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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日前召开
2019年工作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中
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舒印彪
在不断提醒华能上下要保持忧患意
识的同时，也表达了华能将坚定不移
走高质量发展之路的决心。

通过旁听这次会议，记者得以一窥
华能未来的发展思路——积极参与“一
带一路”建设、推动能源结构调整、大力
推进科技创新。这家大型电力央企的
前行之路格外清晰。

紧抓“一带一路”历史机遇

近日，柬埔寨最大水力发电工程桑
河二级水电站竣工并全面正式投产。
桑河二级电站大坝全长6500 米，总装
机容量为 40 万千瓦，约占柬埔寨全国
总发电装机容量的五分之一。这一工

程由华能旗下澜沧江水电有限公司与
柬埔寨皇家集团合作开发。

在巴基斯坦，华能山东发电有限公
司参与的另一个“一带一路”重点工程
——萨希瓦尔燃煤电站也迎来了突
破。截至2018年12月31日，萨希瓦尔
燃煤电站累计发电量突破 140 亿千瓦
时。这一中巴经济走廊第一个投入商
业化运营的大型能源项目被巴基斯坦
政府誉为“巴基斯坦电力建设史上的奇
迹”。

桑河二级水电站和萨希瓦尔燃煤
电站都是近年来华能主动参与“一带一
路”建设的重要成果，也体现了华能发
展战略的重要方向——深刻把握“一带
一路”建设带来的新机遇，在国际化经
营发展上实现新提升。

对于华能来说，积极参与“一带一
路”建设既是对国家政策的积极响应，
也为企业带来了巨大的发展空间。“‘一
带一路’相关国家电力需求潜力巨大。”
舒印彪说。

多年来，华能一直积极践行国际化
战略。它曾积极引进外资办电，开创了
中国电力企业在国际资本市场直接融
资的先河；在发电行业中率先“走出
去”，在英国、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国家
和地区收购电力资产。目前，华能海外
业务遍布 31 个国家和地区，海外资产
分布于7个国家和地区，装机容量超过
900万千瓦。

在舒印彪看来，“一带一路”建设带
来了全新的发展机遇，在此背景下，华
能的国际化战略只会加强，不会削弱。

“我们要大力实施国际化发展战略，深
化国际产能合作，加强与上下游企业的
对接，推进设计建设运营一体化，增强
全产业链、全价值链EPC（设计、采购、
施工）整合能力，推动装备、技术、标准
整体‘走出去’，尽快形成国际竞争合作
新优势。同时，主动对接所在国发展战
略，推进本土化运营，实现互利共赢，打
造华能品牌的国际形象。”舒印彪说。

推动能源结构转型

如何抓住能源结构转型新机遇，是
华能当前的另一个重要课题。

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要推进能源
生产和消费革命，构建清洁低碳、安全
高效的能源体系，为我国能源转型发展
指明了方向。与此同时，能源领域的

“再电气化”趋势明显加强，非化石能源
将逐步成为我国电力发展的主导力量。

舒印彪认为，这是华能必须适应的
方向，也是华能当前需要补齐的“短
板”，“华能清洁能源装机比重依然偏
低，在发展布局、发展机制、发展举措上
亟待新的突破”。

对于华能来说，在看到问题的同
时，实现这一突破的思路已经十分清
晰。积极推进水电开发、优化发展清洁
高效煤电都是华能推动能源转型的重
要举措。此外，华能还不断加大新能源
发展力度。

“东部沿海地区要坚持远近海结
合，大力争取海上风电资源，加快打造
百万千瓦海上风电基地；结合特高压
通道，谋划一批风光打捆的清洁能源
基地型项目；深挖资源潜力，努力开
发区域连片的分散式风电项目；密切
跟踪光伏政策变化，积极参与国家第
四批光伏领跑基地竞争。”舒印彪说。

华能还尤其重视核电发展。资料
显示，自涉足核电以来，华能严格参照
国家原子能机构《设施和活动的管理体
系最新标准》，构建起卓有特色的核电
管理体系，并根据集团管理特点形成了
集团公司、产业公司、项目公司 3 级管
理架构。截至 2018 年底，华能累计在
核电产业投资约280亿元，自主开发了
多个核电厂址，形成了山东石岛湾、福
建霞浦和海南昌江3个核电基地，并在
辽宁、安徽、江西等地开展布局。

2018 年 12 月 28 日的一场专家咨
询会让人们看到了华能力求在核电领
域实现更大突破的决心。这场由舒印
彪主持召开的“华能集团高温气冷堆
及核电发展院士专家咨询会”，是舒印
彪转岗华能后首次就一个项目、一个
产业组织召开的大范围会议。来自电
力和核能领域的 20 位院士聚首，就高
温气冷堆示范工程建设、高温气冷堆
产业化，以及华能核电产业的发展各抒
己见，热烈讨论了4个小时。

在华能 2019 年工作会议上，舒印

彪再次对华能核电发展提出了明确目
标——坚持核电战略地位，高度重视国
家重大科技专项——石岛湾高温气冷
堆示范工程建设，进一步完善施工方
案，压实节点目标，集全公司之力推进
工程建设，确保年内完成蒸发器吊装及
反应堆冷试工作，力争完成首堆热试。

科技创新赢得未来

“我们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持
领先，赢得主动、赢得未来，必须依靠科
技创新。”正如舒印彪所言，科技创新是
华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过去
如此，未来更是如此。

以高温气冷堆重大专项为例。自
项目建设以来，华能先后攻克了多项关
键技术——研制出世界上最大和最重
的核电压力容器、燃料装卸系统首次应
用于工程实践、高温气冷堆球形燃料元
件技术实现工业化生产、采用电磁轴承
结构的主氦风机(类似压水堆主泵)研制
成功并首次应用于工程实践、完成全球
首台应用于模块式高温气冷堆的螺旋
管式直流蒸汽发生器的制造……一项
项技术突破让我国在高温气冷堆领域
走在了世界前列。

此外，科技创新推动华能取得了一
系列前沿技术突破。单看 2018 年，
IGCC（整体煤气化联合循环发电系统）
示范电站连续安全运行创世界纪录；景
洪电站水力式升船机技术获国家技术
发明二等奖；糯扎渡水电站工程获中国
土木工程领域科技创新最高荣誉“詹天
佑奖”；基于 IGCC 的燃烧前二氧化碳
捕集技术获中国电力科学技术进步一
等奖。

尽管如此，舒印彪坦言，集团在科
技成果转化、领军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
依旧存在不足，关键核心技术研发、“两
化”融合力度不够，亟需尽快解决“卡脖
子”问题。

着眼于此，舒印彪表示，未来，华能
将继续强化关键核心技术研发，聚焦
具有应用前景的基础性、前瞻性、战略
性重大课题和能源革命的重大需求，
加快打造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
心技术，解决“卡脖子”问题；大力实施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强科技创新系
统谋划和顶层设计，加大研发投入；不
断完善科技创新机制，完善以创新能
力、质量、贡献为导向的科技人才评价
体系和激励机制，继续在科技型企业
稳步实施分红激励；坚持开门搞创新，
增强创新集成能力，提高科研产出效
率；尊重基层首创精神，让创新创造在
华能蔚然成风。

题图 华能参与建设的柬埔寨桑
河二级水电站外景。

薛凯文摄 （中经视觉）
左图 华能参与建设的巴基斯坦华能参与建设的巴基斯坦

萨希瓦尔燃煤电站全景萨希瓦尔燃煤电站全景。。
李兴泽李兴泽摄摄 （中经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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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能整装再出发华能整装再出发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袁 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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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的核心技术

青岛鑫光正钢结构股份有限公司
在埃塞俄比亚的一处厂房于 2018 年
10月上旬正式开工建设。从门窗到空
调再到智能化配套，埃塞俄比亚方面首
次体验到来自中国的“钢结构+”模式，
并对中方的全方位、高质量、一体化建
设能力赞不绝口。

据了解，该项目是 2018 年中非合
作论坛北京峰会结束后首个开工建设
的项目。截至目前，鑫光正已与 30 多
个非洲国家开展了合作。到公司考察
的南苏丹国家路桥部工程师艾斯特表
示：“南苏丹近年来在钢结构相关制品

方面有非常大的市场需求，通过这次参
观考察，我们高度认可鑫光正钢结构公
司的产品，并希望公司前往南苏丹参与
建设。”

“没有夕阳产业，只有夕阳思维。”
青岛鑫光正钢结构股份有限公司执行
总裁张小磊表示，作为一家传统制造企
业，唯有创新才有出路。

早在 10 年前，鑫光正就开始进行
营销调整，在稳固国内市场的同时将目
光投向国外。2008 年，鑫光正获得自
主出口经营权，在位于非洲的安哥拉建
设钢结构厂房，这也是公司第一个外国
项目订单。

“借助‘一带一路’的东风，公司国
际市场布局得到了极大拓展。”张小磊

告诉记者，目前鑫光正的产品已出口到
肯尼亚、阿尔及利亚等 30 多个非洲国
家，涉及建设项目400多个，销售总额5
亿多元。

“我们享受到国家发展带来的丰厚
红利，也要凭借过硬的产品为中国制造
增光添彩。”张小磊表示，在当前加快新
旧动能转换的大环境下，鑫光正着力开
展主导产业的升级优化，努力由传统单
纯钢结构厂房的生产、销售，向高端智
能一体化厂房、别墅的新动能技术研
发、生产以及输出转化。

例如，为解决畜牧行业养殖设备、
环控设备与养殖房屋等的衔接问题，
公司开发了自动化环控系统，实现了

“钢结构+畜牧养殖设备+环控系统”

的一体化结合；为解决钢结构厂房冬
冷夏热的问题，公司收购了一家中央
空调公司，对高端中央空调项目进行
全面优化，实现了“钢结构+中央空调”
的一体化结合。不仅如此，鑫光正还
创建了“钢结构+施工总承包”的一体
化结合模式，并在国际化合作中以整
体打包形式促进了整个产业链条的
发展。

“我们立足人才和技术优势，业务
覆盖从选址、设计、生产到装饰完工的
全过程，可实现‘一把钥匙交给客户’。”
青岛鑫光正钢结构股份有限公司工程
师王增光说，“交钥匙”工程的保姆式服
务使公司迈上了行业顶峰，有力拓展了
国际高端业务。

鑫光正用“钢结构+”连通非洲——

“没有夕阳产业，只有夕阳思维”
本报记者 刘 成 通讯员 张德杰

不久前，总部位于北京中
关村的创新奇智科技有限公司
宣布，完成总金额逾 4 亿元的
A 轮和 A+轮融资。在人工智
能产业变革的赛道上，又迎来
了一个新的有力竞争者。

北京中关村一直被视为
创新创业的风向标、中国高科
技产业的名片。在这里，人工
智能、自动驾驶、计算机视觉，
一大批拥有前沿技术的创新
企业正加速生长。2018 年 3
月份，作为创新工场旗下的AI
子公司，创新奇智在这里创
立。背靠创新工场人工智能
工程院的强大 AI 技术专家
群，创新奇智在不到 1 年的时
间里先后完成了数个千万级
项目的技术研发和商业落地，
在行业内崭露头角。

创新奇智科技有限公司
首席执行官、联合创始人徐辉
表示，能够取得如此快速的发
展，得益于公司长时间的技术
积累。早在2016年9月份，为
推进人工智能在科学研究与
商业领域的发展，创新工场专
门成立了人工智能工程院。
该工程院汇集了一大批国内
外知名高校的研究者，奠定了
创新奇智创立、发展的技术基
础。

在创新奇智看来，人工智
能要与产业紧密融合，基础数
据和算法的技术突破只是第一
步，如何让人工智能技术走出
实验室，推动人工智能应用场
景的落地才是关键。

一手抓技术创新，一手抓市场开拓。从成立之初，创新
奇智就坚持“两条腿走路”，瞄准企业服务领域，聚焦零售、
制造、金融3个行业，通过打造“技术产品+行业场景”双轮
驱动模式，建立起从基础研发、平台技术开发到应用落地的
完整产业生态链。

徐辉介绍，之所以选择深耕上述3个领域，是因为创新
奇智的核心技术主要集中在计算机视觉、机器学习、自然语
言处理等领域，零售、制造和金融是与这些技术结合的最佳
场景，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机遇。

比如，在机器视觉领域，创新奇智开发出多种深度神经
网络模型，并在多个行业应用场景表现出极高的性能和准
确度。该技术基于3D图像信息的非标商品的识别，准确度
已达99.98%；基于严重畸变图像的标准化商品的识别准确
度也达到99.92%。

去年11月份，国际快消品巨头玛氏公司与创新奇智签
署合作协议。针对零售行业面临的“痛点”，创新奇智通过
数据智能方案和Orion自动化机器学习平台为玛氏提供优
化供应链、智能补货等，迈出了由传统供应链向数字化、智
慧化供应链转变的第一步。创新奇智在技术和产品上稳
定、精准的表现，获得了国际行业巨头的点赞。

“人工智能正迎来商业和实体世界赋能的黄金时期。”
创新奇智首席运营官王晶表示，在经历了互联网智能化之
后，人工智能技术正通过算法、视觉等成为企业提质增效的
工具，重塑和赋能传统行业，引领产业变革。

在产业变革的浪潮面前，如何顺应传统行业智能化改
造的需求，跟上快速更新的市场节拍？紧迫感和忧患意识
始终伴随着创新奇智。徐辉告诉记者，下一步公司将聚焦
原始创新，搭建核心技术的“护城河”，让人工智能的技术研
发走在市场前面，以较低的成本应用到更多的领域和行业
中，为更多企业修通人工智能落地的“最后一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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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倪伟龄、通讯员吴旋报道：黑龙江红星
集团食品有限公司打造的国际标准有机婴幼儿奶粉近日
全产业链达产。

据了解，有机婴幼儿奶粉素有“乳品行业金字塔尖上
的明珠”的美誉。按照国际有机农业生产标准，该类产品
从生产源头到产品出厂共需通过260道检验检测。

为达成这一目标，红星集团在有机饲草料种植过程
中坚持不使用农药、化肥、生长激素、除草剂、转基因技
术；有机奶牛常年以有机饲草料饲养，喝纯净达标水，禁
止使用催奶药物、抗生素；在奶粉加工环节严格遵循有机
食品全产业链标准，并建立起追溯、跟踪审查等制度。此
外，红星集团还引进德国先进设备和技术建成沼气发电
项目，在保护环境不受粪便污染的同时提升当地绿色发
展水平。

本报讯 记者李予阳报道：在日前举办的中国船舶工
业集团有限公司高质量发展论坛上，中国船舶工业集团
有限公司旗下中国船舶（香港）航运租赁有限公司与多家
公司分别正式签订了7个项目，共计36艘新船、总金额超
过100亿元的合同，中船集团以融促产助推高质量发展实
现重大突破。

此次签订的新船合同涉及多个船型，包括 17.4 万立
方米大型液化天然气（LNG）船、13000 吨多用途重吊船、
30 万吨超大型油船（VLCC）、支线集装箱船、95000 吨冰
区加强型散货船、智能海洋渔工养殖船等，其中大部分是
引领国际船舶市场发展的高端船型，部分船舶建成交付
后将用于“一带一路”建设。

近年来，受国际船舶市场持续低迷影响，船舶企业面
临巨大挑战，接单难问题尤为突出。在此背景下，中船集
团科学研判市场形势和船东需求，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
求，以中船租赁这家境外公司为先锋，瞄准高端船型、深
挖市场潜力、创新合作模式，充分发挥集团整体优势，有
力提振了中国船舶工业转型发展的信心。

中船集团签订百亿元大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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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星有机婴幼儿奶粉全产业链达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