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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区域初步形成 发展态势稳中向好

我国数字产业集聚效应渐显
本报记者 林火灿

当前，我国数字经济类企业已形成五大集聚区域。由于数字经济产业的
发展，将带动资本、技术、人才要素的全面集聚，因而各地政府在数字中国建设
领域投资项目明显增加，特别是中西部地区投入力度明显加大。随着聚集区
域的形成，我国多层次数字人才培养机制也已经初步形成，数字中国技术创新
格局逐步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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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潮与欧洲厂商成立合资公司

为中小企业上“云”服务
本报记者 黄 鑫

近日，浪潮通软与欧洲中小企业软件市场厂商 Odoo 宣
布达成战略合作，双方将在中国成立合资公司，重点发展中小
企业SaaS（软件即服务）业务。根据合作协议，合资公司将推
出基于微服务架构的开源 ERP（企业资源计划系统）产品
PSCloud。该产品能提供涵盖协同研发、产业链协同、智能制
造、财务共享、人力资源管理、数字营销等10000多个应用，
为中小企业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

浪潮集团董事长兼CEO孙丕恕表示，在中国大力实施云
计算、大数据战略、推动共享经济的大环境下，中小企业上

“云”的需求进一步被激发，希望通过此次合作，加快浪潮全球
化步伐，全力打造中小企业SaaS服务新引擎。

云计算作为企业数字化转型和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手
段，成为中小企业的必然选择。今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新
修订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也提出：“国家支持
中小企业在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运营管理等环节应用互联
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技术手段，创新生产方
式，提高生产经营效率。”

中小企业信息化市场空间潜力巨大。据市场咨询公司智
研咨询统计，截止到 2017 年底，全国中小企业总数已达
2934.8 万家，比 2016 年增长 13%，占到全国企业总数的约
77%。但是，目前我国中小企业信息化渗透率较低，信息化基
础薄弱、信息化水平不高。传统的ERP需要在实施前设置服
务器、数据库、IT硬件设施，导致其实施周期十分漫长，成本
又高，让中小企业望而却步。

数字化经济浪潮下，以云计算为基础的平台技术成为企
业数字化转型的主要助推器。SaaS以其快速部署、按需付费
等优势，帮助企业实现资源弹性扩张，在优化成本的同时，提
高效率，实现业务上下游的整合。因此，市场需求和基础设施
的大力发展进一步刺激SaaS市场的高速发展。

国际数据公司 IDC 的数据显示，2017 年上半年中国
SaaS市场规模达到5.4亿美元，同比增长34.5%。中国SaaS
市场正处于高速发展的初级阶段，其发展速度是传统套装软
件的 10 倍。IDC 预测，2021 年中国 SaaS 市场规模将达到
48.9亿美元，2017年至2021年的年复合增长率将超过40%。

思爱普、甲骨文等国外企业正加快进军中国云 ERP 市
场，国内企业也在持续加快云产品研发。行业内众多中小厂
商都在实施自己的云布局，各类行业伙伴纷纷寻找云模式下
自身的出路，包括研发小型应用开发、建立非厂家联盟、实行
客户资源共享、通过各类小型云产品巩固自有老客户经营等。

据了解，2016年浪潮就提出“继承创新，开启SaaS，以数
据为核心向云转型”的战略。2017年又提出深化SaaS全面
向云转型。浪潮集团执行总裁王兴山介绍说，今年浪潮将在
继承大型企业私有云优势的基础上，支持企业创新与敏捷业
务应用。中小企业是目前公有云市场的主力，布局该类企业
是战略的延续，是浪潮整体云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对外合作进一步取得在渠道和中小企业市场的突
破，加快发展SaaS服务，是浪潮云ERP业务发展的重要目标
之一。”王兴山认为，此次合作是浪潮进军中小企业市场迈出
的又一坚实步伐，通过技术和市场合作，全力打造中小企业
SaaS服务新引擎，实现2022年做到全国第一的目标，重构中
小企业市场格局。

第二届京陵大数据高峰论坛近日
举行，国家信息中心发布了《大数据看
数字中国的现状与未来》报告。报告显
示，我国数字经济类企业已形成五大集
聚区域，人才培养体系和技术创新格局
初 步 成 形 ，数 字 中 国 发 展 态 势 稳 中
向好。

根据报告，2017年数字中国总体指
数得分为70.92，较2016年上涨1.72%，
较2015年上涨3.04%，呈现出稳中有进
的良好发展势头。

在得分排名前十的省份中，北京以
80.35的高分位列全国第一，第2名至第
7 名分别为广东（79.15）、上海（77.80）、
江 苏（76.07）、山 东（75.84）、浙 江

（74.78）、福建（72.45），均为沿海经济发
达地区，在经济水平、基础设施、人才储
备、对外贸易、地理位置等方面具备明显
优势，数字中国发展成效显著。

“这份报告主要利用大数据从政策
环境、人才培育、技术创新、投资融资、企
业发展、产业布局等角度全景式展现数
字中国发展态势。”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
发展部主任、数字中国研究院院长于施
洋说，从报告分析结果看，我国数字经济
类企业已形成五大集聚区域。

记者了解到，这五大区域分别为京
津地区（北京、天津）、长三角地区（上海、
杭州、苏州、南京、宁波等）、珠三角地区

（广州、深圳、佛山、东莞、惠州等）、成渝
地区（重庆、成都）、两湖地区（武汉、长
沙）。

其中，京津地区依托北京，尤其是
中关村在信息产业的领先优势，培育了
一大批数字经济前沿科技企业，并扩散
形成京津数字经济走廊格局。长三角
地区加速推进物联网和电商等领域产
业和生态的繁荣发展，是目前我国数字

经济企业集聚最多的地区。珠三角地
区依托广州、深圳等地区的基础电子信
息产业优势，发挥广州和深圳两个国家
超级计算中心的集聚作用，逐渐形成了
数字经济企业集聚发展的态势。两湖
地区加快突破智能制造发展瓶颈，推动
传统制造业实现智能化改造升级。成
渝地区凭借集成电路、智能网联汽车等
核心产业发展优势，正在重塑数字经济
新格局。

“数字经济产业的发展，必然会带
动资本、技术、人才要素的全面集
聚。”于施洋表示，各地政府在数字中
国建设领域投资项目明显增加，特别是
中西部地区投入力度明显加大。2017
年，尽管北京、广东仍然占据一、二
位，但其他省份与前二者之间的差距已
经明显缩小，中西部地区数字中国建设
投入明显加大。从政府投资项目类型来

看，62.94%投向公共服务领域，说明各
级政府积极推进简政放权和政府职能转
变，主动运用大数据提高社会治理和公
共服务能力。

从社会资本的角度看，2017年成功
融资的数字经济类企业数量延续稳步上
涨态势，较2016年增长18.85%，资本市
场对数字经济类创业项目追捧势头不
减。从融资轮次分布看，资本对数字经
济类企业介入深度不断增加，呈现“一降
一升”态势。其中，“一降”指获得天使
轮、A轮融资的企业数量占比开始有所
下滑，“一升”指通过IPO、并购、新三板
挂牌等实现资本退出的企业数量占比
上升。

报告还指出，目前我国多层次数字
人才培养机制已经初步形成，数字人才
保障能力相对均衡，东部地区的北京、江
苏、上海，以及中西部地区的湖北、陕西
等省份数字中国人才保障能力位居全国
前列。从技术创新看，数字中国领域技
术创新初步形成了机器人、智能家居、数
据存储、控制系统、移动终端、物联网、数
据处理等8 个创新集群，初步形成以生
产生活数字化为内核，大数据技术为依
托，人工智能（AI）、集成电路（IC）和物
联网（IOT）等“3I”技术为主攻方向的数
字中国技术创新格局。

本报讯 记者李琛奇、通讯员王天海报道：由酒泉钢铁公
司自主开发的J444E超纯铁素体不锈钢5月1日上线生产。
这标志着酒钢J444E不锈钢历经一年多的攻关，研发获得成
功，并进入工业化生产阶段。

据介绍，J444E不锈钢是酒钢针对汽车排气系统专门开
发的钢种，国内其他钢厂没有生产过，国内外也没有相关标
准，完全是酒钢自己设计、研发、命名的产品。其中，“J”代表

“酒钢”，“E”代表“汽车排气”。该钢种是酒钢根据客户需求
联合开发设计，主要用于汽车尾气排放系统，通过对发动机排
出的废气回收再利用，提高发动机燃烧效率，降低排放污染。

“从轧制、平整、上光到拉矫、切边、切头尾，再到精修、去
粗存精，最终变成光滑、纤薄的钢带，每个环节都要全程跟踪、
精益求精。”不锈钢研究所冷轧产品研究责任工程师靳塞特介
绍，目前酒钢具备J444E不锈钢批量生产能力。该钢种的成
功研发，填补了国内空白，技术水平达到国内领先。

广西民用汽车突破500万辆

酒钢自主研发新钢种上线

爱德曼广东氢燃料电池生产项目正式启动——

“氢芯”国产化大步前行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庞彩霞

近年来，一些国家和主要汽

车企业纷纷发布停售燃油汽车

时间表，新能源汽车成为未来发

展的主要趋势。相对纯电动汽

车而言，效率更高、更节能环保

的氢燃料电池汽车，被一些国家

和企业认为是未来新能源汽车

发展的方向，因而有着“氢芯”之

称的氢燃料电池国产化状况更

令人关注

位于佛山南海

丹灶镇的泰罗斯公

司员工在对燃料电

池 大 巴 进 行 检

测。

本报记者

庞彩霞摄

5月8日，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政府
和爱德曼氢能源装备有限公司正式签订
项目投资协议。该协议的签订，标志着
爱德曼广东氢燃料电池生产项目正式启
动，这是佛山市实现氢燃料电池本地化
生产的重要一步，有力地推动了广东氢
能产业发展。佛山燃料电池及氢能源产
业创新联盟也于同日正式成立。

氢燃料电池国产化提速

据介绍，爱德曼氢能源装备公司是
一家燃料电池制造商，通过引进德国技
术，实现了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完全国产
化，有好几项技术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
平。去年12月6日，爱德曼与南海签订
项目合作框架协议，达成了爱德曼广东
氢燃料电池生产项目投资协议。

经济日报记者了解到，爱德曼广东
氢燃料电池生产项目选址于南海区丹灶
镇，将建成氢燃料电池及动力总成生产
基地，计划投资 30 亿元，年产能 8 万套
氢燃料电池，分三期推进，其中首期项目
将于今年投产，全部项目达产后，预计年
产值200亿元以上。该项目是南海继广
东长江汽车整车生产及氢动力研发中心
项目后，引进的又一氢能产业重磅项目。

“氢燃料电池是氢燃料电池汽车的
心脏，也是氢能产业的核心。爱德曼广
东氢燃料电池生产项目的落地，标志着
南海区氢能产业核心环节国产化步伐又
迈进了一大步，夯实了南海区作为华南
地区氢能产业推广应用先行者的地位。”
佛山市委常委、南海区委书记黄志豪表
示，该项目将加快完善佛山市和南海区
新能源汽车产业和氢能产业链，构筑氢
能产业链合作的良好格局，加快氢能与
燃料电池产品在市场端的产业化应用与
推广。

活动当天，爱德曼广东氢能源装备

公司、浙江大学流体动力与机电系统国
家重点实验室、东风特汽（十堰）客车有
限公司、佛山市南海区华南新能源汽车
产业促进中心等 14 家企业和机构的代
表与南海区政府共同发起成立“佛山燃
料电池及氢能源产业创新联盟”。

据悉，创新联盟将大力引进高端人
才，在南海区建立“院士工作站”和“博士
后工作站”，大力推进南海燃料电池生产
基地建设，并以燃料电池为核心，打造爱
德曼大数据支持下的新型物流服务平
台，帮助物流企业优化创新物流服务模
式。同时，创新联盟还将根据中央政策
和佛山市政府的发展战略，设立佛山氢
能源产业发展基金，全面支持佛山市氢
能源产业发展。

全产业链发展遭遇挑战

目前，氢燃料电池技术创新正成为
全球能源技术革命的重要方向，在车用
能源领域，氢燃料电池被认为是实现车
辆使用阶段“零排放”、全生命周期“低排
放”的重要技术方案，是未来汽车产业技
术竞争的制高点。

2016 年，国家发改委、能源局等联
合发布《能源技术革命创新行动计划

（2016-2030年）》，将“氢能与燃料电池
技术创新”列为能源技术革命重点创新
行动的15项具体任务之一，氢能产业正
式被纳入中国国家能源战略。

“当前，不少国内厂商都已开始布局
氢燃料电池汽车产业，但是相关产业链
离成熟还有一定距离，只是进入了产业
化‘试水’阶段。”爱德曼公司执行总裁龚
靖表示。

作为国内唯一掌握量产氢燃料电池
金属双极板电堆技术的生产厂家，爱德
曼也有自己的烦恼。“我们目前主要使用
进口材料，因为他们的技术更成熟，这也

意味着更高的成本。”龚靖认为，“作为
一个投入市场的产品，性价比非常重
要，像膜、催化剂这种原材料和氢气
泵、加湿器配套设施制造，我们希望中
国企业国产化进程再快一点，成本能降
得再低一点”。

“氢能源汽车产业很难靠某个企业
单打独斗取得长远的发展，需要电池—
汽车—加氢站全链条发展。”上海同济大
学汽车学院新能源汽车工程中心燃料电
池复合电源研究所博士周伟表示，加氢
基础设施不足是当前氢能产业发展面临
的重大阻碍，政府需要持续加大对加氢
站建设的扶持和推广力度，研究制定加
氢站发展的总体规划布局，鼓励国有和
社会资本参与加氢站的融资业务。

氢能源产业的立法问题也受到企业
的关注。“现阶段氢能产业发展步伐缓
慢，与氢这种能源依然被作为化工品没
有被当作能源产品来使用有很大关系。”
广东泰罗斯汽车动力系统有限公司总经
理张锐明认为，政府应从产业化角度出
发，解决涉氢全产业链的相关法律法规
问题。

新兴产业布局持续推进

“南海聚集了很多氢能源企业，布局
了多个加氢站，硬件环境在全国首屈一
指，氢能源产业发展走在全国前列，这是
我们选择与南海合作的最重要原因。”爱
德曼公司董事长徐黎明说。

正如徐黎明所言，近年来南海将培
育发展氢能和燃料电池技术提高到战略
性新兴产业的高度，并于2015年提出将
南海区打造成国内领先的氢燃料电池汽
车核心部件研发生产基地。

去年，南海出台了全省首个专门针
对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扶持政策，对
在南海区从事新能源汽车（含氢能）产业

的企业给予扶持。今年4 月份，南海又
出台了《佛山市南海区促进加氢站建设
运营及氢能源车辆运行扶持办法（暂
行）》，这是目前全国各地区对加氢站建
设补贴力度最大的扶持办法。

在平台搭建层面，南海打造了燃料
电池及氢源技术国家工程中心华南中
心、自润滑流动动力机械技术国家地方
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等多个氢燃料电池产
业研发平台，促进研发平台不断高端
化。今年 4 月 1 日，佛山绿色发展创新
研究院也在南海正式揭牌，将重点建设
包括“新能源产业服务”在内的五大绿色
发展平台，促进佛山市及南海区装备制
造业绿色转型升级。

在基地建设层面，在丹灶镇规划了
面积8200亩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基地，承
接新能源汽车和氢能产业发展，其中一
期900亩已基本建设完毕，引入了广顺
新能源、广东泰罗斯等企业，研发生产新
能源汽车关键零部件、压气机、氢气循环
泵以及氢燃料电池动力系统总成等核心
部件，该基地已被广东省政府列为广东
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区域集聚发展试点区
之一，于2014年被省政府认定为广东省
第二批战略性新兴产业基地。值得一提
的是，位于基地内的瑞晖加氢站已于
2017 年9月7日正式投入运营，这是全
国首个商业化审批运营的加氢站，开创
了全国商业化加氢站的先河。

目前，南海的氢能产业涵盖了从富
氢材料及制氢设备研制、制氢、加氢到氢
燃料电池核心部件、动力总成和整车生
产等环节。未来，南海将依托现有汽车
产业基础，以技术创新、推广应用为重
点，发展新能源汽车尤其是氢燃料电池
汽车的相关项目为核心，致力成为整车
及动力电池、驱动电机、电控等关键零部
件全方位发展的新能源汽车及氢能产业
基地。

本报讯 记者周骁骏 童政报道:记者近日从广西壮族
自治区统计局获悉，2017年广西民用汽车突破500万辆，私
家车持续快速增长是主因。

2017年末，广西民用车辆保有量达504.33万辆，比上年
增长18.0%，增速为近4年来最快。2017年末，广西个人汽车
保有量452.65万辆，比上年增长19.7%，连续10年保持两位
数增长。其中，个人小型载客汽车397.67万辆，增长21.7%；
个人轿车238.29万辆，增长21.2%。

据分析，近年来受城乡居民收入提高、民用车辆价格不断
下调、国家对新能源汽车等车辆购置实行补贴等优惠政策刺
激，消费者对车辆尤其是家用小型客车需求增多，群众购买汽
车的热情高涨。数据显示，进口、新注册汽车增长较快。
2017 年末，广西进口汽车保有量 16.87 万辆，比上年增长
13.8%；新注册汽车71.98万辆，增长13.7%。究其原因，主要
受国家对进口汽车政策放开、关税不断下降，经销商价格优
惠、促销力度加大等因素拉动。

随着居民购买力增强，个人汽车保有量快速增长，持有驾驶
证的人数也不断增多。2017年末，广西持有汽车驾驶证人数达
977.94万人，比上年增长12.1%，连续8年保持两位数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