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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陈静报道：阿里巴巴日前公布了截至
2014年9月30日的第三季度财报。这也是阿里巴巴上市
之后公布的第一份财报。财报显示，阿里巴巴净盈利为
68.08亿元人民币，相当于每天净赚 7564万元，这意味
着阿里巴巴已成为名符其实的“国内最赚钱的互联网公
司”。

财报显示，该季度阿里巴巴集团旗下的中国零售平
台 （淘宝、天猫、聚划算） 的交易额为 5556.66 亿元人
民币 （905.29 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48.7%，比上
季度增长 10.9%。综合前两季数字来看，2014 年前三
季度，中国零售平台的总交易额已接近 15000亿元。

受财报利好影响，阿里巴巴 4 日股价大涨 4.19%，
市值升至 2614.6 亿美元，线下零售巨头沃尔玛当前市
值为 2487.77 亿美元，线上零售前景在资本市场已获
认同。

截至9月30日，阿里巴巴移动平台的活跃用户增至
2.17 亿，比上季度末的 1.88 亿新增了 2900 万户。受此
影响，今年第三季度，阿里巴巴旗下的中国零售平台，
来 自 移 动 端 的 交 易 额 达 到 1990.54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263%。移动端商品交易额占整体交易额的比例达到
35.8%，这一比例较2013年同期提升了21个百分点。由
于来自用户数与交易额增长的驱动，阿里巴巴在移动端
的收入呈持续爆发趋势。2014年第三季度，阿里巴巴来
自移动端的收入达到 37.19 亿元，同比增长超过 10 倍。
移动端收入的占比从2013年同期的3.8%，增至29.1%。

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执行副主席蔡崇信表示，未来
还将加大移动端投入，阿里巴巴还会通过更加个性化和
基于位置的数据，向消费者提供更精确的体验。

交出上市后首份成绩单

阿里巴巴每天净赚7564万元

本报北京 11 月 5 日讯 记者陈颐报道：中国工程
机械制造商三一集团和企业管理协同化商务解决方案
供应商德国 SAP 公司今日在京宣布，在与 SAP 近 10
年合作的基础上，联手打造基于最新技术的业务管理
平台，着眼于构建领先于全球工程机械行业的流程信息
化体系。

据悉，SAP解决方案的集成性、开放性和可扩展性
符合三一集团的业务模式，符合集团流程的管控要求。

三一集团携手SAP打造管理平台三一集团携手SAP打造管理平台

有核心技术就不怕潮起潮落有核心技术就不怕潮起潮落

本报北京 11 月 5 日讯 记者祝君壁

报道：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旗下的“南海
九号”承钻的首口千米水深井——陵水
25-1-1 井今日顺利完钻，“南海九号”也
成为继“海洋石油 981”后第二个成功进
入“千米水深钻探俱乐部”的钻井平台。
此举标志着我国深水钻井迈上一个新的
台阶，深水钻井技术、装备梯队建设进一
步完善，这为将来深水大规模勘探、开发
奠定了基础。

陵水 25-1-1 井作业水深 975 米，完
钻深度 3930 米，位于琼东南盆地深水区
的陵水凹陷东部，距附近的崖城气田 34
千米。该井为“南海九号”作业的第一口
深水井，也是中国海油采用锚泊式定位方
式进行钻井作业的水深最深的一口井。

“南海九号”是除“海洋石油981”外，中
国海油作业水深最大的半潜式钻井平台，
属于第四代钻井平台，设计作业水深1524
米，最大钻井深度7620米。此次锚泊定位

作业面临诸多挑战，“一分深、一分险”是深
水钻井的重要特征。为了确保深水“首秀”
成功，中国海油锚泊定位专家与平台方面
密切配合、精心操作，在严控风险的前提下
采用多条拖轮同时抛锚的方式，最终安全
顺利实现了平台的精确定位。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南海九号平台
总经理孟小光表示，“南海九号”钻井平台
8个单重为 18吨的锚头带着钢缆，被分别
投放在距平台平均 3000 米的位置上，像

八爪章鱼般紧扣海底以维持平台稳定。
每条“触须”都维持着 130吨拉力。“若将 8
个方向上的锚头连起，所覆盖的面积近30
平方公里，相当于 4200 多个标准足球场
的总面积。”孟小光说。

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齐美胜介绍，作为中国海油旗下的专业
技术服务公司，中海油服已经具备从浅
水到深水提供全方位的勘探、开发和生
产服务能力。

“南海九号”首口千米水深井成功完钻
我国深水钻井技术、装备梯队建设进一步完善

在当前经济增速有所放缓、经济结
构持续调整的背景下，“老字号”国企
如何应对？企业发展的信心从哪里来？
近日，记者随国家网信办组织的“从企
业看信心”采访团来到玉柴集团和兰石
集团寻找答案。

玉柴集团与兰石集团，一个位于广
西西南地区便捷的出海通道，一个地处
西北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重要节点。地
理位置的不同，让两家企业面临的发展
环境也不尽相同。

“以信息化为基础的智能化时代已
经降临，制造业如何跟上智能化时代的
发展步伐，是任何企业必须思考和面对
的问题。我们的目标是在 3 年内建成世
界领先的发动机制造生产线。这个领
先，就要靠智能化运用。”广西玉柴集
团董事长晏平说。

2014 年 1 至 9 月，玉柴销售收入接
近 300 亿元，玉柴股份发动机销量同比
实现正增长，继续位居国内多缸柴油机
生产企业首位。在玉柴，每 3 分钟装配
流水线上就有一台符合国五排放标准的
玉柴发动机下线。

“我更看重产品质量、管理体系和
行业占比，哪怕我们实际生产、销售
的数量少于计划，我们在行业中若仍
有竞争力，我依旧会表扬团队。”晏
平说。

若要在同行业中处于领先位置，企
业就必须不断进行创新改革。自 2013
年起，玉柴就开始酝酿改革计划，今年
4 月正式提出以转型升级为核心的“二
次创业”。玉柴将加快产业新城建设，
扩大国内、国际的合资合作和高新技术
引进和应用，重点拓展发动机和石油化
工两条产业链，构筑金融和物流两大服
务平台。

对兰石集团而言，自主创新同样永
远都是进行时。“‘共和国长子’要不

断创新，如果安于现状，就会变成‘老
汉’。太阳能、生物能源等新能源的开
发应用将会促进能源结构的转型升级。
我们通过装备技术升级，做到多种能源
互补，让燃煤变煤气、天然气，让秸秆
树叶变成生物质能源，让核能为民服
务。未来谁在新材料新技术上有自主知
识产权，拥有核心竞争力，谁就会成
功。”兰石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建
忠说。

今年，兰石集团的经营逆势上扬，
订单增加了一倍多。杨建忠说，“经济增
速放缓，我们也感受到一定压力，但这
时才更凸显企业技术的重要性。我们有
信心，也有作为‘长子’的责任感，为
中国的装备制造业发挥带动作用。”

想要企业保持创新活力，人才是不
可缺少的重要因素。但对于玉柴来说，
想要留住人才，还是要下一番功夫。

近年来，玉柴斥资 5 亿元南宁建
设研发总院，用较优越的工作环境解
除高技术人才生活上的后顾之忧。每
年 毕 业 季 ， 集 团 领 导 都 会 “ 兵 分 几
路”，到各大专业院校做宣讲，用企
业 文 化 、 人 文 情 怀 感 召 人 才 ， 留 住
人才。

为留住人才，兰石集团同样想了不
少招数。除了建立研究院和技术学校
外，他们还在青岛、上海、西安等人才
聚集地建立设计中心。通过联动，减少
了因地域原因造成的人才缺失，也为更
多年轻人提供成长发展的平台。

虽然兰石集团已经有 61 年的发展
历史，但目前 35 岁以下的青年群体占
到员工比例的 60%。在生产车间，24岁
的韩国春对记者说，“在兰石技校毕业
后，我就进入兰石重装炼化设备公司，
成为一名技术工人。在学校和工厂学到
的技术在行业内都属于比较先进的，趁
年轻，多学点！”

虽然玉柴和兰石两家“老字号”国企面临的发展环境不同，但它

们有着相同的发展理念——不断推动自主创新。玉柴提出以转型升级

为核心的“二次创业”；兰石在人才聚集地设立研发中心，展示出其勇

于进取的决心，改革创新的信心

□ 本报记者 李盛丹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