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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2002年进入清华汽车工程系学习，

现在是智锂物联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始人，

主要从事重卡换电补能技术的开发和产业

化推广。在此分享一个科创爱好者从大一

开始的创新创业故事。

“学渣”逆袭，爱上挑战

2002年，我从河北考到清华，和很多

懵懵懂懂的同学一样，骄傲地成为了清华

的一分子。但是很快，我就发现了自己学

渣的体质，陷入了一种失落和迷茫。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宿舍楼下看到

了新生机械创意大赛的宣传海报，想起小

时候经常帮家里修拖拉机，对机械有那么

几分自信，我感觉“机会来了”，这个比

赛应该可以试一下。

这是我第一次接触科技比赛，完全不

从新生机械大赛开始的创新创业之路
○李立国（2002 级汽车）

知道该怎么选题。于是，我从几个引导

题目中，挑了一个感觉特别有意义的方

向——消防逃生装置。因为我认为，挽救

生命应该是一件朴素又功德无限的事情。

入学后，学习成绩、文体活动全面受

挫，甚至连打游戏都打不过同学。所以我

很在乎每一次发现自己、找到自己的机

会，准备这次比赛的过程也非常专注。大

一，还没有经历金工实习，更没有进过实

验室，所以什么设备和材料都没有。我就

把多层的杂志封面纸粘在一起做成板材，

再切条打孔做成零件，把给女朋友打电话

的电话卡剪成丝来做成铰链的轴，用烙铁

融化电话卡丝做成铆钉……就这样，手搓

出来一个可以靠重力自动展开的“助逃生

防盗窗”模型。

22年过去了，我至今还记得那天的决

赛答辩现场：我站在答辩讲台的中央，台

下密密麻麻，坐着评委老师、选手和观

众。我用右手，托着处于防盗状态的防盗

窗模型，紧张地讲解着工作原理。

也记不清讲到哪里时，紧张中我用左

手不小心触动了模型的逃生模式。原本挡

在窗口的防盗窗栏杆非常丝滑地从窗体框

架导轨中向下滑出，打开防盗窗窗口的同

时，形成了一个悬挂于窗体下方的长长的

逃生梯。现场立刻响起了让我终生难忘的

热烈掌声。

因为大一新生基本上都只用PPT或绘

图来介绍比赛方案，而我的作品是唯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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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能动态演示的实物，所以顺利获得了新

生机械创意设计大赛的一等奖。在宣布获

奖成绩的那一刻，我找回了被学霸们摧毁

的自信心。更重要的是，某种意义上，我

感觉找回了自己本来的样子。

故事没有停留在感觉上。后来，在老

师的支持下，这个逃生窗装置成为了我人

生第一个申请成功的发明专利。

这次比赛从此开启了我的科创之路，

在当时汽车系科协主席邵林师兄的鼓励

下，我参加了第21届挑战杯，再次凭借

“助逃生防盗窗”作品获得了挑战杯一等

奖。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本科阶段我获得

了第五届电子设计大赛一等奖，优秀SRT
一等奖，第21届、第22届、第24届挑战杯

一等奖等科创比赛成绩。

比赛不仅带来了获奖成绩，也带给我

与人交往的快乐和成长。比如：和队友一

起通宵赶作品的激情奋斗，跟电子系师姐

学会编程的喜悦，从一个人参赛到和师兄

师姐们组队参赛，从在汽车系内组队到与

电子系同学跨界合作……大一、大二，两

年的科技活动经历，让我从一名拖拉机

修理手变成了手捧挑战杯的科创新星。

从受助到助人，传播科创精神

本科四年，我总计获得了三次挑战

杯一等奖，21届、22届和24届。我非常

骄傲和庆幸的就是23届这一年我没有参

赛，而是选择了做汽车系科协主席。当

科协主席的原因很简单，如果当年没有

科协师兄主动找到我并帮我完成了三维

建模、PPT展示等一系列参赛准备，我

也不会拿到第一个挑战杯的一等奖。当

然还有后续各项比赛过程中给与的全方

位支持。

在感激的同时，我也希望能够服务更

多像我一样的科创爱好者，所以加入了系

科协，在大三那年成功竞选了科协主席。

虽然也有江湖传言说当年只有我一个人参

与竞选，但我还是非常开心和珍惜这次当

选主席的机会。为了表达为科创奉献青春

的决心，我继承汽车系科协主席的传统，

剃了一个大光头，光得发亮的那种，虽然

丑了很多，但内心还是很幸福。

之前每次获奖，都是我在别人的帮助

下去赢得荣誉，只有这一年是专注为我热

爱的清华科创和科技爱好者们做奉献。

当时，为了能稳定产出科创成果，我

意识到必须先扭转科创活动不被同学关注

的局面，增加参与同学的基数，需要像体

育活动那样——有氛围、有圈子、有文

化。但是，宣传对我和科协的技术宅们来

说挑战非常大，虽然你们都不信，但是我

真的曾是个性格特别内向的人。

热爱是有一种魔法般的力量。管不了

内向不内向，当上主席后，我申请了水木

账号，干起了当网红做流量的工作。请车

李立国在宿舍展示自己的创意设计作品——

消防逃生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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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班的同学帮忙设计了科协的logo和卡通

形象，在以后的各种活动中更便于同学识

别和记忆；像“唐僧”一般在各种场合，

不遗余力忽悠师弟师妹参加科技活动。

每年大一新生入学时，团委会组织学

霸同学们去各个宿舍交流学习经验。我觉

得这个思路不错，就自己一个人，跑遍了

4字班（2004级入学）每一个汽车系新生

的宿舍，热情洋溢地宣传科技活动的乐趣

和意义。懵懂的新生根本分不清是不是团

委组织的，反正只要宿舍来人，都听得很

认真。从此，也开创了科协开展新生经验交

流的工作模式，这一模式也被保留下来。

随后，我又看中宿舍楼道的宣传栏宝

地，认真写专栏，讲述汽车系参赛得奖同

学的科创故事，并为参加比赛的同学办经

验交流讲座，打造科创明星。还有特别有

效的一招，就是动员女同学来参加科技比

赛，这大大激发了男同学的参赛热情。

虽然，这一年我自己没赢得任何一场

比赛，汽车系也没有拿到校挑战杯冠军，

但是我成功传播了科创人勇于挑战、热爱

创造、共同拼搏的精神和文化，收获了更

多同学对科创的关注和热爱，感受到了比

赢得比赛更珍贵的东西。在2字班以前，

汽车系很少有学习成绩前列的同学参加科

技活动，但是从3字班开始，科技活动也

成为了学霸的主战场。后来，汽车系又多

次捧得挑战杯。我想，或许也有我种下的

种子吧。

探索科创组织创新，点燃创业梦想

做科协主席的一年里，我深刻体会到

了团队的力量和重要性。所以，卸任后我

开始探索一种常态化筹备比赛和科技创新

的组织模式，实现技术和团队的可持续积

累。这样，大家可以挑战更大规模、更高

水平的项目，而不是让科技活动成为同学

们的一次性活动。

2006年，首届智能车邀请赛的报名阶

段，我邀请了三位师兄和十多位来自不同

院系的师弟师妹成立了三角洲工作室。以

智能车为课题，在汽车动力学、单片机程

序设计、电子电路设计、算法仿真等多个

方向开展研究。形成了比赛策略仿真平

台、连续型远距离光电传感器、基于路径

记忆的在线策略优化算法

等关键技术并发表多篇相

关论文。我们派出的代表

队也在首届全国高校智能

车邀请赛中获得了冠军。

经过两年多的努力，

三角洲工作室已经发展成

30多人的学生课外科研实

践平台，探索出一种科技

爱好者自组织自发展的科

技团队成长模式，培养了

一支创新型的科研队伍，

也点燃了包括我在内的一李立国与汽车系科协的小伙伴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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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同学的创业畅想。也算人生处处有伏

笔，三角洲工作室中的几位师弟师妹，几年

后还成为了我后来的创业伙伴。

未完待续的科创故事

研究生毕业后，我先进入中国长安汽

车集团工作。一年后，放不下心里的科创

种子，我还是选择了自由驰骋的创业道

路。2010年初，我与两位师兄一起创办了

北京科易动力科技有限公司，在电动汽车

的元年，投身新能源汽车三电核心技术的

研发。

创业之初，辛苦自然不言而喻，辞职

后第一个月我就掉了十斤肉。创业后，每

天都是早上六点多做着工作的梦醒来，凌

晨一两点回到家，一周七天基本如此。虽

然每天都和老婆睡在一起，但是她基本见

不到我。

辛勤的付出使我们仅用了8个月的时

间就开发出来中国第一套、全球第二套乘

用车底盘式换电系统。经过五年艰苦的奋

斗，终于换来了2014—2016年第一波业绩

高点，年销售额超过1.6亿，利润超过2000
万，并完成了一轮5000万的融资。

就在大家信心满满再创新高的时候，

李立国在展示自己的新产品

2017年开始，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的调整

让我们失去了80%以上的收入来源，在业

务转型的过程中不仅研发投入巨大，期间

还遇到了第一大客户破产的重大变故，产

生了5500万的坏账，到2019年不仅亏光了

融资的钱还负债3000多万。

为了自救，三年来整个团队夜以继日

地开发新产品，不断开创新技术，全力拓

展新客户，但依旧负债累累。长期的发展

焦虑也压垮了创始团队，理念的分歧不断

被放大，从讨论到争论，从争论到争吵，

从争吵到交流稀少，公司管理也陷入了长

时间的混乱。这种由焦虑转向绝望的自救

过程经历了大约有两年之久，也不知道是

怎么坚持下来的。

2019年底，在导师的帮助下，公司完

成了1.8亿融资。为了公司的发展，我和

另一位师兄退出了管理层，实现了经营决

策权的集中，后续三年公司又重新走上正

轨，销售额达到十几个亿。

第一次创业对我来说进行了淬火式的

加速成长，但仍遗憾没有做出引领行业的

成就。2019年我拿出全部积蓄，再次出发

开始了二次创业，成立了智锂物联，很快

我们又开发出了引领行业创新的重卡换电

解决方案，获得了行业龙头企业的战略投

资。经过五年的努力，智锂物联团队再一

次克服重重困难，迎来了行业爆发的

黎明，并向着行业第一的龙头地位发起

挑战。

创业的故事还在继续，回看大一的新

生机械创意大赛，如在昨天。22年来，清

华科创精神一直鼓舞着我，走在挑战的路

上。我会坚持选择做难而正确的事，希望

我的一生，能为让世界更美好贡献一份清

华人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