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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

一 马斯克家有我做的音箱
“我认为的开发者，是基于已有的软硬件或

智能算法技术去开拓此前没有做过的事，不是
只发论文、做研究，而是开发出一种产品、软件、
服务或者解决方案，改变我们的现实世界。”在
本届开发者先锋大会上，上海人张海星带来了
用   天就造出的全尺寸通用人形机器人原型
机。他是这款产品的开发者、设计者，但他更愿
意称自己是产品经理。

两三年前，因为设计开发了一款能自动控
制升降悬浮的蓝牙音箱，他被马斯克揽入旗
下。“我是他面试的第一个中国人，他看中了我
的创新能力，这台音箱现在还在他家里放着。
这款产品可以说很成功，但我觉得不应该止步
于此。当时马斯克在全世界科技领域是最有影
响力的人，作为一个中国本土创业者，我想学习
这一套逻辑：如何把开发者做的一系列探索，整
合成一个人人能用的科技产品。”就这样，他加
入了特斯拉中国设计中心。期间，他主导下一
代人形机器人       并参与全自动驾驶出租
车        等新车型的开发工作，从零组建起
一支高效的中国研究设计团队。“这两年的经
历，让我更加深刻认识到第一性原理，从最基本
的原理出发进行推理，而不是依赖类比或经验，
回归事物本质去寻找解决方案。做人形机器人
也是秉承着这样的逻辑。”    年 月，张海星
带领团队在上海创业，主攻人形机器人。

  岁在上海的电脑城组装自己的第一台个
人电脑、到澳洲学习计算机专业、回   等传统大
厂、创立自己的消费电子品牌……张海星已有近
  年在电子产品领域摸爬滚打的经历。“一个产
品，它的材料成本是多少、需要多少软件工程师、多
少硬件工程师，每个细分项目需要投入 个月的研
发工时还是6个月？我们是一支只有二三十人的
小团队，当资源受限时，这些账很好算。小公司的
特点就是灵活敏捷，可以专注于创新突破。”

二 在快速迭代中找到方向
张海星创办的“矩阵超智”成立时间不足一

年，在半年不到的时间内开发出人形机器人
        。今年春运期间，它在上海南站与往
来旅客互动。但张海星认为这个速度不算快，
“大众对人形机器人的接受程度远超我们的想
象，不是我们做了消费者看不懂的产品，而是我
们的技术和产品没有达到消费者的期待”。

如果给开发者画像，他可能是一个工程师
或程序员，有的让软件看起来好看好用，有的
搭建软件的大脑。“早期，开发者是在一片黑暗
的环境里对着白色的光标去写代码，没有今天
这么丰富的软件生态、可视化的界面。随着人
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开发者来到了一个开放的
崭新世界，技术每天都在更新，我们需要在快
速迭代中找到自己的方向和平衡感，每天都要
学习。”张海星说。与那些炫酷的  应用或产
品相比，开发者的工作其实非常接地气。“比
如，为机器人本体打螺丝、连接插件；机器人
走两步就‘崴脚’了，烧掉了电机，硬件工程师
就要拆解它身上的零件，软件工程师来采集
数据……开发者的工作，就像喂养一个娃娃，
你不厌其烦地给他喂奶、换尿布、洗澡，看似每
天做同样的动作，但有一天你突然发现，不知
不觉中他会走了、会跑了，就特别有成就感，就
会觉得半夜爬起来喂奶的那种痛苦，顷刻间烟
消云散了。”他表示。一遍遍打磨，肉眼可见地
看见产品更稳定，这种直接的正向反馈，是开
发者最有成就感的时刻。“我们团队都是行业
里非常优秀的开发者，每个人都是身兼数职，
有热爱、有梦想，还有点‘迷之自信’，坚信我们
能做出改变世界的产品，我们计划在    年下
半年实现国内量产，完成商业化落地。”

随着春节期间        爆火，对创始人梁
文锋的关注和讨论，似乎走向另一个方向：  浪
潮下，新一轮造富神话又来了吗？对此，张海星
向开发者建议：“一定要多尝试，多学习，选一个
你的热爱与能力能匹配的方向，一定不要为了
利益去驱动。过程中会遇到很多困难，很多人
都会告诉你这不行那不行，如果没有热爱的原
动力，你无法穿越这个被人质疑的黑暗森林。”

三 拼想象力执行力的时代
“过去只能是程序员做开发，今后人人都

能成为开发者，现在的  技术已能做到让‘技
术小白’也能开发他们想要的软件或应用。”
作为顶尖开发者，王冠的  征途同样始于对

技术的痴迷与热爱。
小时候出于兴趣，王冠开发过一些小游

戏。当超级电脑“深蓝”战胜人类顶尖棋手
时，他深受震撼。    年，王冠从上海交通
大学毕业后，到美国布朗大学攻读人工智能
博士学位。    年，他与团队在哈佛大学创
新实验室成立可之科技，在麻省理工学院孵
化，致力于让  具备人脑一样的持续进化能
力和数理逻辑推理能力。

团 队 关 注 到 以    为 代 表 的 基 于
           概率体系架构的大语言模型有
三大缺陷：计算不精准、逻辑不严谨、不能在
线学习，不能越用越聪明，而这三个瓶颈是大
模型在产业落地的关键。以考试为例，为了
解决试卷批改人工负担重、精度要求高的问
题，许多地方尝试引入   技术，但即使是
   ，手写识别精度和题目理解水平也不高，
远不及人工。“我们开辟了一条独特的技术路
线，以差异化的架构解决           概率体
系的瓶颈，模拟人类婴儿大脑学会说话的过
程，让模型可以在线迭代自主进化。我们做
了最朴素的判断：  能迅速实现价值的主要

有两类场景，一是人类想做好但水平不够的
事，另一类是能低成本大规模代替重复性人
力劳动的事，我们选择了阅卷作为突破口，在
这个领域把我们的核心优势发挥出来。”

随着国内经济的动能进入新质生产力阶
段，王冠决定回国发展。“从  的发展来看，我
们的技术方向在国内有很大的市场空间。自
研大模型连续 年服务全国十余省市高考、
中考阅卷，全流程批改精度达   %，速度达
到人工的数百倍。我们在海外重大考试中也
正面击败      ，收获了不少业务。”王冠认
为，国内的创业环境要比美国竞争更激烈，面对
的压力很大。“不只创业者卷，巨头也卷。创业
者要发现一个好的场景很不容易，要面对巨头
的竞争。但一旦在国内成功，那么征战海外市
场往往也能成功。”开发者是新技术的源头和受
益者，对新技术的敏感度和接受度非常高。“上
海作为一个拥有丰富开发者生态的城市，在未
来一定有很多好的应用落地。”

对开发者，他建议一要做得开心，来自灵魂
深处的成就感非常重要；二要谋定而后动，不能
光靠热血和创意，还要有准备。“比如，我认为框

式聊天的商业模式不太成立。大模型的发展让
很多需要多人协作的工作变得扁平化了，现在
是拼想象力和执行力的时代，只要大家发现了
一个别人没发现的需求，用比较低的成本，开发
出一个好产品，就能成就一番了不起的事业。”

四 用  绘本与“星宝”对话
背双肩包、戴眼镜、说话时语速不快，偶

尔露出一丝腼腆的笑——遇到吕昭波时，他
刚参加完在徐汇区模速空间的一场活动。“跟
大多数程序员一样，读书时我就有用代码改
变世界的梦想。慢慢尝试了不同的方向，转
向技术解决方案、架构设计等领域。”    年
起，吕昭波深度探索  技术应用，并通过开源
社区、创客大赛等渠道推动  技术的普及。
“我本职工作是做云计算方面的工作，参加比
赛、分享都是利用业余时间。”他说。

吕昭波经常要给儿子讲睡前故事，讲着
讲着就发现讲不下去了，头一天编的情节，第
二天就忘记了。“我干脆开发了一款儿童故事
  产品，一开始它讲故事的能力还不强，但儿
子觉得这个过程挺新奇。比如，  绘本生成
猪猪侠飞向太空等情节，儿子觉得比我讲的
故事更有想象力。他现在也会问  聊天工
具，比如让李白和爱因斯坦打个电话会有什
么效果等。我们也会根据这些内容进行亲子
互动，讨论一些话题。”这次开发经历让他认
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小伙伴，大家一起打磨
出了专门为孤独症儿童开发的  绘本。

被称为“来自星星的孩子”“星宝”的孤独
症患者，正常人往往很难理解、共情他们的情
感需求。“我们团队中有一个爸爸既是开发者，
又有一个孤独症儿子，他更能懂得这个群体。
比如有孩子看到一座桥不愿意走过去，理由是
他觉得桥会受伤，会很疼。这样的心理特征，
我们很难捕捉。但  能帮助我们了解到这些
知识，慢慢走入他们的内心，发掘这些孩子的
需求。现在我们这个  绘本已经有  万用户
了。”这支团队都是志愿开发，分文不取，白天
做本职工作，下班后参与研发  绘本工具。“春
节        爆火后，大家讨论的热情很高，都
在想还能开发出哪些应用。经常讨论到夜里
十一二点，每次都互相提醒下次不能熬夜了，
结果到下次还这样。”作为一个资深程序员，吕
昭波已经验证了  写代码的能力，但他并不认
为  会取代程序员。“程序员可以另辟蹊径，找
到更广阔的发挥空间，做更有趣味、更有意义
的事情，有更多的时间思考和设计。”

五 在社区中学起来玩起来
本次开发者大会中，司玉鑫参与了  人才培养

论坛的举办，见到了许多老朋友。他在朋友圈感
慨：“热爱与坚持，连点成线，种因为果。”对司玉
鑫来说，最初学习  相关知识，是出于提升技
能、找到好工作的现实需求。“我学的是软件工
程专业，当时比较火的就业方向是算法工程
师，但这些知识学校里很难学到。”他一头扎进
开发者学习社区中。“很多‘前辈’手把手教技
能，我一步步跟着学，果然拿到了一份非常好
的     。我比较热爱分享，想着既然能通过
在社区中学习找到工作，那能不能把促进开源
学习作为我自己的事业？”五年前，他加入了一
个开发者社区，全职工作至今。“从       发
布以后，我们社区也作了调整，探索用  教更多
普通人去用大模型以及各种各样的  产品，在
学习和工作场景中提高效能。我们也去很多高
校作  通识讲座，  应该是未来每个人都需要具
备的基础知识和技能。”司玉鑫说。

科技博主陈政在类似这种技术社区中有
一个响当当的名字：“三掌柜”。“我在社区里
有  年的技术分享经验。现在，我还保持着
每月写6篇文章的频率。在上海，我们也会定
期组织技术沙龙。程序员群体的技术开放共
享精神是非常重要的。”去年，智能代码生成
工具以及文生视频的应用，让陈政很受鼓
舞。“过去几个人两三天需要开发的内容，在
这些工具的加持下，现在一个人一天就能搞
定。”今年春节，老家有个做中医的亲戚向他
感叹，现在  大模型开出的诊断方案不比他
差。陈政认为，随着新技术的不断涌现和应
用，开发者越来越重视持续学习的能力。“去
年，我们几个开发者开发了一个能聊天的智
能助手；今年，我们希望开发一个以开发者为
群体的相亲类  应用，目前前端页面已经做
好了。现在做这种应用效率大大提高了。”

在刚刚落幕的2025全球开发者先锋大会上，“开发者”
成为绝对主角，对这一群体的定义也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
延展与重构。

不管是内藏演讲台词、可以实时翻译的AR眼镜，能做
转身、带球、射门等踢球动作的人形机器人，还是
DeepSeek、元宝、豆包等大模型应用，背后都是一群开发者
在施展数字世界的“魔法”，他们不仅是代码的书写者，也
是未来场景的设计者，更是人类与智能体协作的探路者。

中国开发者群体不仅是技术创新的核心力量，更是全
球开源生态重构的关键参与者。在这个AI浪潮汹涌的时
代，开发者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和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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