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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 业

3家公司联席发布56个项目

腾讯打造影视业务“三驾马车”

本版编辑 梁 睿

上半年营收同比增长近六成——

华中数控走出国产机床智能化新路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柳 洁 通讯员 肖 明

华中数控工程师正在调试华中9型数控系统。 陈 娜摄（中经视觉）

4S店问题曝光凸显渠道之忧

砸坏好零件“创收”，倒掉车主的清洗
剂“做保养”，这些看起来不可思议的事
情，却在两家经销商的4S店真实地发生了。
日前，有媒体通过暗访4S店，报道了员工坑
害消费者权益和骗保的违规行为，引发舆论
关注。

问题曝光当天，涉事合资车企就发布声
明回应，对涉事4S店采取了停业整顿，启动
专项检查等措施，但业内对其实际效果并不
感到乐观。这倒不是说车企态度不诚恳，措
施不果断，而是因为此次4S店所犯的“低级
错误”，实际上是当前我国汽车行业经销商
经营生态恶化的反映。如果地方市场与交通
监管部门不强力介入，整车企业不从根本上
实行渠道变革，仅仅通过少数几家店的整
改，恐难彻底扭转或杜绝全国4S店“不择手
段”挣钱的冲动。

卖新车很难挣钱，甚至要赔钱，这已成
为当前整个汽车经销商不得不面对的困境。

尽管在连续下滑了20多个月后，我国汽车销
量开始逐月回暖，但这主要是整车企业和经
销商以价换量取得的，行业利润仍然“比刀
片还薄”。更令人担忧的是，饱受流通行业
诟病的价格倒挂现象，并未出现根本好转。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调研显示，今年上半年行
业 整 体 新 车 销 售 毛 利 率 进 一 步 下 降 至
﹣3.5%，仅16.3%的经销商表示没有出现价格
倒挂，合资品牌价格倒挂的情况仍在加重。

倘若经销商新车销售不挣钱，还要拼命
生存下去，一定会从各方面想办法，甚至从
消费者身上挣不该挣的钱。比如，在售车过
程中，对热门车型强加装饰，捆绑销售保
险、出库费，收取新车上牌费以及贷款手续
费等。同样，在售后保养期间，经销商也会
千方百计为车主推荐溢价较高的各类养护品
和清洗服务，以实现提高“客单价”，这已
成不少店里“宰客”套路。由于存在一定技
术门槛，普通消费者很难对各类维修保养的
含金量作出准确判断和分辨，再加上工作环
境不透明，无形中又增加了“被宰”的风
险。此次，两家4S店员工犯规，不过是上述
花样的延伸突破了公众认知。

当然，经销商不挣钱，并不是我们就能

容忍其坑害消费者和骗保的理由。当后市场
“宰客”已成公开的秘密，经销商又不愿自
律时，要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就需要整车
企业和市场与交通监管部门加强日常监管，
加大对4S店违法行为处罚力度。

其实，站在车企的角度来分析，它们是
不太可能允许和纵容经销商如此乱来的。这
是因为它们不会从中受益，4S 店“坑蒙拐
骗”的钱，最终还是进了经销商自己的口
袋。相反，一旦东窗事发，其对整车厂品牌
的伤害要远大于经销商。4S店被勒令停业，
还能东山再起。但整车厂旗下所有渠道商，
则会遭遇消费者信任危机，甚至引发销量崩
盘。在市场竞争如此激烈的今天，没有哪家
整车企业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如此教唆经
销商。

然而，眼下整车企业能在多大程度上管
控经销商，又实在是要打上一个问号。由于
经销商与整车企业之间仅为授权关系，因而
在实际运营中相互独立。有些经销商迫于更
大的经营压力，心存侥幸地在服务中不规范
运作，整车企业对此很可能有心无力，鞭长
莫及。去年，闹得沸沸扬扬的西安奔驰女坐
引擎盖维权，所引发的“金融服务费”事

件，暴露的就是这个难题。因此，在整车企
业目前难以对4S店实施有效管控的现实困境
下，制止4S店的“任性妄为”，地方市场与
交通监管部门还应有更大作为。

与此同时，整车企业也要加快渠道变
革，通过合理优化结构，探索新的商业模
式，让经销商“光明正大”地挣钱。当
前，新车销售市场已从增量竞争转入存量
博弈，整车企业应转变思维，放弃过去片
面追求销量，轻视网络质量的做法，主动
淘汰不合格的经销商。反过来，经销商也
要根据市场格局的变化，退网产品力不高
的整车企业，改换更具市场竞争力的品牌
厂商，从而实现整车企业和经销商结构相
互优化。此外，面对产业“电动化、智能
化、网联化、共享化”等变革新趋势，整
车企业和经销商还要创新求变，加快数字
化转型，通过更加透明化和精细化的运
营管理，提高服务质量，延伸价值链，提
升 用 户 体
验，共同构
建 更 加 健
康 的 产 业
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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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控系统，与其配套的庞大设备相比，犹
如蚂蚁和大象，但却是先进设备的“大脑”，控
制着机床的一举一动。这是典型的“要不来、
买不来、讨不来”的关键核心技术，也是制约
我国制造业迈向高端化的主要瓶颈。目前，
这一瓶颈正在被打破。日前，武汉华中数控
股份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新一代智能数控系
统华中9型在武汉量产，即将推向市场，中国
机床数控系统将进入智能化时代。

时间回到12年前。彼时，美国政府一纸
通告，将华中数控列入制裁“黑名单”。当时
的华中数控在自主高性能数控领域刚刚崭露
头角。面对国外技术封锁，以华中数控为代
表的中国民族数控产业走自主创新之路，“用
中国大脑，装备中国智能制造”，坚韧而巧妙
地开辟了破冰之路。今年上半年，华中数控
实现营业收入近5.91亿元，较2019年同期增
长57.17%。

变道求突破

数控系统集机、电、液、光、计算机、自动
化控制等技术为一体，所涉知识密集、学科众
多，硬件、软件要求高。自主研发高性能数控
系统，谈何容易？！

武汉华中数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华
中科技大学教授陈吉红自博士毕业后就投身
其中，自此结缘数控。“国家要有自己的数控
大脑，这是我们的使命。”陈吉红对记者说，中
国数控产业“就像是红军过草地，前有堵截，
后有追兵。往回走，回头不是岸；不走，脚下
的草地根本承受不住。只有拼命往前走，才
能杀开一条生路”。

“变道”，是华中大研发高性能数控系统
的突破点。陈吉红介绍说，当时西方国家走
的是“专用计算机+软件”路子。彼时，国内高
性能专用计算机等硬件瓶颈一时难以突破。

1992年，时任华中大机械学院院长的周
济教授接手数控研究所。反复推演后，他独
辟蹊径：通用工业微机+软件。团队的想法很
务实：选用常规工业计算机和电子器件，通过
更高水平的算法、更高性能的软件，弥补硬件
方面的不足。

数控系统，软件是灵魂，难度很大。让人
没想到的是，团队设定的第一个目标竟是当
时最先进的、支持五轴以上联动的数控系
统。对此，有不屑的嘲讽：没学会走，就想跑？

历史，证明了这一选择的超前眼光：以独
特的技术路线，快速缩短与国外的差距。
1993年，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华中Ⅰ型数控
系统在武汉问世，实现了国产高性能数控技
术突破，还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和两
项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其独创的曲面
直接插补技术，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凭着这个奖项，研究人员撰写几篇论文、
每年做几台数控机床，“小日子可以过得很舒
服”。但1994年，他们就被周济“逼”下了海，
开始走上国产数控系统产业化之路。不久，
华中数控公司诞生了。

第一步往哪里走？华中数控选择“游击
战”——让开大道，占领两厢：以数控技术
改造旧机床和开拓数控装备教育市场为突破

口，逐渐在业内站稳脚跟。

啃下硬骨头

十年磨一剑，华中数控终于迎来了甘霖。
2009年，我国启动“高档数控机床与基

础制造装备”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在重点企业
应用、验证国产数控系统。

华中数控胆子大，一有机会就顶上去。
一家大型飞机制造厂找来了——一台用了十
几年的进口机床趴窝了，你们改造试试？华
中数控一番改造，换上“中国脑”，对方开机试
车，评价很高。

当年春节前，信心满满的陈吉红趁势前
去拓展业务，没想到对方兜头就是一盆“凉
水”——你们的系统怎么回事啊，干废了一个
钛合金零件，损失几十万元！赶到车间，通宵
排查。最后确认，是老机床上原有的一根电
缆老化，导致信号有误。

对方心有不甘：信号有误，系统是否可以
报警呢？“像这样的反馈，十分宝贵！”陈吉红
说，华中数控很快优化了系统。

这家飞机制造厂由此打消了疑虑，拿出
60多台关键设备，装备国产数控系统，制造出
一架架守护祖国蓝天的先进战斗机。

数控机床发展有自身的规律：通过大量
应用，发现问题，持续修正，迭代升级，才能走
向成熟、可靠。一颗“中国脑”就这样在不断
解决问题中向世界一流水平看齐。

2016年，华中8型数控系统研发成功。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组织的鉴定会认为，该
系统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陈吉红告诉记
者，围绕华中8型数控系统的研制，研发团队
攻克了运动控制技术、平台化技术、网络化技
术和智能化技术等四方面关键核心技术，全
面缩小了与国外的差距。

华中数控所攻克的多轴联动、高速、高精

度等运动控制核心技术，实现了对国外数控
系统高档控制功能的全面覆盖。零件加工对
比测试数据显示，华中8型为14分36秒，国
外同类系统为15分33秒，在零件加工质量相
当的情况下,华中8型系统效率更高。

平台化、网络化技术的突破，大大提高了
数控系统的集成度，提升了数控系统的可靠
性，实现了数控系统内外部设备全数字化通
信、机器互联和数据共享。独创的“指令域大
数据分析方法”“双码联控”等智能化技术的
突破，实现了数控加工过程的自主感知、自主
学习、自主决策和自主执行，开发了质量提
升、工艺优化和健康保障等一批西方主流高
端数控系统尚不具备的智能化功能模块。

目前，华中8型高档数控系统在航空航
天、汽车、发电装备等制造领域得到了批量应
用，已与10多类、1000多台高速、精密、五轴
联动、车铣复合高档数控机床实现了配套。

技术更自信

航空发动机叶片、潜艇螺旋桨、大型发电
机转子、大型柴油机曲轴……高端复杂曲面
零件的高精度制造，一度成为打造“国之重
器”的“拦路虎”。

驱赶“拦路虎”，高性能数控机床必不可
少。它们像长了几只手的能工巧匠，可以一
次将金属加工成形状“怪异”、精度极高的零
件，让“国之重器”本领大增。

深海潜艇，国之利器。多年来，潜艇螺旋
桨高精度加工一直是我国的技术短板。武汉
重型机床厂与华中数控合作，“重型七轴五联
动车铣复合加工中心”突破了国外封锁。

在巨大的机床工作台上，机床刀具左右
开弓，巨型螺旋桨一次性高精度加工获得成
功。这让中国造船界激动不已：几代中国舰
船人“让螺旋桨安静工作”的梦想成了现实。

在东方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工人们操纵
华中数控系统制造出的巨型发电机组，已在
三峡电站发出强大电能。

在某航天企业，15台普通机床装上来自
武汉的“中国脑”后，导弹零部件加工精度稳
定，效率骤升5倍。

“中国大脑”赋能中国“智造”。眼下，从武
汉走出的高性能数控系统，已在航空、航天、通
信、汽车、造船等高端制造领域批量装备，中国
企业对国产数控系统的信心空前高涨。

前行的脚步不能减缓，更不能停歇。历
经20多年磨砺，华中数控研发团队敏锐地把
握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趋势，首创了机床“心
电图”，掌握智能机床核心技术，终于从数字
化时代的跟跑，到智能化时代开始并跑，局部
实现领跑。

2019年，华中数控在全球率先将人工智
能芯片植入数控系统，中国新一代智能数控
系统华中9型在武汉造出样机，开启中国数
控系统“换道超车”的新征程。

不仅打造“中国大脑”，还要打造“中国标
准”。听闻华中数控牵头制定中国数控机床
互联通信协议标准，10年前已制定出标准的
美国相关组织说：你们不用做，用我们的就行
了。2019年，中国数控企业在德国汉诺威工
业博览会展示了中国标准。美国相关组织一
看不吭声了，主动提出联合制定国际标准。
从会场走出来的陈吉红给武汉的同事打电
话：我们要有技术自信！

据了解，国家制造业转型升级基金已与
华中数控签订战略投资协议，拟向华中数控
投资近4亿元，这是该基金首个投资项目。
武汉华中数控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兼董事会秘
书田茂胜告诉记者，上半年华中数控机器人
与智能产线领域收入达2.14亿元，较去年同
期增长23.93%；特种装备领域实现收入1.63
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973.7%。

10月 21日，证监会同意蚂
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科创板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IPO）注册。

这意味着A股即将迎来首
个互联网“巨头”。长期以来，美
股和港股是很多中国互联网公司
的上市首选地，这使得A股投资
者很少有机会参与分享互联网行
业发展红利，随着蚂蚁集团IPO
获得证监会同意注册，这一历史
即将改变。

早在2014年，马云便表达了
阿里巴巴未能在A股上市的遗
憾。当时他说：“希望未来支付宝
能够在A股上市”。6年后，支付
宝母公司蚂蚁集团提交了A股
上市申请，将成为中国互联网“第
一梯队”中首家A股上市公司。

从全球市场来看，头部互联
网公司对股市有着非常积极的带
动 作 用 。 比 如 ，美 股 中 以

“FAAMG”（脸书、苹果、亚马逊、
微软、谷歌）为代表的头部科技公
司，既是美股的“压舱石”企业，也
是美国经济和企业盈利增长，实
现美股“长牛”的重要动力。

数据显示，目前美股市值前
10 位 的 公 司 中 ，有 包 括

“FAAMG”在内的共7家科技公
司；港股市值前10位的公司有4
家科技公司，如阿里巴巴、腾讯等；在A股市值前10位
中，科技公司数量为0。业内人士认为，蚂蚁的出现将会
改变这一局面。

10月22日，蚂蚁集团开始启动招股程序。登陆科
创板后，蚂蚁将成为A股首个中国版“FAAMG”，有望
在A股引发示范效应，吸引更多高科技公司选择A股。

在近期举行的外滩大会上，蚂蚁集团CEO胡晓明表
示，上市后最重要的事是投入技术。根据招股文件，蚂蚁
集团技术已领先行业：技术人员占比64%，覆盖所有业
务线；目前在全球40个国家或地区拥有专利或专利申
请，共计26279项；在区块链领域连续4年专利申请全球
第一，累计专利授权数212件，位居全球第一；其数据库
产品OceanBase性能全球第一，远超国际同行。

业内人士预计，蚂蚁集团上市将有望成为今年最大
的IPO，多家券商对其作了估值测算。其中，国信证券通
过绝对估值法和相对估值法，给出的估值范围是1.7万
亿元至2.5万亿元。

本报讯 记者李治国报道：近日，腾讯影业、新丽传
媒、阅文影视在上海举行联合发布会。在腾讯新文创战
略推进下，3家公司以整体影视生产体系首次亮相，成为
腾讯和阅文深度布局影视业务、强化数字内容业务耦合
的“三驾马车”。3家公司还联席发布了《1921》《人世间》
《赘婿》《流金岁月》《一人之下》等56个影视项目。

腾讯集团副总裁、阅文集团首席执行官、腾讯影业首
席执行官、腾讯动漫董事长程武认为，目前中国数字内容
产业的“新基建”已基本搭建完成。但要想持续打造出更
多高水准、高价值的文化内容，还需完成“从好内容，到内
容产业，再到内容产业链耦合”的三级跳。尤其是网络文
学、网络动漫这些“内容源头”和影视行业这个“内容放大
器”间的耦合，将是中国数字内容产业布局从广度转向深
度，由高速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程武表示，未来腾讯和阅文都将以更大的决心和力
度，持续加码在影视领域的投入，并将通过腾讯影业、新
丽传媒、阅文影视这“三驾马车”充分凝聚行业力量。

程武表示，目前，腾讯动漫已经拥有3万部在线漫
画，其中1500部点击量过亿；阅文则拥有超过890万作
者和1340万部作品，平均每年以100万部的作品量递
增。如果以中国网文和动漫产业活跃度来看，每年具
备影视开发潜力的作品在1000部以上，但目前相匹配
的影视开发资源还远远不够。因此，腾讯和阅文将以
更大决心和力度，推动影视业务与网文、动漫耦合，让
影视为后续的IP（知识产权）开发创造更大的空间与可
能性。为此，新丽传媒、腾讯影业、阅文影视这“三驾马
车”将发挥各自优势，协同推进影视内容生产。程武介
绍说，新丽传媒将持续坚持精品化战略，聚焦头部项目
制作；腾讯影业主要聚焦主投主控，在坚持“高品质内
容平台”基础上，更多地扮演枢纽角色；阅文影视则更
多立足阅文丰富的网文资源，通过聚焦与外部合作伙
伴的联合开发，更加成体系地推进网文IP影视化，同时
也会更多地参与到外部的关键作品当中。

此前，阅文影视已通过联合出品、参投、自制等形式
推出《庆余年》《将夜》《你和我的倾城时光》《黄金瞳》《全
职高手之巅峰荣耀》等作品。升级后的阅文影视也将基
于阅文集团庞大作家群体、海量作品储备、优质版权积累
形成的内容优势，协同联动包括新丽传媒、腾讯影业、腾
讯动漫等在内的腾讯资源，向影视行业优秀的平台、制作
公司、创作者开放合作。

此外，优质内容的打造也离不开对优质后备力量的
培养。在发布会现场，由腾讯影业发起，新丽传媒、阅
文影视全程助力的“青年导演培养计划”也正式公布，
旨在全程助力青年导演项目输出，共育优秀青年导演
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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