然。现在

京微齐力已经不止一处办公地点。

新租的办公室在亦庄信创园，面积

1500 平米，目前已装修好正准备乔

迁新址。王海力不由感慨：“接棒

京微雅格时，几乎没有人看好。因

为公司濒临破产，想要起死回生确

实难度太大。但是我们这几个人坚

守住了，还把它干好了。现在别人

评价说你们真厉害，干成了一件别

人都认为该放弃的事情。所以做事

还是要坚持，做比想更重要——行

胜于言。”

2019 年，王海力以京微齐力的

名义收购了京微雅格，将遗留的债

权、债务、知识产权等问题一一解

决。历史问题处理完了，京微齐力

终于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



46

清华人物

进行时

在此之前，我们讲得都是怎么

爬起来的故事。现在要站起来跑步

前进了，这是更大的挑战。

得益于外部环境的改善，到今

天，京微齐力融了不少资金，实力

不容小觑。最可喜的是之前流失的

团队成员也都回来了，那些曾在京

微雅格为FPGA梦想奋斗过的伙伴，

又聚在了一起。

“我们的文化就是齐心协力，

能做到力往一处使，任何事情都扛

得过去。”王海力说，“团队最重要，

我一个人再有能力也不行，公司能

有今天，是因为有一帮志同道合的

伙伴，大家就像一块铁板，抱团往

前冲。”

投资人不仅要考量行业，最看

重的还是考察团队。公司的发展见

证了王海力的努力，证明了这个团

队的价值。“我们在行业里得到了

政府、投资人、老师、朋友、客户、

合作伙伴，包括员工的认可。这是

我最高兴的事。”王海力说。

人心齐，泰山移。人心之齐讲

究得不仅是劲要往一处使，还要有

共同的理念。互联网行业追求唯快

不破，产生了很多造富神话。刚毕

业的年轻人入行两三年做出一个实

用的 APP 程序，被广泛应用起来，

也就成功了。但集成电路的发展是

十年磨一剑，没有十年以上的积累，

根本无法与美国的高端企业竞争。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能耐住寂

寞不容易。在集成电路行业深潜，

尤其需要沉稳的心态。

王海力坐了不止十年“冷板

凳”，如今可说是步入到了公众视

野中。集成电路被广泛重视，公司

也进入了发展黄金期。难得的是他

仍然沉稳：“坐过十年以上冷板凳

的公司很多，每家公司都像我们一

样经历过坎坷，濒临破产的故事也

不少见。走到现在算成功了吗？离

成功还很远。我们只是从一个低谷

中爬出来了，未来还有翻山越岭的

路在等着。走到今天只能说起步比

原来更稳，大环境比以前更好了。”

这是最好的年代，国产集成电

路行业的融资环境、政策环境、人

才环境都在改善。

比如，很多高校都开设了集成

电路学院，清华集成电路学院已于

2021 年 4 月成立。

比如，之前只有国家愿意投资，

现在融资已经不是最困扰公司发展

的问题了。

比如，之前用户对国产芯片常

常抱有偏见，现在不仅对国产品牌

接受度高，包容度也明显上升，市

场的培育已经成熟了。

诸如此类的“比如”可以列出

很多，这一切的背后，我们能深切

感受到的是国家对科技创新的大力

支持。

国产 FPGA 有了一个坚实的基

础开始快速发展，但行业还在起步

阶段，接下来的十年是追赶的十年。

王海力用“马拉松”长跑来做类比：

“我们相当于在跑全程 42 公里的

马拉松，现在跑了多少？估计只有

10 公里，只是刚刚起步，还没到中

间段。”

困难还有很多，“对于中国集

成电路未来的发展，在这个赛道中，

我觉得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路还

是很有难度的，因为这个赛道是资

本密集型、人才密集型的产业，还

是需要一帮集成电路的精英抱团发

展，企业要有规模、要有体量。众

多小规模的集成电路创业团队加起

来抵不过一个航母级的集成电路企

业。”王海力手下目前不到一百人

的团队，与美国公司几万人的团队

怎么打？

“我们仍需要快速发展。”

这注定是一段有风有雨的马拉松之

旅，参赛者要做好风雨兼程的准备。

王海力的生活已经与事业融为

一体，无法区分了。没有担任企业

的当家人之前，只要做好本职工作

就行，他还是能有些业余时间的。

但是创业者没有所谓的工作日和休

息日。

京微齐力创立四年多来，王海

力常常跟自己说，处理完手头这些

事就放个假，轻松一下。结果这个

愿望一直没实现，因为每天都有新

的问题出现，一个接一个。所谓的

休息最多也只是放下文件看看专业

数据，了解一下行业动态。王海力

倒是乐在其中：“我觉得自己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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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喜欢做事的人，干起事觉得蛮

高兴，休息的时候反而心慌。”

这些年，王海力面临的挑战从

攻克技术难关，转为企业经营管理。

京微齐力脱胎于困境，天然就遗留

了很多法律问题需要处理，四年来

王海力频繁地见律师、对接资本市

场、与各方沟通，全是需要学习的

新问题。

难是真的难，但居然也都做下

来了。王海力有清华人的底气：“这

些问题认真学都能学会，我就是在

实践中自学的。清华人一个共同的

特点就是学习能力特别强。”

王海力已经毕业有些年头了，

但似乎又没有完全离开清华。他身

边的“含清量”浓度一直很高。雅

格罗技公司从 2005 年到 2010 年都

驻扎在清华科技园。王海力加入公

司后，在他的影响下，陆续又有一

批清华的学弟学妹加入，当年的雅

格罗技的技术团队也可称作是个

“小清华帮”。

后来公司出了问题，这帮人经

历了失散又重聚，现在新公司里清

华的毕业生也不少。而且公司和清

华大学建立了联系，产学研相结合，

未来应该会有更多清华人加入。

清华给予王海力的影响是刻骨

铭心的，不管身在何处，都要把本

职工作做好，要坚持下去，做一番

事业出来。这份事业可大可小，但

只要把自己的事业做好了，就有机

会为国家作贡献。

在没有担任公司负责人之前，

王海力的事业是做好本职工作，不

需要去想太远的事情。但是创立了

京微齐力后，角色转换给王海力带

来的不仅是各方面才能的增长，最

大的改变严自心态。他肩上的担子

有了分量。“一把手不好当。”王

海力笑着说，“发生任何事情，别

人可以走，但你不能啊。这个责任

得扛下去，所以身上的责任感会越

来越强。”

担子重了，目标和梦想也渐渐

明晰。“从小的方面说，我希望把

企业带好，把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培

养起来。下个阶段的目标是 IPO 上

市，帮助国家解决一部分卡脖子的

问题，最后我希望京微齐力能成为

中国最优秀的国产 FPGA 公司，在

国际舞台上跟美国抗衡。这应该是

我们集成电路行业里每一个从业人

员的梦想。”

在国家的重大行业里，清华人

从来不会缺席。上大舞台，做大事

业是清华的优良传统。科技报国是

一代代清华人不变的情怀。集成电

路行业中，一样有诸多清华学子在

其中发挥着自己的作用。不管是设

计、制造、封测，包括在投资领域里，

都不乏清华人的身影。清华的老师

教书育人，培养人才，也在从各个

维度为集成电路行业保驾护航。王

海力自己在做的，正是清华精神的

传承。

“清华的毕业生里选择创业的

有很多，在不同赛道都有一批像我

这样的人，大家都在坚持自己的梦

想。当然这里面有一些是会失败的，

但我相信最终会有一批人会取得真

正的成功。”王海力如是说。

中国科技自主创新这场长跑，

虽然道路险阻，但所有的选手都

不惧风雨，王海力是其中万千清

华人的一个缩影。“志不求易者

成，事不避难者进”，风雨兼程，

必见真绩。

王海力接受CCTV访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