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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凝聚态物理学家，张首晟另一个广为人知的身份是风险投资人。
2013年张首晟与学生联合创立丹华资本，他去世之前曾担任丹华资本的

创始董事长。
丹华资本主要关注的是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两者兼备的公司。已经布局

的领域包括人工智能、大数据、网络技术、AR、VR、互联网金融和金融医疗等。
“丹华资本的初衷是打通两个桥梁。一是把前沿科技和投资结合在一起，

二是把中国和美国结合在一起。”张首晟说。
张首晟当时表示，对前沿科技的投资非常重要，但是社会上懂前沿科技和

懂投资的人往往是分开的：做科研的大多沉浸在象牙塔中，不了解投资；做投
资的大多是商科背景，对前沿科技不了解。

“科学家的身份对做风险投资非常有帮助。”张首晟说，物理学的思维模式
是把任何事物都解剖到原子层次，认识事物的本质。而且做科研需要在非常杂
乱的情况下，看到清晰的研究路径。他认为，做风险投资也需要借助科学家的
思维模式，用独特的眼光看清未来前景。

在张首晟看来，无论是做科学家，还是做风险投资人，
其共性是做一个好老师，因为两者都需要带团队。

张首晟说，在美国高校，既做教授又做投资的人并不
多，但是既做教授又创业的人很多。“斯坦福大学允许高校
教授创业，提供了非常宽松的氛围。”

张首晟曾说过，这个真正完美的世界是一个量子的世
界，就是量子的一个粒子，它的确是可以百分百平行做两
件事情，量子的世界是平行的，他想他的人生也可以达到
这种境界。 据《科技日报》

张首晟走了
那个离诺奖最近的

风险投资人
12月6日，华裔物理学家、斯坦福大学物理

学教授张首晟的家人发布声明，确认张首晟于12
月1日因抑郁症意外去世。张首晟是任教于美国
斯坦福大学物理系的华裔科学家，是凝聚态理论
物理领域最杰出的科学家之一。

张首晟被称作华人科学家里离诺贝尔奖最近的人选之
一。

2014年，中科院物理所研究员丁洪曾在预测诺贝尔奖
得主时表示，张首晟很有可能摘得诺奖。

张首晟领导的团队2006年提出了“量子自旋霍尔效
应”，将其基于芯片业未来提出的新构想——通过控制电子
自旋运动来降低能耗——在理论上完成了预言。2007年，
张首晟发现的“量子自旋霍尔效应”被《科学》杂志评为当
年的“全球十大重要科学突破”之一。

美国科学家埃德温·霍尔在19世纪末发现，通电导体
在磁场作用下能使电流运动方向改变90°，这被称作霍尔
效应。1980年，科学家又发现在极低温和强磁场条件下，
霍尔效应呈现电子按顺时针沿导体边缘运动的现象，这就是
量子霍尔效应。与无序运动导致热量产生相比，电子保持秩
序状态则几乎没有能量损耗，由此引发了科学界研制新的电
脑元器件的设想。

但是，量子霍尔效应需要苛刻的条件。张首晟设想，能
否在正常条件下，让电子跳舞从杂乱无章的迪斯科到井然有
序的集体舞。他研究发现，电子如同地球自转一样，有一种
叫做自旋的基本特性，自旋向上的沿逆时针运动，自旋向下
的沿顺时针运动。这种自旋也会产生量子霍尔效应，这就是
量子自旋霍尔效应。它不仅没有能量损耗，并且不需要强磁
场，也可在室温环境下实现。

他摘得了诸多重量级奖，比如欧洲物理奖、美国物理学
会巴克莱奖、国际理论物理学中心狄拉克奖、尤里基础物理
学奖，还获得了富兰克林奖章。

2017年7月，张首晟与其他几位华人科学家宣布发现马
约拉那费米子，并将其命名为“天使粒子”。

“天使粒子”的发现引发公众极大关注，但也因为媒体
的表述一度引发了争议。

实际上，这项实验由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王康隆团队
主导，上海科技大学合作，并由加州大学欧文分校、加州大
学戴维斯分校协助、斯坦福大学团队的参与。实验中观测到
了马约拉纳费米子模存在的证据，同时又极大程度上排除了
其他因素的影响，成为马约拉纳准费米子存在的有力证据。

标准物理理论模型中，12种基本粒子被分成两大家
族：电子、质子等8种粒子组成的费米子家族和光子、介子
等4种粒子组成的玻色子家族。一般认为，每一种粒子都有
其反粒子，且状态与粒子本身相反，粒子与反粒子相遇会瞬
间湮灭。

但1937年，埃托雷·马约拉纳预言，有一类特殊的费
米子，像光子等玻色子一样，它们的反粒子就是自身，这种
费米子被称为“马约拉纳费米子”。

研究论文共同一作、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潘磊指出，
所谓的发现天使粒子，并不是真正发现了马约拉纳费米子，
而是发现了符合马约拉纳费米子性质的激发态。

马约拉纳费米子被认为是制造量子计算机的完美选择。
只要符合马约拉那费米子的性质，就可以用来实现拓扑量子
计算。拓扑量子计算机对外在噪声的抵抗力比普通量子计算
机更强，更具鲁棒性。研究人员也表示，探测到这种粒子
后，他们可以制备出电子芯片，实现基于这一粒子为基础的
拓扑量子计算机电脑芯片。

张首晟在2009年作为“千人计划”人才回到中国。这些年与国内高校和科
研院所的合作十分成功，比如发现了三维拓扑绝缘体和量子反常霍尔效应。

“中国已经可以把从1到10，从10到100这种放大性的工作做好，需要更多
从0到1的原创。”张首晟说，他的总体感受是，中国的科研越来越走向国际前沿。

张首晟还对国内年轻一代科学家在原创性研究方面寄予厚望。
“希望他们不要只是跟风，什么热门就做什么，而是学会独立判断，真正用

好奇心来驱动科学研究。”张首晟认为，好奇心驱动是做原创性工作最重要的
素质之一。

张首晟说，要想催生出原创性研究，需要从教育模式和科研机制等方面营
造更为有利的环境。

他发现，很多中国人把科研理解为“攻关”。但“攻关”是有目标的，真正原
创性的工作，很多时候没有目标。

曾被称为离诺奖最近的人

与国内高校合作非常成功

既是科学家，又是风险投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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