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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浮宫、波尔多红酒、蓝星安迪苏、
蓝星有机硅⋯⋯伴随着一个个“法国标
签”在电视短片《世界之光》中轮番呈
现，中国化工集团所属的蓝星公司纪念
海外并购十周年典礼“从法兰西开始，
十年我们共同走过”拉开了序幕。

从 10 年前成功收购法国安迪苏公
司开始，蓝星公司踏上了一条充满挑战
的国际化之路，启动了从本土企业向全
球化企业的升级。

主动出击应对国际竞争

2001 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这对于当时刚刚在化工新材料领域完
成战略布局的蓝星公司而言并不算是
喜讯。因为，它意味着公司即将与世界
一流化工巨头“短兵相接”。彼时，蓝星
公司已经将公司战略定位为“老化工、
新材料”，通过走差异化竞争之路在化
工新材料领域做大做强，然而，不得不
承认的是，当时国内化工新材料领域整
体技术水平较弱，产业化水平偏低等瓶
颈，仅靠国内的技术管理资源很难与国
际强手抗衡。怎么办？

面前只有两条路，要么与人合资、
以市场换技术，要么主动闯出去、把握
自己的命运。蓝星公司管理层仔细推
敲发现，在竞争激烈的化工领域，以自
己这样规模的中国企业，合资的路可
能越走越窄；即使国外化工巨头愿意
合资，也会提出苛刻的条件，其结果是
蓝星很可能成为游戏的被动参与者而
非主导者。经过反复考量，蓝星决定，
以并购方式开启自己的国际化竞争
之路。

2004 年，蓝星公司联合中国昊华
化工集团公司一起组建成立中国化工
集团，也正是这一年，蓝星将目光投向
海外。

“最初，蓝星发起海外并购的目的
是为获取技术。”中国化工集团董事长、
蓝星公司董事长任建新介绍说，以蛋氨
酸生产技术为例，蛋氨酸是动物饲料中
的重要营养成分，人体需要几种重要的
氨基酸，如赖氨酸、苏氨酸、色氨酸、蛋
氨酸，只有蛋氨酸人不能直接服用，必
须通过食用的肉类中获取，以提高免疫
力。但是，由于技术难度大，工艺路线
复杂，我国多年来一直没能获得相关技
术。法国安迪苏公司是全球第二大蛋
氨酸生产企业，也是唯一一家能同时生
产固体和液体两种蛋氨酸产品的企
业。2004 年，全球范围暴发禽流感，蛋
氨酸生产企业遭遇行业危机，安迪苏被
挂牌出售。蓝星公司果断把握机遇，展
开了当时中欧之间金额最大的一次跨
国并购，在2006年1月以4亿欧元买下
了法国安迪苏100%的股权。

2009 年，蓝星安迪苏决定在南京
建厂。2014 年初，蓝星安迪苏在南京
投建的一期 7 万吨/年产能液体蛋氨酸
工厂成功开车并迅速实现赢利。如今，
南京生产厂已跻身安迪苏最佳工厂之
列。同时，通过脱瓶颈改造，南京工厂
产能迅速扩大到 14 万吨/年，成本进一
步下降。2015 年，安迪苏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成功上市，成为在上交所上市的
首家央企并购的海外公司。安迪苏的
发展，显著提升了蓝星在国际市场的品
牌影响力。

全球化产业道路逐渐清晰

安迪苏的加入，帮蓝星在国际市
场打响了品牌，也为其后来的并购之
路探明了方向。从 2006 年至今，蓝星
的海外并购越来越顺畅，其并购目标

也从获得技术转向延伸产业链，推动企
业转型升级。

2007年1月，蓝星公司收购原法国
罗地亚集团的有机硅业务，获得了先进
的有机硅生产技术；2011 年 4 月，蓝星
收购挪威埃肯公司，将产业链延伸至
上游金属硅原料；2015 年 5 月，蓝星埃
肯又收购了挪威 REC 太阳能公司，与
国内企业星火有机硅、兰州硅才一起
实现蓝星硅产业链的优化与延伸，并
成为太阳能解决方案提供商，生产出
世界上二氧化碳排放量最低、最清洁
的光伏组件。目前，蓝星公司通过结
构调整，将国内资产与整合后的埃肯
公司结合到一起，形成完整的海内外
硅产业管理体系，公司在硅产业的竞
争力已闯入全球前三。

一条全球化的产业道路在蓝星脚
下逐渐清晰。任建新认为，优秀海外企
业的加入，能够为蓝星带来世界领先的
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理念，帮助国内企业
化解产能过剩、降低企业成本，为国内
企业的转型升级和优化提升也带来了
有益思路。

在全球范围优化资源配置

“在资产关系上蓝星是老板，在企
业管理上你们是老师。”这是任建新经
常对海外企业讲的一句话。

经营管理粗放是多数中国企业的
短板，通过海外并购，蓝星集团大量引
进海外企业先进管理经验，力求用最短
的时间补上这块短板。

公司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蓝星并
购的海外企业全部是世界级工厂，拥有
世界级制造的系列标准，其中最基础的
就是 SHE 管理体系（安全、健康、环
保）。化工企业安全生产任务重、责任
大，海外企业带来的先进做法，也极大
提高了蓝星的安全生产水平。

蓝星于 2006 年收购的澳大利亚凯
诺斯公司在 SHE 管理体系上处于全球
先进水平。如今，凯诺斯的安全生产标
准已被广泛用于蓝星各工厂。“蓝星国
内工厂从工人的服装鞋帽到操作流程，
甚至生产工具摆放这种极易忽视的环
节上都做了改进。“但最大的变化还是
意识上的。以前哪个厂、哪个车间发现
安全隐患都怕别人知道，现在是主动汇
报、主动和兄弟企业分享，如今蓝星已
经形成了人人重视安全生产、主动分享
经验教训的良好氛围。”蓝星公司安全
环保负责人说。

“一个真正的全球化企业，不在于
在多少个国家建立工厂，而在于真正在
全球范围内实现合理的资源配置。”任
建新认为。除引进技术人才，蓝星也加
快人才的国际化培养，即便在一些偏远
地区的企业，每个车间也有至少一名可
熟练用英语沟通的员工。蓝星安迪苏
更是直接交由海外团队管理，先后曾有
22 个国家的员工在蛋氨酸项目南京基
地工作，来自不同国家的工程技术和管
理人员发挥高效协同效应，不仅带来了
欧洲工厂的先进技术，也带来了配套管
理经验。

如今，蓝星已成长为拥有 5 家海外
公司的跨国企业，研发和技术服务机构
遍布法国、澳大利亚、英国、美国等国，
业务遍及200多个国家和地区。

“我们通过海外并购把蓝星送到了
世界舞台，下一步，我们还要学习海外
企业的商业模式，将国际高端产能和国
内产能对接、协同，进一步优化资源配
置，成为更具国际竞争力的全球化企
业。这也是蓝星践行‘中国制造 2025’
的一种路径尝试。”任建新说。

从“走出去”的本土企业到全球化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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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显示，2015 年，哈尔滨电气集团公
司营业收入增长 2.5%、利润增长 136.2%、签
约额增长 38.8%。凭借在国际高端电力设备
领域的频频突破，今年，集团又实现了出口销
售收入预计增长 4.9%，利润增幅预计超 80%
的好成绩，昂首阔步于装备制造业巨擘行列。

作为国家“一五”时期重点项目、我国大
型电站设备制造“巨人”，哈电的生命力究竟
来源于哪里？

哈尔滨电气集团公司总经理、哈尔滨电
气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吴伟章告诉记者：“创新
是哈电最核心的竞争力。作为制造企业，好
的技术水平是满足客户需求的关键，企业要
实现转型发展也离不开技术的支撑。目前，
哈电在高端技术储备，包括太阳能光热发电、
风电海水淡化等创新技术方面，已经实现技
术集成，未来还将努力在核电、燃机等方面实
现重大专项创新突破。”

唤醒千亿吨大煤田

走进哈电集团旗下哈尔滨锅炉厂有限责
任公司，高效清洁燃煤电站锅炉国家重点实
验室的标志非常显眼。哈锅公司副总工程师
赵彦华告诉记者：“这可是公司的宝贝。2015
年9月，这座投资2亿元建设的世界最先进的
实验室荣获科技部批复，成为我国第一家也
是唯一一家电站锅炉企业的国家重点实验
室。哈锅从此实现了产品从设计到生产的

‘量身定制’。”
走进实验室，眼前出现的是一座管梁密

布、10 层楼高的燃烧实验平台。哈锅锅炉研
究所副所长黄莺指着其中一个瓶子告诉记
者，“这是产自新疆的‘准东煤’，实验平台对
其的分析成果将用于准东煤燃烧系统的设计
上，能够帮助哈锅抢占市场先机”。

赵彦华告诉记者，作为哈锅技术攻关的
重点，准东煤来自4000公里以外的新疆准噶

尔盆地东部狭长地带。那里的煤储量达
3900 亿吨，是我国最大的整装煤田，以现在
我国煤炭年消耗量计算，足够全国使用 100
年。但准东煤极难安全应用于锅炉燃烧，其
高水分、高结渣、热值低、污染重等特性，让众
多电站锅炉生产企业望而却步。

“难烧到什么程度？这么说吧，最可怕的
是结焦，轻则爆管，重则形成数吨重的结焦
块。曾有电厂发生结焦块从几十米高脱落的
重大安全事故，十分危险。此外，燃烧不好，
会影响换热、发电，污染加重，产生酸雨。以
往烧这种煤，最少得掺入50%的优质煤，成本
高昂。”赵彦华说，谁能攻克新疆准东煤结焦
难题，谁就能赢得巨大市场！

以“稳燃”、“燃尽”、“低排放”、“合理配
风”为目标，哈锅开始了不懈的努力——先把
成百吨的煤样从新疆运回哈尔滨，然后通过
实验生成各种数据，再以此为依据设计燃烧
器，寻找风、煤的最佳配比⋯⋯经过 1000 多
个日夜的研发试验，哈锅人一举把用准东煤
掺烧比从50%提高到95%。

目前，“哈锅燃用准东煤 35 万千瓦超临
界锅炉科技成果”已经通过工信部鉴定。准
东煤变废为宝，千亿吨大煤田终于被唤醒了！

技术创新的突破为哈锅带来巨大市场机
会。在“疆电外送”新疆准东五彩湾电源点10
个 66 万千瓦火电机组招标项目中，哈锅一举
中标6个。

引领“二次再热”新时代

锅炉内复杂的燃烧过程，要靠水作为冷
却介质，将吸热与燃料放热特性优化匹配，提
高机组效率和燃料利用率。这一领域世界领
先技术当属“二次再热”。通过对热能的循环
利用，实现高效率、低能耗、低排放目标。数
据显示，“二次再热”技术比常规一次再热机
组效率提高约2%，可减排二氧化碳3.6%。

值得骄傲的是，中国乃至世界锅炉“二次
再热”新时代由哈锅人亲手写就！

2015 年 6 月，哈锅自主研发的华能安源
电厂 66 万千瓦“超超临界二次再热”机组锅
炉顺利投运。这是我国首个二次再热锅炉项
目，机组性能优异，一次再热和二次再热均达
到623摄氏度，为当今世界最高水平。

2015年12月，世界最高参数华能莱芜百
万二次再热锅炉顺利投运，哈锅再次创造多
项全国纪录。在全国 13 个二次再热招标项
目中，哈锅拿到华能莱芜等 6 个项目，市场占
有率达46%。

“目前，哈锅正在向国家锅炉制造‘700
度计划’世界最高目标挺进！”赵彦华说。

向国际高端转型

在哈电集团旗下哈尔滨电机厂有限责
任公司产品设计部，设计部部长杨安滨手
持碳素笔，在画板前勾勒出一张坐标图。
他指着图中一条 S 形波浪线告诉记者，水泵

水轮机运行不稳定区被业内称为“S 区”和
“驼峰区”，抽水蓄能机组研发难点就在于
效率与稳定性兼顾，克服机组 S 特性是道世
界性难题。而哈电机从水力设计入手，已
经在“S 区”优化上取得重大突破，达到世界
领先水平。

“哈电集团正在向创造更高端产品转
型。尤其是哈电机，包括调相电机、冲击发电
机、立式脉冲发电机等技术，已占据世界电站
设备研发制高点。”哈电机公司董事长兼总经
理邱希亮介绍说，目前，哈电机已掌握抽水蓄
能核心技术，使国内市场设备招标价格大幅
下降，为国家节省资金百亿元。2015 年 4 月
12日，浙江仙居电站首台机组成功并网发电，
这是我国单机容量最大（37.5 万千瓦）抽水蓄
能电站机组。投运当天，有人试着将 3 枚硬
币立在高速旋转机组盖板上竟然未倒，机组
运行高稳定性令人叫绝。今年 3 月，公司又
协助国家电网完成了 300MVar 调相机及其
油、水系统的概念设计方案，启动研发又一国
际高端产品。

邱希亮说，一次又一次的超越，背后是哈
电人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创新探索。比如，

“发电设备远程故障诊断服务平台”的建成，
使哈电机公司成为国内首家从事发电设备远
程智能诊断服务业务的设备制造企业。这意
味着，几千里之外的发电设备如果出现故障，
能在第一时间发现并排除。

远程诊断服务系统需要在设备上安装传
感器，在线监测运行机组震动、温度、流量、压
力等数据安全，提前预测诊断，做好部件储
备，平台可通过电站和制造厂间的共同检测
与故障分析，优化电站运营模式，提高电厂运
行效率。2015 年 12 月 25 日，哈电机成功签
订《丰满水电机组全寿命周期远程智能诊断
服务》合同，开启由生产型制造企业向服务型
制造企业转型的新探索。

“我们刚刚拿到了阿联酋迪拜哈翔清洁
燃煤电站二期2台600兆瓦项目的授标函，加
上一期的2台总投资额将达到34亿美元。”哈
电集团哈尔滨电气国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董
事长郭宇说，仅 2015 年，公司就成功在土耳
其、蒙古、巴基斯坦、越南、印度等“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签订多个电力项目，实现正式合同
额120.5亿元，逆袭低迷的国际电站设备制造
市场。

向高端转型的另一个典型案例是“移动
工厂”的一炮打响。

2015 年，哈电集团旗下哈尔滨汽轮机厂
有限责任公司接到大唐集团下辖电厂的改造
升级项目。设计部门几经周折推出了全新的
低压模块设计理念，大幅提高了低压缸效
率。这也被业界称为“移动工厂”模式。

汽轮机研究院副院长谢勇告诉记者，“移
动工厂”拥有“移动式汽轮机缸体管口弹孔
机”、“汽缸端面镗”等多套专用设备，及应用

“高压整体内缸”设计等 5 项关键技术，这也
是该模式能够大幅降低排放与能耗，并迅速
在全国推开的秘诀所在。

目前，汽轮机公司又引进了槽式光热发
电系统及关键设备的设计技术，并以此为基
础形成了自主技术系列，获得国家专利授权
16项。2015年6月29日，公司在北京签订中
广核德令哈50MW光热发电项目油水换热器
设备供货合同，成为国内首家为光热发电商
运项目蒸发系统提供换热设备的国内供
货商。

2015年11月，哈电集团制造的田湾核电
站 3 号机密封油系统集装和氢气控制系统顺
利发运，标志着我国核电装备实现了从二代
到三代的重大跨越，哈电集团先后取得三门、
海阳、陆丰、田湾项目；2015 年，哈电集团（秦
皇岛）重型装备有限公司“首台国产 AP1000
蒸汽发生器”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2016
年 2 月 19 日，哈电又成功签订广西白龙核电
项目⋯⋯

正是持续的科技研发使哈电集团水电、
煤电、气电等传统产品不断升级，核电等新业
务稳步拓展。在去年订单大幅增加的情况
下，今年，哈电集团发电设备产量、电站锅炉、
电站汽轮机预计均将实现两位数的增长。

凭借高端电力设备的频频突破

，哈电

今年利润增幅预计超八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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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伟龄

创 新 之 功
倪伟龄

图图①①为哈电集团参与研制世为哈电集团参与研制世
界最大容量向家坝界最大容量向家坝 800800 兆瓦机组兆瓦机组
导水机构导水机构。。

图图②②为哈电集团哈尔滨汽轮为哈电集团哈尔滨汽轮
机有限公司生产现场机有限公司生产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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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③

①①

②②

作为老牌国有企业，哈电与很多企业一
样曾经面临困境。然而不同的是，由于抓住
了创新这个核心要素，哈电实现了迅速转型，
并在新一轮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中走在
了改革发展的前列。

对于装备制造业来说，创新是无可争议
的核心竞争力。但创新的内容不应仅仅包括
技术创新、产品创新，更重要的是观念的创
新、机制的创新。

当前，国家支持东北地区开展“中国制造
2025”试点，提高智能制造、绿色制造、精益制
造和服务型制造能力，积极开拓重大装备国
际市场，重塑东北装备竞争力。这意味着，未

来，哈电还需要在两方面不懈努力。一是引
导传统产业尽快实施技术改造，引导企业融
入互联网，提升企业竞争力。这也是“中国制
造 2025”的重要内容。二是推动企业之间融
合发展、联合发展，通过组建技术联盟实现资
源共享、共同发展。

当然，对于企业来说，内生动力是核心，
外部环境也必不可少。在振兴老工业基地的
过程中，还需要政府提供公平的市场环境，对
科技研发及成果转化给予一定支持，特别是
要通过给力的人才战略，让更多创新人才、管
理人才留在东北、扎根东北，成为东北经济复
苏乃至崛起的顶梁柱。

图图③③为哈锅投资两亿元为哈锅投资两亿元
建造的燃烧实验中心建造的燃烧实验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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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辉光电填补高端显示产品市场空缺

本报讯 记者李治国报道：上海和
辉光电第 6 代 AMOLED 生产线项目日
前在上海市金山工业区正式启动。和
辉光电第 6 代 AMOLED 显示项目是

“十三五”期间上海市重大产业项目和
2016 年度上海市重大工程。项目总投
资272.78亿元，将建设产能规模为每月
3 万大片基板（含部分柔性 OLED）的
AMOLED 生产线。项目达产后可满足
每年近亿部中小尺寸显示终端的屏幕，
年销售额将达百亿元人民币以上。

目前全球液晶显示技术已进入产
业成熟期，在下一轮平板显示产业发展
浪潮中，AMOLED 显示技术将凭借诸

多优异属性脱颖而出。2012 年 10 月，
在上海市政府大力支持下，上海联和投
资、上海金山工业区共同出资成立上海
和辉光电，公司专注于中小尺寸AMO-
LED显示屏的生产，是国内第一家开始
量产AMOLED显示屏的企业。

该项目的建成将进一步弥补我国
在中小尺寸高端AMOLED显示产品的
市场空缺。高端、多元化的产品及更具
经济效益的生产规模将进一步提升和
辉光电的核心竞争力，也将全面提升上
海市新型显示产业集群的规模实力和
技术水平，对促进我国抢占未来新型显
示产业发展制高点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