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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兼修 谋取远望谷“核动力”

证券时报记者 张珈

证券时报记者： 物联网领域参与

者众多， 远望谷的核心竞争力主要体

现在哪些方面？

徐玉锁： 在铁路、 畜牧、 酒类防

伪、 图书、 烟草五大应用领域， 远望

谷均占据市场先机并取得优势份额，

公司创业团队

1993

年率先进入铁路

行业，

2005

年进入图书和烟草行业，

2008

年进入农业畜牧领域，

2010

年

介入酒类防伪。 除了市场先入优势，

远望谷还占据技术、 品牌等优势， 围

绕物联网射频识别， 远望谷拥有核心

技术和完全自主知识产权。

证券时报记者： 面对物联网产业

大小公司一拥而上的局面， 您是否感

到有压力？

徐玉锁： 目前最大的压力来自

于经营业绩， 共同成长是行业发

展的健康环境， 应该倡导持续的

生存能力和足够的生存空间。 但

是目前通用领域的竞争太激烈，

行业竞争压力较大， 最后可能会形

成无序竞争。

现在很多物联网公司为谋求一席之

地， 努力向系统集成等有助于建立市场

门槛的方向努力， 远望谷重点建设的

RFID

核心技术领域也有较高门槛。 我

自去年以来减持了部分股票， 套现资金

主要用于和物联网产业链相关的一些投

资， 这些投入会给公司和产业链发展带

来更多机会。

证券时报记者： 在扩张上下游产业

链方面， 远望谷有何布局？

徐玉锁： 物联网上游芯片产业属于

高技术、 高投入的领域， 远望谷此次定

向增发募集资金中有

3

亿用作芯片核心

技术开发。 早在

2000

年以前， 远望谷

就成功研发出铁路专用芯片， 目前非铁

市场主要采用国外芯片。

事实上， 远望谷

2002

年开始就有专

门团队从事非铁方面的芯片设计开发，

目前现在跟国外最先进厂家有两年左右

技术差距， 远望谷芯片的产品性能与个

性化定制已经不落于人后， 只是在成本

方面稍逊一筹。 根据公司的计划， 除了

铁路市场， 在酒类防伪、 畜牧等领域要

推出自主研发的芯片， 毕竟只有技术储

备才有市场机会。

证券时报记者： 针对海外市场的开

拓， 远望谷做了哪些努力？

徐玉锁： 远望谷

2005

年开始培育

海外市场， 目前已把海外市场视为业务

增长点的重要方面， 计划未来

5

到

10

年， 海外市场占据总收入的三成以上。

从巴西甘蔗农场的管理到澳洲、 欧洲的

畜牧业电子标签， 远望谷都在积极介

入， 每年均有固定订单。

目前公司已经达成年产

2

亿电子

标签的生产能力， 国际市场上重点发

力的是沃尔玛的电子标签项目。 远望

谷的产品已经通过沃尔玛方面认证，

并进入其供应商的电子标签采购体

系， 针对沃尔玛的电子标签项目今年

已有小批量产品， 年底有望实现规模

化生产。

证券时报记者： 您是如何实现从技

术专家到企业家的转型？ 工作之余， 有

什么兴趣和爱好？

徐玉锁： 我是工科出身， 并不擅长

管理，

2003

年专门去清华读了一个

EM－

BA

。 远望谷强调建设学习型团队、 提升

就业竞争力， 企业发展需要不断学习，

我同样是一边学习一边实践。

工作之余我喜欢看书和锻炼身体，

打打球、 散散步。 在公司每个发展阶

段， 我选择不同类型的书， 最近比较关

注的是商业模式的创新。 比如有一本书

谈到谷歌、 腾讯等商业模式， 看起来很

多都是 “免费” 的， 却创造出巨大的商

业价值和经济效应。 有幸跻身于当下最

热门的物联网前沿， 我也在琢磨， 是否

也能够创新一种类似的 “免费” 模式来

获得经济效益？ 从而取得远望谷发展的

“核动力”。

曾兼做司机的董事长

证券时报记者 郑昱

初见徐玉锁， 他给记者的第一印象

是军人式的严谨， 不苟言笑却平易近

人。 远望谷员工们对这位董事长的亲和

力更是印象深刻， 结构设计部的李成好

还记得， 徐玉锁参加员工的生日派对，

一起喝二锅头， 甚至在百忙之中给下属

介绍女朋友。

徐玉锁把

1993

年到

1999

年归结为

远望谷的创业阶段， 创业初期的生活捉

襟见肘， 工作状态则可以用通宵达旦来

形容。 在绝望与希望之间徘徊， 历经一

次次试验的失败， 一次次瓶颈的突破，

他们的奋斗目标逐渐清晰。

从

2000

年到

2007

年， 远望谷开始

步入快车道， 标志事件是

1999

年深圳

远望谷公司宣告成立。 从创业阶段进入

成长阶段， 徐玉锁的转业是一个分水

岭。 他走到了人生的分岔路口， 倘若继

续留在部队、 肩上至少四颗星， 而转业

则意味着呀呀学步状态的项目随时可能

夭折。 经过艰难的思想斗争， 他还是脱

下早已习惯的军装， 带着创业团队重整

旗鼓。

从兰州移师深圳， 徐玉锁也经历

了反复思量。 在他看来， 地处大西北

的兰州虽然是中国的地理中心， 但高

新技术欠发达， 而深圳是中小企业发

展的热土， 有完善的产业链和配套

体系。

远望谷

1999

年

12

月在蛇口成立

时， 只有四个员工。 没有原始资金， 徐

玉锁只有开展多元化经营， 卖健身器

材、 卖电视天线， 用所得利润投入支撑

车号自动识别产品的研发。

不少远望谷人都有多面手的经历，

负责研发的人忙完手上的活， 就开始支

援生产， 打螺钉、 测试， 或者当起了包

装和搬运工。 徐玉锁也不例外， 创业之

初他白天担当司机、 公关的角色， 晚上

回办公室编程。 即便在远望谷迈入厚积

薄发的快车道， 徐玉锁仍有 “兼职司

机” 的经历。

令技术支持部的臧庆珊记忆犹新的

是， 当时入职不久的他和两位同事到兰

州出差， 返程时因为携带的设备和行李

太多， 需要办公室派个司机来接。 当一

行三人从宝安机场出来时， 他们发现来

接的人竟然是董事长徐玉锁。 “当时感

觉难以言表。” 臧庆珊说。

军人出身的徐玉锁精神

抖擞、 思维敏捷， 讲话声音

抑扬顿挫、 中气十足。 他位

于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的办

公室几乎一尘不染， 明亮而

整洁， 偌大的书柜尤为引人

注目， 放满了书籍。

光影流转十八载， 从风

华正茂到不惑之年， 从科研

攻关到运筹帷幄， 如何实现

从部队技术尖兵到上市公司

掌门人的转型蜕变？ 徐玉锁

的答案言简意赅： “要树立

一个远大目标， 然后朝着目

标不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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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玉锁：十八年创业路谱写物联网中国“芯”

证券时报记者 郑昱

冰箱汇报食品饮料的即时库存并

推荐菜谱， 风雨传感器在台风季节控

制自动关窗， 电饭煲和空调可以在下

班途中远程遥控……大到智慧地球、

小到智能家居， 物联网的浪潮已经全

面来袭。 “作为物联网的核心技术之

一，

RFID

（射频识别） 电子标签的

容量可达

2

的

96

次方， 能够给予地

球上任意一粒沙子、 一颗大米一个

唯 一 的 电 子 代 码 。 ” 远 望 谷

（

002161

） 董事长徐玉锁如此描述公

司专注的

RFID

技术。 为揭秘物联网

龙头远望谷的前世今生， 证券时报

记者专程登门造访。

“物联网并不神秘。” 徐玉锁告诉

记者， 从二代身份证办理自助登机牌

到购买火车时需要出示的防伪学生

证， 从停车场用的

RFID

标签到高速

公路货车不停车收费， 物联网已经悄

然渗透到生活中的每一个角落， 可谓

润 “物” 细无声。

首创铁路车号自动识别系统

光阴倒回至上个世纪九十年代，

那时候还没有物联网的说法， 徐玉锁

的身份还是中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雷

达测量部兰州科技开发部的高级工程

师。 他率领的团队， 一开始从事的科

研项目也并非车号识别。 直到

1992

年

7

月， 徐玉锁参加了在北京举办的

“国际铁路现代化装备博览会”， 会上

国外公司展示一个小火车拉着电子标

签演示的项目引起了他的强烈兴趣。

铁路上每天南来北往行驶着几十

万辆货车， 所有权归属铁道部。 这些

货车每天奔跑于各个铁路局的路段

上， 全国合计有

3

万名左右车号员，

不分昼夜地采用传统的 “口念、 笔

记” 的方式抄录车厢编号， 一辆列车

从头到尾抄录就要花上

40

分钟时间，

然后通过计算机人工录入， 逐级上报

并核收货车使用费。 为此， 铁道部从

上个世纪

70

年代就开始探索提高车

号识读效率的方法， 其间也试用过摄

像技术等方法， 都不太理想。

徐玉锁敏锐地意识到， 利用电子标

签可明显提高车号识读效率： 在每节货

车车厢上都装一个电子标签， 当车厢

通过地面识别设备安装点， 就会自动

“刷卡签到”。 军人的作风雷厉风行，

徐玉锁团队的 “铁路车号自动识别系

统” 项目

1993

年正式启动， 七年磨一

剑， 终于开发出一套拥有完全自主知

识产权的铁路车号自动识别系统产品。

当听到机器在设定模式下发出准

确欢快的 “滴滴” 声时， 远望谷第一

代产品宣告成功。 讲到这里， 虽然已

过去多年， 徐玉锁仍按捺不住激动的

心情： “这一项目在铁道部应用， 让

中国铁路几十年来口念笔记抄录车号

的方式成为历史， 有巨大的社会效应

和经济效应， 使中国铁路现车管理一

跃跨入世界先进水平。”

“口念、 笔记” 在

2003

年基本淘

汰。 目前国内铁道部所有在跑的货车

都有了电子标签， 地面上安装有七八

千套定位识别设备负责监测。 纵横

8

万公里铁路线， 任何一列货车身在何

处， 都可以精确追踪。 铁道部统计结

果显示， 利用电子标签进行实时精确

管理， 不仅增收数亿元货车使用费、

节省大量人工， 还将列车正点率提高

三成以上。

底气源于自有“芯”

从兰州的孕育积累到深圳的厚积

薄发， 远望谷这条路走得并不平坦。

铁路市场

RFID

是技术门槛、 市场门

槛较高的行业， 需要工业级的高性能

产品， 要求电子标签在

-40

度到

85

度可靠工作，

125

度下高温储存

120

小时不损坏， 而地面识别设备也要求

在

-20

度到

70

度环境下运转。 与普

通设备不一样的是， 铁路市场

RFID

还需要全天候运行。

“为什么研发周期长达

7

年？ 因

为不仅要进行一系列检测与认证， 还

要满足铁道部制定的行业标准， 其中

仅运行试验就需要

2

到

3

年时间，”

徐玉锁说， 全国

70

万辆货车， 大约

一半在使用远望谷的产品， 普通公司

没有

4

、

5

年的准备难以进入铁路

RFID

市场。

远望谷的底气还来自于公司掌握

的专用芯片技术， 没有核心技术， 就

失去了生存之本， “哪怕砸锅卖铁，

也要有自己的芯片！” 徐玉锁如是说。

截至目前， 铁路

RFID

系统已经

发展成为亚洲乃至全球最大的物联网

应用工程。 这一领域对远望谷的重要

意义不言而喻， 现在谈到远望谷业务

板块， 分析人士往往将之区分为铁路

市场和非铁市场。 公司近期完成定向

增发， 募集资金投向的五大项目之

中， 就有铁路车号智能跟踪装置、 基

于

RFID

的铁路车辆零部件管理系统

两项与铁路业务相关。 徐玉锁告诉记

者， 在铁路市场还有挺多值得深挖的

RFID

应用， 目前静态监测已经相当

成熟， 公司开始向动态监测、 重力监

测、 图像监测领域延伸。

7

·

23

甬温线特大铁路交通事故引

发高铁概念板块哀鸿遍野， 远望谷在

二级市场上也一度受到拖累。 对此，

徐玉锁解释说： “远望谷谈不上高铁

概念， 远望谷的

RFID

系统目前只是应

用于货车车号识别及现车运行统计管理，

基本不涉及客车， 更别说高铁了。”

从绿皮火车到和谐号， 从蒸汽机、

内燃机到动力机……大多数人对于火车

的直观感受以客车为主。 而徐玉锁做了

一次科普： 目前我国铁路货车约

70

万

辆， 每年新造车就有几万辆， 而客车累

计仅

4

万多辆， 和谐号高铁动车组总计

才

900

多组， “高铁和传统货车不一

样， 目前没有识别系统， 识别系统的初

衷是对运行轨迹的追踪管理， 不涉及监

控方面的问题。”

向市值千亿进军

2007

年

7

月

21

日， 徐玉锁在深交

所敲响钟声。 正式登陆资本市场之后，

远望谷踏上了新的征程。 根据徐玉锁的

规划， 争取上市之后

10

年到

15

年成长

为市值过千亿的公众型公司。

为了谋求更大的发展， 在深耕铁路

市场之外， 远望谷先后进入畜牧、 酒类

防伪、 图书、 烟草等行业。 在远望谷新

进入的

RFID

基础应用之中， 徐玉锁向

记者重点介绍了畜牧和酒类防伪。 其中，

农业部积极推动的猪牛羊疫病可追溯体

系，

RFID

及二维码公司都竞相争食。

“农业部以往主推成本更低的二维

码， 现在则将目光转向

RFID

电子耳

标，” 徐玉锁认为， 二维码虽然便宜，

但在应用技术上存在缺陷： 标签弄脏难

以读取、 光线较暗难以读取、 动态下难

以读取， 在澳洲、 欧美等畜牧业发达地

区基本采用电子耳标， “伴随肉食品价

格上涨， 电子标签的成本也不是问题，

预计未来将取代二维码。”

远望谷自

2008

年开始在新疆进行

4000

多头奶牛试点， 今年进一步加大

力度， 在新疆地区针对

70

万头牛羊进

行电子耳标试点。 这一电子耳标追溯系

统给动物以电子身份， 对其出生、 养

殖、 屠宰进行全程追踪， 每一次注射疫

苗、 每一次生病都有完整记录， 形成庞

大的数据库， 屠宰前电子耳标与数据库

信息必须进行核对， 核对一致后才能发

检疫合格证。

与农业部猪牛羊疫病可追溯体系相

衔接的有商务部主推的肉菜追溯管理，

这一流动环节的追溯已在全国二十多个

城市进行了试点， 猪牛羊屠宰之后， 肉

类信息可以经由计算机网络从电子耳标

向条形码继承转换。

徐玉锁告诉记者， 疫病可追溯体系

及肉菜追溯管理建设未来市场潜力巨

大， 远望谷一直在积极参与， 其中前者

已历经

3

年多市场培育， 并参与行业标

准编写， 目前电子耳标试点方面， 远望

谷占据的市场份额最大。

此外， 酒类防伪也被徐玉锁视为一

大朝阳产业。 远望谷近期增持成都普什

股权至

30%

， 该公司是五粮液酒类

RFID

防伪标签的专门供应商。 据徐玉

锁透露， “商务部针对酒类防伪予以重

点支持的有三家 ， 分别是五粮液

(000858)

、 贵州茅台

(600519)

以及张

裕

A ( 000869)

， 各给予

2400

万元 、

2000

万元、

700

万元资金支持， 其中五

粮液的防伪体系走在最前面， 已具备产

业化能力。”

徐玉锁表示， 五粮液今年将在三千

万瓶高端酒上装防伪标签， 成都普什也

将成为国内第一家把电子标签成功用于

酒类防伪的公司， 远望谷借此成功进入

酒类防伪行业， 预计

2012

年五粮液电

子标签及配套识读器投入金额过亿，

“远望谷已经参与商务部酒类防伪标准

的制定， 可能有机会进入上述三大酒类

品牌防伪体系建设， 此外与泸州老窖、

郎酒的合作也在开展之中。”

据介绍，

RFID

标签将设在酒类瓶

盖上， 一旦开瓶就损坏无法重复使用，

每瓶酒电子代码跟后端数据平台一一对

应， 代码的唯一性与标签的不可重复性

将令假酒无处遁形。 这样一个电子标签

成本约两块多钱， 与高端白酒动辄上千

的零售价相比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但徐

玉锁强调， 酒类防伪体系的建设， 除却

电子标签之外还需要配置网络及相关识

别设备， 不具备规模优势的酒类品牌没

有能力率先介入。

除了铁路、 畜牧、 酒类防伪、 图

书、 烟草五大业务领域， 远望谷也在谋

求车联网、 商超物流管理、 珠宝标签等

领域的跑马圈地。 在徐玉锁看来， 得益

于政策支持及产业振兴， 物联网产业面

临一个好的发展机遇。 虽然目前经济形

势不明朗， 对物联网产业也有一定影

响。 但他强调， 面对今年国内外经济形

势的徘徊， 远望谷有足够的心理准备，

应用市场的培育需要时间， 远望谷也有

足够的耐心。

（证券时报记者黄丽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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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在风云变幻的商海， 企业领袖决定着航船的方向， 要想了解一个企业， 就必

须了解该企业的掌舵人。 我们在证券时报 “

2010

年度中国上市公司价值评选活动” 获奖名

单中， 精心挑选了一批优秀上市公司， 与其董事长进行面对面的深入对话， 以求了解企业

家的战略思路， 把握企业的发展脉搏， 使投资者更为深入地了解这些上市公司的投资价值。

“中小板五十强”之远望谷

郑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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