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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专栏作家 熊锦秋 

4 月 13 日，柔宇科技独董刘姝威发文呼吁拯救柔宇科技，建议各级政

府积极帮助柔宇科技解决资金短缺，帮助柔宇科技引进战略投资者，以便

开拓我国柔性技术的应用市场。 

刘姝威列举了近年来柔宇科技取得的一些研发成果，指出柔宇科技的

三位创始人均毕业于清华大学，掌握国际领先的柔性技术，但对于如何开

拓市场，创造充足的经营性现金流量，保障公司的持续运营，缺乏经验，

最后提出“拯救柔宇，保持我国在柔性技术领域的国际领先水平”的建议。 

将拯救柔宇科技，与保持我国柔性技术领先地位挂上钩、甚至划等号，

其中逻辑似显牵强。如果柔宇科技果真有过硬科技创新成果，这些成果不

会因为柔性技术的萧条而烟消云散，总能找到用武之地。而且，我国科技

创新人员众多，从事柔性技术研究的也绝非三两人，别人同样可能成为我

国柔性技术的中流砥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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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市场人士对柔宇科技是否真正掌握柔性屏核心技术表示怀疑。事

实上，柔宇科技也曾冲刺科创板，2020 年底披露了招股书，为证明其符合

科创板属性指标，选择满足当时版本《科创属性评价指引》第一条第一款

“最近三年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比例 5%以上，或最近三年研发投入金额累

计在 6000 万元以上”；并没有选择满足“国家科技进步奖”等 5 项比较

有含金量的科创属性指标来证明自己。尤其 2017 年、2018 年、2019 年、

2020 年 1~6 月，柔宇科技营业收入只有区区一两亿元，扣非净利润则分

别为-35900 万元、-78620 万元、-98565 万元和-74390 万元。 

柔宇科技如此基本面，证券市场反响不积极并不让人感到意外。2021

年 2 月柔宇科技和保荐人提交撤回上市申请文件的申请，由此上交所终止

审核。也正是在撤回 IPO 申请之后，柔宇科技资金紧张问题开始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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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宇科技毕竟是作为一家公司而存在，追求经营收入、利润是其天职。

从 2012 年成立到 2020 年，柔宇科技一共完成了 13 轮融资，总计 98.5

亿元。股东投钱不是永生永世供养公司，最终需要利润回报，上百亿投资

都喂不饱，将来还需投多少钱也难以预测。科创板市场对柔宇科技不买账，

让各级政府帮助解决柔宇科技的资金短缺问题，万一全部亏光又该怎么办？

本案给笔者一个最深的感触，就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各方主体

应各归其位、各尽其责。 

首先，政府应找准定位。今年 3 月，李克强总理作的《政府工作报告》

再次强调，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

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笔者看来，

要让市场的归市场、政府的归政府。政府要在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

商环境、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等方面，进一步强化工作力度，至于资

本、资金等资源配置，应由市场来发挥决定性作用，政府不宜过度插手。

尤其是高科技创新领域，具有迭代快、突变型等特点，靠政府计划或投入

很难跟上创新步伐，成功概率或许并不高。 

其次，科研人员应找准定位。有些科研人员不仅具有高水平专业技能、

同时还具有经营企业的天赋，可以带领公司开拓经营，但毕竟这种复合型

人才属凤毛麟角。既然柔宇科技的三位创始人不擅长公司经营，那么就不

要搞经营、搞上市，可以让其他专业人员来经营管理、开拓市场，自己可

潜心搞科创研发，多搞些科创专利，同样可以获得自己的一份收入，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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