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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前沿

◆企业动态

曾经，我国光伏产品 90%以上
出口海外；如今，本土市场已成为企
业主攻方向，海外战略从单纯卖产
品向海外设厂、建设电站加速升级。

近日，晶科能源和德国企业贺
利氏光伏在上海联合宣布，将合力
打造效率更高、成本更低的新一代

“超级光伏电池片”。同时，双方将
共同开拓“一带一路”沿线新能源
市场。

晶科能源CEO陈康平说，新能
源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点合作领
域，随着自身竞争力的不断提升，中
国新能源企业正在大力开拓海外市
场，加快全球业务布局。

今年 3 月，晶科能源中标了阿
布扎比斯韦罕光伏发电项目。该

项目预计发电量为 1177 兆瓦，是
目前已披露的全球最大地面光伏
电站项目。去年 7 月，晶科能源在
墨西哥中标 188 兆瓦的太阳能光
伏项目。

为了应对欧美双反壁垒，近年
来，我国光伏企业在海外设厂，扩大
海外生产版图。天合光能在马来西
亚、泰国、越南和荷兰建设了4个生
产基地，如今，公司海外产能已超过
2.5 吉瓦。晶科能源在马来西亚设
立了工厂和研发中心，加快新能源
产品和技术的海外布局。

工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
光伏企业海外产能遍布全世界 20
多个国家，生产布局全球化趋势明
显。受企业产能向海外转移影响，

2016 年，我国硅片、电池片和组件
产品出口额约为138.4亿美元，同比
下降11.3%。

从全球市场环境来看，得益于
对环境保护的日益重视和光伏成本
的不断下降，全球光伏需求快速增
长。据德国太阳能协会统计，2016
年全球光伏新增装机容量同比增长
大约 30%。其中，最大的增长动力
来自中国。

在专家看来，我国是全球最大
光伏应用市场，但产量份额占比更
大，因此，扩大海外市场“版图”是必
然选择。

瑞银证券中国公用事业及新能
源行业分析师刘帅说，中国光伏需
求占全球份额的 40%，但产量份额

占全球比重超过 80%。因此，海外
市场仍是光伏企业重要的战略阵
地。近年来，印度、美国、中东、非洲
等地区光伏需求增长迅猛，成为我
国光伏企业海外布局的要地。

“把‘一带一路’沿线打造成绿
色低碳走廊，中国在这方面既有产
业优势，也有技术优势。”中国工程
院院士杜祥琬说，世界能源正加速
迈向清洁、低碳、高效时代，能源科
技创新高度活跃。从能源长远安全
角度来看，我国要抢占未来能源科
技的战略制高点。

不过，在专家看来，光伏、风电
等可再生能源规模化应用依托于
进一步降低成本，同时要提高储能
技术。

近年来，我国光伏产业快速发
展，吸引着国际市场目光集聚。有
着 160 多年历史的全球 500 强企业
贺利氏将公司光伏业务的全球总部
设在上海，同时，在中国不断加大光
伏领域的研发和投资力度，提高电
池效率，降低电池生产成本。

贺利氏光伏总裁李海德说，中
国是全球最大的光伏市场。为了始
终站在市场最前沿，需要紧紧追随
中国及亚洲市场的发展脚步，因此，
贺利氏把光伏总部放在了上海。

李海德说，目前在中国，光伏发
电成本和传统发电成本之间的差距
越来越小。伴随着技术不断进步、
产业链日益成熟，相信光伏平价上
网时代很快将到来。

从卖产品到设厂建电站

我国光伏企业海外战略升级
■ 刘雪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就开
始了“走出去”之路。近年来，“走出
去”的中国企业不仅数量越来越多、
规模越来越大，领域越来越广、步伐
越来越快。有经济学家预计，随着
中国走近世界舞台中心，未来的 10
年到 20 年，中国企业的国际化将迎
来黄金时代。

从“三来一补”到成为“世界工
厂”再到国际投资，中国企业“走出
去”、国际化之路在不断升级。被誉
为“竞争策略之父”的迈克尔·波特
将国家经济发展分为四个阶段：生
产要素导向阶段、投资导向阶段、创
新导向阶段和富裕导向阶段。一般
认为，中国企业国际化目前正处于
投资导向阶段，少部分企业已进入

创新导向阶段。要想成为具备真正
的全球运营能力的国际化企业，就
必须全面迈向创新导向阶段，提升
中国企业在全球市场中的竞争力。

第一要务是苦练内功，真正实现
向创新型企业的转型。纵观世界，无
论传统的制造业如波音、空客、奔驰、
宝马，还是新兴的互联网科技企业如
微软、亚马逊、谷歌、Face book，无一
不是技术驱动的创新型企业。中国
的华为等企业也开始跻身这一行列，
不仅“专利等身”，而且开始参与全球
行业标准的确立。惟创新者进，惟创
新者强，惟创新者胜。每一次科技革
命浪潮，总会伴随着跨国企业的沉
浮。苹果之于诺基亚，华为之于爱立
信，皆是如此。

“走出去”代表了硬实力，当企
业有了资本、技术和资源，为了进一
步发展壮大就需要同时利用国内国
外两种资源，布局国内国外两个市
场。在充分竞争的市场条件下，对
任何一个有志于国际化的中国企业
而言，往往每一个区域市场都是其
目标市场。经济学家研究发现，同
业的两个或多个品牌同时进军一个
新兴市场，彼此之间能形成“引流效
应”，实现成本分担和客户共享。越
来越多的成功案例表明，中国市场
就是一个巨大的“试验场”，能够在
这个足够大且竞争激烈的市场成长
起来，其很多产品策略和市场逻辑
是可以“异地搬迁”的。“走出去”的
中国企业显然要利用这种“引流效

应”，主动适应国际市场消费者对品
牌选择的多样性需求，赢得认可。

不少人可能会问，到底什么才
是真正意义上的国际级企业，是不
是海外收入高甚至远远高过国内市
场收入就是了。前世界银行首席经
济学家林毅夫认为，“走出去”分三
步：走出去、走进去、走上去。把产
品卖出去只能算是第一步，而建立
研发、生产等海外业务部门并融入
当地社会、文化从而得到所在国企
业与消费者的认可，才能算是迈出
了第二步，也就是“走进去”。如果
再上一个台阶，在科技创新上引领
全球，并赢得全球关注和尊重，那就
到了第三步，实现了“走上去”，也就
达到了创新和富裕驱动的阶段。

当然，世界各国企业的发展与
国际化，从来与国家在世界格局的
位置变化息息相关。中国也需要在
宏观层面引导中国企业整体的国际
化可持续发展。企业在海外发展要
有战略性和长远性目标，把自己的
国际化发展目标与国家的发展和产
业政策相结合，形成自身的“硬实
力+软实力”品牌。在微观层面，相
关部门为个体企业的海外市场开拓
提供精准的本地化服务，助力其缩
短试错和适应路径。

当中国的全球品牌越来越多
时，中国在全球的国家声誉也会越
来越高，中国企业通过国际化之路
才会逐步升级为“世界级企业”，从
而在全球市场的大海中乘风破浪。

中国智造要“走出去”更要“走上去”
■ 赵东辉 叶前

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是
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
近年来，世界各国竞相在制造业领
域“放大招”。美国工业互联网、德
国工业 4.0、日本“机器人新战略”
和中国制造 2025 等概念的提出虽
基于各自制造业基础和产业现状
不同而在具体实施方向上有一定
差异，但其核心都无疑是在推动信
息化与工业化的深度融合，以实现
制造业转型升级。本月初举行的
第十一届中国—东北亚博览会首
次设置智能制造主题馆，围绕机器
人、3D 打印、制造业服务化、“互联
网+”等 内 容 进 行 展 示 。 除 此 之
外，博览会举办的中国制造 2025
吉林论坛及其配套的洽谈会更引
起业界人士关注。

跨界融合成焦点

智能制造代表了一类由智能
机器和人类专家共同组成的人机
一体化的智能系统，它在制造过程
中可以进行智能活动，诸如分析、
推理、判断、构思和决策等，是在人
与智能机器合作共事下具有自感
知、自学习、自决策、自执行、自适

应等功能的新型生产方式。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在智能

制造的大背景下，跨界融合往往成
为催生新业态的路径之一。这在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智能制造的核
心是人工智能与各产业领域深度
融合，其形成的数据驱动、人机协
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
济形态适应时代发展方向，具有强
大生命力。

“跨界融合成为新一轮产业变
革的本质特征”。国家工信部装备
司副司长杨拴昌在出席论坛时表
示，我国制造业在由大变强的历史
起点上迎来了重大机遇。一方面，
智能制造对智能装备工业软件、工
业互联网以及相关服务产生大量
需求，带动了众多新技术、新产品、
新装备快速发展，催生出一大批新
应用、新业态、新模式。另一方面，
智能制造作为改造提升传统产业
的重要推进路径，有利于推动传统
产业实现生产制造与市场多元化
需求之间的动态匹配，有助于增加
产出、减少消耗、提高品质，重塑工
业经济发展模式，加速优胜劣汰。

“近一段时间，企业高层十分重

视技术的智能化发展，除了通过自
主创新途径，还往往与互联网和信
息技术公司开展项目研发，比如未
来汽车领域，智能网联工程将是一
发力点。”董坤是一家汽车制造企业
的工程师，他向记者介绍的智能网
联工程正是当下汽车领域转型的热
点。对此，今年上半年，工信部、国
家发展改革委和科技部还联合印发
了《汽车产业中长期发展规划》，其
中提出了“汽车+”跨界融合工程，
表示要引导汽车企业积极协同信
息、通信、电子和互联网行业企业，
充分利用云计算、大数据等先进技
术以推动我国智能汽车发展。

“数字双胞胎”引关注

论坛上“机器人”“数字化”“人
工智能”等热词频现，此外冒出的
时新词也让大家饶有兴趣。大众
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高级经
理蒙特内罗围绕“解析德国工业
4.0 时代的智能制造”，美国通用集
团（GE）全球研发工业互联网联盟
理事长萨尔沃博士就“美国工业互
联网的发展趋势及其深远影响”主
题，分别在论坛上进行了主旨发

言。两位外籍专家虽然主题不同，
但都提到了当前智能制造领域较
为前沿的一个概念——“数字双胞
胎”（digital twin）。据了解，“数字
双胞胎”从虚拟制造、数字样机等
技术上发展而来，原本是美国军方
在航天系统研究中提出来的，现在
已经拓展到智能制造、预测设备故
障和改进产品等多领域。“数字双
胞胎”通常是以数字化方式为物理
对象创建虚拟模型，来模拟其在现
实环境中的行为。通过搭建整合
制造流程的数字双胞胎生产系统，
能实现从产品设计、生产计划到制
造执行的全过程数字化，将产品创
新、制造效率和有效性水平提升至
一个新的高度。

“大众会进一步推动发展数字
双胞胎技术，以便更好地预测工厂
的生产全过程。”蒙特内罗说。

“数字双胞胎揭示了物理世界
和数字世界的一种融合趋势，我们
将看到物理世界和数字化世界的
相互促进与融合，这种融合在未来
也会呈现爆炸式的发展。”萨尔沃
博士认为，尽快适应和驾驭这一过
程将有利于赢得未来市场的主动。

智能制造助推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
■ 本报记者 张伟伦

本报讯 碳排放权交易湖北
省协同创新中心、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近日在北京发布《碳排放权交
易蓝皮书：中国碳排放权交易报告

（2017）》。报告称，中国的碳交易
市场呈现履约率不断提高等特点。

履约率是评价包括北京、上
海、深圳等试点碳市场制度设计与
实施运行情况的一面镜子。报告
指出，从各试点的履约情况来看，
整体接近99%，且每年的按期履约
率都明显好于前一年，报告认为这

反映出无论是以地方人大立法还
是政府规章为基础的碳交易制度
保障，都对控排企业形成了一定的
政策约束力。

报告指出，各试点碳市场履
约期间量价齐升现象明显。2014
年到 2016 年，试点地区碳交易市
场履约期最明显的共同特征就是
市场成交量激增、交易价格出现
不同程度的上涨，并伴随较大的
波动。

（高凯）

本报讯 中关村创业大街等
机构近日发布的《大企业开放创新
报告（北京）》显示，截至2017年第
二季度，在北京开展开放创新的大
企业达到 130 家，占世界 500 强和
中 国 500 强（915 家 ）总 数 的
14.21%。从企业类型看，在北京布
局双创的大企业中，国企最多，占
比接近50%。

统计显示，我国大企业数量不
到全国经济主体的2%，但其营业收
入、利润、资产和出口等指标却占有
重要比重。有业内人士表示，大企

业参与双创将对我国经济、产业结
构调整等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

在新一轮全球工业革命中，以
云计算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
与制造业加速融合，正在引领新一
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从我国
来看，制造业也是技术创新最活跃
的领域。《报告》显示，在北京布局
开放创新的大企业中，工业领域大
企业开放创新最为活跃，高端装备
制造、精密制造、家电制造等制造
业细分领域最为突出，占比接近
60%。 （李锐）

中国碳交易市场履约率不断提高

大企业参与开放创新最活跃

本报讯 近日，瑞典布莱肯
风场竣工暨剪彩仪式在瑞典布莱
肯湖畔举行，布莱肯风场的竣工
投产成为中瑞企业在新能源领域
合作的一个新里程碑。

据介绍，布莱肯风场由瑞典
谢莱夫特奥电力公司和芬兰富腾
公司两家北欧地区知名能源企业
联合开发，总投资额近33亿瑞典
克朗（约合 4.06 亿美元），共安装
有 99 台 风 机 ，总 装 机 容 量
247.5MW，是欧盟 NER300 计划
支持的样板风场。瑞典布莱肯风
电项目共分四期建设，目前全面
建成，是欧洲第二大陆上风场。
其中三、四期采用的39台低温型
DF2.5MW-110 设备由东方电气
集团有限公司提供，这是迄今中
国企业在瑞典获得的最大风电项
目订单。 （谭刚）

东方电气风机助力
瑞典布莱肯风电项目建设

本报讯 近日，中煤集团所属
装备公司出口越南综采放顶煤成
套设备项目中的 SGZ630/264 型
前、后部输送机、SZZ730/132型转
载机、PCM110型破碎机、ZY2300
型皮带机自移机尾、ZY1100 型迈
步自移装置成套设备顺利通过用
户验收。

该项目成套设备除 SGZ630/
264 型前部刮板输送机、SGZ630/
264 型后部刮板输送机、SZZ730/
132 型转载机、PCM110 型破碎机
以外，还包括MG170/411-WD型
采煤机、ZF4400/17/28 型中间支
架、ZFG4800/20/32型过渡支架等
10 余种设备。其中 SGZ630/264
型前部输送机采用了双速水冷电
机+弹性联轴器+国产行星减速器
的传动形式，并设备技术性能和
可靠性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王曼）

中煤集团向越南出口
综采放顶煤成套输送设备

本报讯 近日，中国电力建
设集团有限公司与玻利维亚国家
电力公司正式签署伊比利苏水电
站项目合同，中国电建将为玻利
维亚再建一座百米高坝。

据悉，伊比利苏水电站项目
位于玻利维亚科恰班巴省卡拉斯
科市伊维利苏河流上游国家森林
公园内，距离科恰班巴市约 118
公里，总装机容量近 28 万千瓦，
共分为 4 个标段。其中，中国电
力建设集团所属水电四局负责Ⅰ
标段碾压混凝土重力坝的施工，
水电十一局负责Ⅱ标段引水隧洞
工程的施工。

中国电建自2011年进入玻利
维亚市场以来，共执行9个项目，
合同额超过 10 亿美元，涉及水
电、风电、基础设施等，如米西库
尼大坝、圣何塞水电站等工程。

（晓雯）

中国电建签约玻利维亚
伊比利苏水电站项目

本报讯 日前，凯捷与欧洲金
融管理和营销协会（Efma）联合发
布《2017 年全球保险报告》，指出
新数字技术浪潮正席卷保险行业
的方方面面。尽管数字化变革扰
乱了保险行业，但保险科技运动也
创造出更多与技术相关的机遇，传
统保险公司必须制定主营业务与
创新投资相结合的平衡发展战略，
才能确保转型盈利两不误。

保险科技公司虽然是个新事
物，却已经改变了保险市场的面
貌 。 实 际 上 ，本 次 报 告 采 访 的
8000 余名全球消费者中，近三分
之一（31.4%）的人表示很依赖保
险科技公司，其中，有些人只接
触保险科技公司，有些人则既使
用保险科技公司的服务，又维持
目前与传统保险服务提供商的
关系。受访者还表示，保险科技

公 司 的 服 务 性 价 比 更 高 、更 及
时、更高效。

保险公司认为，保险科技公司
与现有保险机构的互补优势形成
了很强的合作基础。事实上，凯捷
在对 15 个市场 100 余位保险机构
的高级主管采访中，发现大多数

（75%）认为提高保险科技能力可
帮助其机构更好地满足客户不断
变化的需求。一半以上（52.7%）的
受访高管认为，保险科技能力将帮
助他们迅速开发个性化产品。

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是
推动保险科技变革的催化剂，正驱
动企业在数字化、数据、分析和保
险公用化方面实现更多创新。因
此，《报告》建议保险公司将创新投
入摆在优先位置，并实施协作技术
战略，有效地解决创新难题。

（李锴）

数字化变革全面颠覆保险行业

中俄黑龙江大桥是中俄首座跨界江公路大桥。目前，中方施工人员正加紧在施工栈道上作业。
中俄黑龙江大桥起点位于中国黑龙江省黑河市，终点位于俄罗斯阿穆尔州布拉戈维申斯克市，预计2019年

通车。 新华社记者 王建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