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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經是雅虎中國第一

任總經理，也曾是鼎暉投

資的運營合夥人，現在的

他是世界邦旅行網的創始

人和首席執行官，他就是

張平合。從外企高管轉戰

創投圈再到自己創業，張

平合對旅遊的熱愛不減，

也從一名旅遊達人變身為

幫助國人出國自由行的旅

遊網站創始人。目前，世

界邦已經成為內地最大的

出國定製旅行服務提供

商。張平合接受本報專訪

時表示，希望透過世界邦

一價全包的達人分享模

式，開啟內地自由行的新

模式。

■香港文匯報記者

羅洪嘯 北京報道

2012年底，在投資圈做得風生水起的張平合決定自己創業。在去美國時，他跟雅虎創始
人楊致遠聊了5分鐘關於創辦解決中國人出境自由行問
題旅行網的設想，楊致遠當即就決定投資。世界邦的
誕生可謂是含着金鑰匙，除獲得楊致遠的天使投資
外，更得到復星集團旗下復星昆仲資本和總部位於美
國硅谷的ChinaRock風險投資基金兩家著名投資機構
重金注資，A輪就獲得了近千萬美元的投資。
談及創業初衷，張平合說：「我20年大概去過30多
個國家，每次出行都會碰到大大小小的問題，沒有一
次是完美的。例如我去了美國幾十次，但是每次還有
小問題出現，我就思考，像我這樣有豐富旅行經驗的
人到國外還這樣，對於中國上億的老百姓、城市白
領，出國遊有很多痛症。我創辦世界邦就是要解決這
些痛症。越痛的地方就是我們最先要解決的，譬如歐
美澳新等國家。」

採大數據歸納用戶需求
為了解決這些痛症，世界邦引入了「大數據＋達人

眾包」的模式，世界邦希望通過大數據的方式總結歸
納出目的地玩法、目的地吃法、目的地行程等，然後
將這些繁冗的信息與上億人次的出境旅遊需求進行有
效對接。在電腦完成初步篩選後，世界邦隨即會把用

戶需求與遍佈幾十個國家的2,000名旅遊達人對接，達
人依據自己豐富的旅遊知識為其定製旅遊線路，並在
用戶自由行之前及過程中隨時回答問題，達人則在
此過程中獲得了世界邦的積分，可用於自己出行購
買旅遊產品，可謂雙贏。
同時，為了解決繁瑣的訂票訂酒店等事情，

世界邦所有的產品一價全包，包括簽證、機
票、酒店、門票、保險、WIFI、觀光等服務。
在旅行途中用戶可以使用世界邦的行程大師
APP，只要跟着行程大師的指導——各種點對
點交通、景點介紹、時間安排建議一應俱全，再
加上達人隨時解答疑惑，免去了用戶花費大量時
間查看攻略的過程。

改造產業鏈按需求生產
張平合表示，整個中國都處於消費升級的過程中，

其中，互聯網對服務類的升級換代效率提升要遠遠高
於實物類的升級換代。世界邦的商業模式就是對定製
旅遊產業鏈進行改造，在生產環節就介入進去，打造
柔性化生產線，通過全球「達人眾包」加上大數據的
方式，真正實現按需求生產。
對於世界邦的未來，張平合已經規劃了上市之路。

張平合說：「我們一開始就設計了每年服務上千萬人

次的能力，這個模型也建立在上市的基礎上，我們股
東中這些非常專業的機構和戰略投資人，希望我們變
成一家有實力的大公司。如果下一步國家放開合資類
互聯網企業在內地上市的門檻，未來除了選擇在香港
和美國上市，也考慮在內地上市。」

網站創始人網站創始人

推定製遊世界推定製遊世界
■旅遊網站創始人
張平合開啟內地自
由行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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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投資人到創業者，張平合對市場有
着獨到的見解。在「大眾創業，萬眾創
新」的熱潮下，哪些行業還能挖出金
礦？張平合認為，未來服務業升級換代
是創業的藍海。他指出，目前服務業中
餐飲食行業的市場是四五萬億、旅遊業
的市場是三萬億。這些市場都非常龐
大，但同時又很分散，這給互聯網改造
服務業創造了巨大空間。互聯網的介入
將創造出新的產業鏈，同時會壓縮很多
環節。互聯網在提高行業集中度的同
時，將提升服務的規模和效率。

打造咖啡館為旅遊驛站
沿着服務自由旅行精神這個脈絡，在

世界邦旅行網走上正軌後，張平合又打

造了世界邦連鎖旅行咖啡館。第一家咖
啡館已於今年4月在台北誠品信義旗艦
店開業，顧客在那裡不僅可以在咖啡香
中遨遊書海，而且可以借用或購買旅遊
書籍和工具，更可以隨時諮詢旅行問
題。同時，有專業的旅行銷售顧問為顧
客提供「一對一指導」並定製行程，提
供貼心的旅遊線下服務。
張平合說：「世界邦不會像在線旅

遊企業那樣單純追求用戶流量，而會
配合線下模式吸引用戶，通過建立旅
行咖啡館的模式，將幾千萬出境遊用
戶中的幾百萬用戶，變成真正的消費
者。世界邦的咖啡館不僅僅是一家咖
啡館，更將成為世界邦用戶在旅遊目
的地的驛站。」

服務業升級換代挖金礦服務業升級換代挖金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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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爾濱工業大學航天學院博士一年級學
生韋明川是負責衛星總體設計及測

控。他於2009年以自主招生被該校錄取，
在中學時代已就創新實踐和電子信息方面有
着不俗的表現。開學不久，他加入了哈工大
無線電俱樂部。
據悉，哈工大有着自主研製小衛星的成熟

經驗和輝煌表現，自2004年起成功研發五
顆衛星。2009年12月15日，中國首顆業餘
無線電通信衛星「希望一號」發射成功的消
息，讓韋明川萌生了自己動手研製小衛星的
夢想。
韋明川既將自己研製衛星的夢想告訴老

師，並獲得鼎力支持，又結識了一群與他同
樣有着「衛星夢」的青年郭金生、俞陽、吳
凡、夏開心、馮田雨、王騁、張天赫、苗

悅、邱實、胡超然、張揚雨、米明恆、張冀
鷂、龔肇沛、裴樂等，他們後來都成為「紫
丁香二號」的團隊骨幹。

先於「一號」發射
除了已發射的「紫丁香二號」納衛星，哈

工大小衛星研發團隊還肩負「紫丁香一號」
衛星的研發任務。「是QB50工程項目讓我
們成為團隊，凝聚出戰鬥力來。」已是兩顆
衛星總體設計兼測控的韋明川說。
QB50工程由比利時馮．卡門流體動力研
究院聯合歐空局等機構，於2010年提出邀
請全球高校參與，採用50顆立方體衛星組
網，計劃2016年底發射。該工程是目前世
界上參與國家和地區最多的微小衛星國際合
作項目，也將是一次發射衛星最多的項目。

2010年11月，哈工大衛星技術研究所的王
峰老師在荷蘭擔任訪問學者時，得知QB50
工程將要啟動，便向航天學院匯報，提出哈
工大組建學生團隊參與此事。
韋明川偶然在網上看到學校參與QB50工

程的消息後，第一時間找到王峰申請參與項
目。2012年1月，內地首個由學生親自參與
設計、研製、調試與應用的微納衛星團隊正
式成立，「紫丁香一號」由此誕生。
就在「紫丁香一號」的研發期間，長征六

號項目啟動，高校學生自主研發的衛星有機
會發射。2014年3月，哈工大納衛星研發團
隊正式提交參與此項目的意向書，這就是現
在的「紫丁香二號」。由於該項目的發射時
間較「紫丁香一號」的發射時間更早，就出
現了「二號」先於「一號」發射的情況。

八學科聯建研製團隊
「紫丁香」納衛星團隊以衛星技術研究所

為技術依托，凝聚了哈工大航空宇航科學與
技術、力學、計算機科學與技術、控制工
程、機械工程、通信工程、電氣工程、熱能
工程等8個學科的本科、碩士和博士研究
生，是一支學科交叉的研製團隊。
為了更好地發揮團隊成員的主觀能動性，

根據個人興趣、專業背景，同時結合衛星的
研製需要，負責人將成員編排為不同的小
組，包括總體、測控、姿控、電源、星務管
理、通信、結構與熱控、測試與地面站等。
「以學生為主的研製模式給我們充分的發揮

空間，大家自主學習、鑽研攻關，激發意志
力，迎難而上；而跨學科、跨專業的協作攻
關，也讓我們結下深厚的友誼。」韋明川說。

「紫丁香一號」屬於立方體衛
星。所謂的立方體衛星是一種採用
專用設計標準設計的低成本納衛
星，成本較低。與傳統衛星相比，

立方體衛星體積小、重量輕，搭載發射機會多；
研製周期一般為1至2年，可快速、機動發射；主
要用於航天新概念、新原理、新方法在軌試驗驗
證，可為空間在軌服務提供平台，也可為用戶提
供各類服務；能單獨或組網運行，完成大衛星無
法完成的任務。「紫丁香二號」雖然不屬於立方
體衛星，但是使用了立方體衛星的很多技術，很
多工作繼承自「紫丁香一號」。

據悉，「紫丁香一號」將用於80公里至300公
里高度低熱層大氣的科學探測，將於 2016 年
升空。

團隊成員雖然來自不同學科，但夢想一致。
「共同奮鬥成就衛星的研製和發射是一種幸運，
也是不少大學生想都不敢想的人生經歷。」胡超
然是哈工大電信學院大四的學生，在團隊中負責
測控系統天線設計及地面站相關架設。她說：
「從參與『紫丁香二號』項目到發射，只有一年
多，時間很緊迫。即使在後期開展中遇到困難，
但在整個團隊努力下終能解決問題。」
負責姿控的苗悅2009年被特招到哈工大外國語
學院學習俄語—飛行器設計與工程，雙學位5年
制。為將專業知識學得更扎實，大三時她放棄了
公費留學俄羅斯的機會，畢業前放棄了俄語專業
的保研名額，2014年考入航天學院，並進入納衛
星團隊。
米明恆是電氣學院碩士二年級的學生，在團隊
中負責地面站及運控。「我是一個比較『不務正
業』的人。我的學科是儀器科學與技術，應該是
做儀器儀表的，參加該項目完全是業餘愛好。此
次我負責軟件開發，和我的專業方向偏了很多，
但我十分享受這項工作帶給我的快樂。」

專業不同 夢想相同

「紫丁香一號」明年升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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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衛星圓飛天夢
隨着「長征六號」火箭上月在山西省太原衛星發射中心成功發射，

由黑龍江哈爾濱工業大學學生團隊研發的中國首顆由高校學生自主設

計、研製和管控的納衛星「紫丁香二號」亦成功發往太空，這對探索

微納衛星在未來航天裝備和國民經濟建設中的作用具有積極意義。該

支平均年齡只有24歲、由8個學科的本科、碩士和博士研究生40多

人組成的學生團隊，在5年內成功研發了一顆納衛星並發往太空，完

成了一般人眼裡異想天開的「衛星夢」任務。

■香港文匯報通訊員 吉星，記者 夏瑞雪 哈爾濱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