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夏幸福与火炬孵化的联姻，将
成为打造中国版‘WeWork’的完美软
硬件组合，产生一场‘1+1＞2’的多维
裂变。”在日前举办的“华夏幸福投资苏
州火炬孵化新闻发布会”上，江苏苏州
火炬孵化总裁兼创客邦董事长孙兰兰的
一席话，引发了媒体对于“WeWork”
模式的关注。

“‘WeWork’是美国纽约一家办
公室租赁公司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园区
开发新模式，它强调公司以低价整体租
赁办公地点的前提下，通过短租和面积
划分使得租金得以提高，通过共享服务
来降低办公综合成本，以及获得更多创
意组合。”孙兰兰说。

火炬孵化旗下的创客邦是全国首批
获得“国家级创新型孵化器”的众创空

间，它以“O2O 创业孵化+创业投资+创
业教育+增值服务”为模式，提供从“苗
圃—孵化器—加速器”的全链条创业服
务。目前，创客邦已在上海、广州、深
圳、南京等城市拥有 27 个基地、6 个省
级众创空间。

作为国内领先的产业新城运营商，华
夏幸福的到来将为创客邦注入全新的元
素。在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
裁叶珺看来，双方在战略布局、创新业态、
业务能力、品牌资源等方面均具有协同
性、互补性，以资本为纽带的合作将为彼
此带来更优的战略布局、更高的服务水
平、更全的产品体系及更多的发展路径。

“比如我们创建的河北固安众创空
间，整合了北京、上海、美国硅谷、韩
国 首 尔 等 7 个 全 球 最 热 创 新 城 市 的 资

源，结合本地优势，打造出一个‘全球
封闭创业训练营’。到目前为止，这一模
式国内还没有类似的概念和成型的作
品。”叶珺说。

华夏幸福自身创新孵化体系以产学
研为核心驱动力，涵盖了从孵化到产业
化的全价值链。叶珺表示，通过与火炬
孵化旗下国家级创新型孵化器创客邦合
作，能够深度整合创业全链条，形成一
体化、全链条孵化载体集群。

对华夏幸福而言，在接入专业的创
新孵化、服务能力后，华夏幸福将完成
从“为政府和个人提供服务为主”向

“为企业提供金融等多元化服务”的实质
性扩展，其原有产业新城平台模式将实
现重大升级。

“火炬孵化创新领域的经验均可复制

到华夏幸福未来的布局之中，实现双品
牌的共赢。”火炬孵化董事长兼 CEO 严
伟虎认为，华夏幸福在全国 30 多个区域
开发运营的产业新城，未来均有机会复
制并推广火炬孵化的创新孵化及园区运
营服务，而华夏幸福涵盖的互联网金
融、创投等多个业务领域，也将与火炬
孵化形成深度协同。

作为华夏幸福上市以来的首个投资
并购项目，虽然本次交易涉及金额并不
算太大，但却意味着华夏幸福开启了以
资本工具构建从孵化、加速到上市的全
价值链产业投资体系。专家表示，华夏
幸福与火炬孵化通过创新与创业、线上
与线下、孵化与投资的有机融合，有望
打造出中国版的世界级 O2O 创业服务
平台。

从 2005年起，我国已成为仅次于美
国的第二航空运输大国。当前我国民航
业总体上呈现增长速度相对放缓、市场
竞争相对激烈、发展环境相对复杂的新
常态。

为了应对航班量和客流量持续增长
的现状，服务好广大人民群众，民航空
管系统积极创新发展思路，通过优化空
域结构、争取新辟航路航线、推进新技
术应用等方法，提升运行安全、增加容
量、努力缓解航班延误现象。

供需失衡——

航班延误现象不易缓解

民航空管局有关负责人介绍，目
前，我国空中交通需求持续增长，增速
有所放缓但仍保持较高水平。预计未来
一段时期，受宏观环境及基数增加等影
响，我国空中交通需求增速会有一些回
落，但增速仍将远超过全球平均增长
速度。

从国内看，西部地区空中交通需求
增速高于东部。传统上，北京—西安—
成都—昆明四个城市连线以东的东部地
区流量占全国 70%以上。这种情况在最
近几年正悄然发生变化。由于受到我国
西部大开发、国家产业结构调整以及部
分西部机场后发优势显现等因素影响，
国内民航客运市场呈现东部放缓、西部
提速的特点。不过，民航空管局有关人
士也指出，这些主要机场增速放缓成因
复杂，其中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机场
容量受限，无法增加更多航班时刻，北
京、上海、广州都是如此，而实际上这
些主要城市的需求都非常旺盛。

此外，国际市场增速快于国内市
场。由于跨国商务活动及出境游快速增
加等因素，我国国际航空市场需求增速
已快于国内需求。从 2011 年开始，我国
国际市场增长速度已超过国内市场。空
客公司做过一个预测，2025 年左右，我
国国内航空市场将超过美国，成为全球
最大的航空市场。

空中交通需求的快速增长，让我国
空域资源供求矛盾日益突出：航路越发
拥堵、资源愈发紧张，航班延误现象也
难以得到根本性缓解。空中交通供需失
衡问题已由“不适应”民航发展演变为
民航发展的制约瓶颈，成为影响人民群
众正常航空出行需求的重要问题。

容量不足——

优化空域结构挖掘潜力

目前，空域容量不足的最主要原因
是可用空域资源不足，同时结构性失衡
问题也很突出。民航空域管理部门相关
人员表示，一方面民航可用空域资源的
增长远远滞后于交通需求的增长，特别
是繁忙地区资源不足矛盾特别突出，另
一方面部分地区空域资源也有很大潜力
可挖。

为最大限度缓解其中的问题，我国
民航空管系统创新管理思路主动作为，
利用优化空域结构、争取新辟航路航线
等多种方法来满足民航迅猛发展需要。

以单向循环大通道方式对干线航路
进行优化改造，是民航空管系统创新行
动中的重要内容。这一创新举措的主要
设想是通过减少一些流量较低的支线航
线和增加一部分连接航线的方法对部分
利用率较低的空域资源进行优化整合，
对繁忙航路航线进行分流并形成往返航
班单向运行的一种规划思路。该思路的
本质是最大限度地挖掘现有资源潜力，
通过少量增量资源盘活现有存量资源。

在这一思路指导下，2013 年年底，
民航在华北至西南地区的主要高空航路

（京昆航路） 进行试点。试点结果显示，
这种方法在促进运行安全、提升运行正
常 性 和 降 低 运 行 成 本 方 面 比 较 有 效 。
2015 年，民航又在华南至西南、西北方
向的主要高空航路上进行了推广实施，
效果也比较明显。目前，民航空管系统
打算将这一思路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推
广，初步拟定了 10 余条类似的单向循环
大通道，包括京广、京沪、沪广等主要

航路，争取利用三至五年的时间，基本
完成对全国民航主要干线航路航线的规
划调整，初步实现对现有航路网络格局
的转变。随着相关工作的逐步推进，预
期整个航路航线网络在安全风险、网络
结构、运行效率等方面都会有比较大的
改善。

不过，民航空域管理部门人士表
示，这种规划设想的实施仍需一些新增
资源，也需要相关部门包括其他空域用
户予以支持和配合才能实现。

民航空管系统另一个创新举措是，
使用好海上及大陆相对空闲空域资源。
我国东部地区飞行流量大，空域资源比
较紧张。但在东海、台海和南海等海上
空域，以及东北、西北部分地区空域流
量相对不大，空域资源利用还有很大的
提升空间。为了挖掘这些空域资源的潜
力，民航空管系统对东南沿海海上航路
航线进行了优化整合，提升了海上部分
空闲空域资源的使用率，为大陆上空繁
忙航线起到了分流作用。与此同时，民
航空管部门强化部分大陆上空空域资源
利用效率。对一些繁忙航路航线，一方
面争取新辟一些航线，包括临时航线，
对现有空域结构进行优化；另一方面对
交通流进行优化调整，使其分布更加均
衡，充分利用好现有的相对空闲的空域
资源。

民航部门还通过优化进离场航线等
方式来提升机场容量。目前空管局负责
提供管制服务的机场共有 44 个，约占全
国保障架次 95%，其中有 28 个机场全部
方向或主要交通流方向实施了进离场分
离，有效地增加了机场的时刻容量。

高空整合——

航班流量实现科学管制

2015年 12月 10日零时，西北空管局
管制中心正式对兰州高空 05、06 扇区进
行接管。“这意味着民航空管局实施陕西、
甘肃、宁夏、青海四省（区）高空区域启动
统一管制指挥，缩短了区域空管部门之间

对接的时间，减少航班延误的情况。”西北
空管局管制中心一位负责同志指出，这一
工程是在打造“一带一路”的大背景下实
施的空管重点项目，预计 2017 年将全面
完成四省（区）7800 米以上的高空空域统
一管制指挥工作。

西北空管局推进的这次空域整合工
作，是民航空管系统近年来提升服务品
质的重要举措之一。高空整合将减少管
制员协调移交航班频次，实现区域内航
班的无缝衔接，有利于建设航班统一放
行系统，对航班进行科学流量管制。此
前，民航空管系统已于 2014 年 5 月 29
日完成东部高空整合，实现了北上广三
大区管中心无缝衔接；2015 年 3 月 18
日，西南空管局成都区域管制中心又成
功接管重庆区域 7800米 （不含） 以上全
部空域，完成了西部高空整合的第一步。

新技术在空管工作中的广泛应用，
也是提升效率的重要抓手之一。PBN

（基于性能的导航） 是全球导航技术的主
要发展方向。PBN 技术不依赖地面导航
设施，航线选择灵活，飞行航迹准确，
导航精度更高，可实施连续稳定的下
降，能有效提高飞行安全水平，还可降
低高原和复杂机场对天气的依赖，提高
航班正常率。

2015 年 12 月 10 日，我国华北、西南
及西北等地区所有航路航线顺利实施
PBN 运行。这次航路航线 PBN 运行是
近年来实施范围最大，影响空域用户最广
的一次，所涉及的航路航线几乎涉及所有
航空公司。这也是我国民航空管部门积
极推进新航行技术应用，缓解当前空域运
行不畅和降低安全风险的有力举措。

上图 2015年 12月 10日零时，西北

空管局管制中心正式对兰州高空 05、06

扇区进行接管，图为在接管一线，工作

人员紧张地忙碌着。

傅一恒摄

下图 我国第三条空中大容量通道

广兰大通道于 2015 年 4 月 2 日开通。图

为成都塔台运行现场。 孙开杰摄

民航空管创新管理，努力提升空域利用效率——

航路更通畅 飞行更安全
本报记者 冯其予

当众创空间遇上产业新城——

创业服务再上新台阶
本报记者 顾 阳

带 电 作 业 的 艰 苦 和
危 险 性 毋 庸 置 疑—— 冒
着严寒酷暑，爬到高高
的电线杆上直接接触高
压带电部分，电流穿过
人体会有生命危险。而
有这样一名带电班检修
工人，20 多年来摸索出
一大批新技术、新方法
并 应 用 在 实 际 操 作 上 ，
没有出现一次事故。他
就是国家电网湖南公司
带电作业中心安全研发
部主任牛捷。他的座右
铭是一句实在而时尚的
话：“我，就做一头‘创’与

‘闯’的牛。”
2014 年 8 月 15 日 ，

宾金线正负 800 千伏特高
压线路在贵州遵义地区
发生严重故障。如果这
个问题不能解决，就必
须停电检修，这将会影
响到浙江省四分之一的
供电，同时四川宜宾的
清洁能源水电也不能满
负荷地输送。

正 在 北 京 出 差 的 牛
捷主动请缨，带领团队
连夜赶回长沙，又从长
沙赶往贵州遵义，一套
严谨可行的技术方案摆
在 了 领 导 和 专 家 面 前 。
牛捷团队的速度让专家
组很惊讶，而拿出的方案又让专家们担心，因为技
术方案中有之前从未做过的相当高等级的高电压带
电作业。结果，担心成了放心，牛捷漂亮地完成任
务，还创造了新的世界带电作业纪录。

牛捷告诉 《经济日报》 记者，“早在 2013年，我
就带领团队对特高压直流带电作业展开了系统创新
研究，创造了一系列作业方法和成套作业工具，对
安全性能也进行了充分认证”。今年 46 岁的牛捷，
1992 年从部队转业到湖南娄底市电业局线路管理所
担任一名带电班检修工人。多年的基层工作经历，
使他收获了大量实战经验，也收集到一些急需破解
的技术难题。2010 年初，牛捷从娄底调到了长沙，
负责国网公司输配电带电作业湖南实训基地建设。
在这里，牛捷把在一线收集的一道道难题，带到

“大本营”里进行有针对性的研究。“我的每一项发
明专利，都是为了解决带电作业存在的高风险、高
强度难题。”牛捷说。

多年来，牛捷牵头完成科研创新项目 30 余项，
获湖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等创新奖励 20 余项，并获
得专利 20 多项。牛捷和他的团队经常受邀为兄弟单
位培训，授课 2000 多个课时，培训学员超过 3000
人次，范围覆盖 14个省份。

牛捷告诉记者，自己最大的梦想是研发机器人
带电作业来代替人。为了实现梦想，在国家电网的
支持下，牛捷带领团队创建了国内第一个以带电作
业为主题的创客空间——捷明创客室带电作业中
心。在这里，带电直流融冰、带电检修机器人、带
电作业安全预警等好创意和好点子如雨后春笋般冒
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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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伊始，随着春节的临

近，空中交通日益繁忙，航班正

点率往往为更多的民众所关注。

来自民航部门的数据显示，每年

春运期间都是民航空管部门最为

繁忙的时候。仅以华北地区为

例，2015 年 40 天春运期间，华

北空管局保障华北区域内各类飞

行超过 21万架次。

又一年春运即将来临。在航

班量持续增长的情况下，航班延

误现象是如何造成的，能得到缓

解吗？民航空管部门采取哪些措

施提升飞行安全、提高航班正点

率？《经济日报》 记者就这些问

题进行了调研。

“90 后”创客李馨乐、李剑成立的山西太原市楼梯

间科技有限公司力图解决校园快递“最后一公里”问

题，在各大院校开设线下快递服务站，将中国邮政、京

东、圆通等公司的快递业务进行整合，通过自己的快递

管理系统集中存储、收发。 新华社记者 王菲菲摄

“90 后”创客成校园物流达人

安徽省合肥市长庚光学（老蛙镜头）是一家民营相

机镜头创客企业，由几个摄影发烧友自筹资金创办，一

年多的时间里相继有两款拥有专利的相机镜头上市。

国内外销售达 6000 余只。图为创始人之一夏天展示

现已面世销售的两款镜头。新华社记者 郭 晨摄

摄影发烧友研发国产新镜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