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11月24日 星期二9
ECONOMIC DAILY

企 业

海
湾
安
全
技
术
有
限
公
司—

—

﹃
质
量
诊
所
﹄
守
护
企
业
﹃
生
命
线
﹄

本
报
记
者

陈
发
明

通
讯
员

王
继
军

前三季度营收同比增两成——

科沃斯机器人走向高端化
本报记者 李治国

本版编辑 梁 睿

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日前公布民事
裁定书称，受理债权人格致汽车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对华晨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
司的重整申请，这标志着华晨集团正式
进入破产重整程序。该消息发布后，旗
下上市公司股票大涨，并引发债权人和
公众强烈质疑，证监会当即宣布对其展
开调查。

华 晨 集 团 是 辽 宁 省 属 重 点 国 有 企
业，其产业地位和影响力毋庸置疑。公
开 信 息 显 示 ，目 前 集 团 拥 有 员 工 4.7 万
人，资产总额超过 1900 亿元，直接或间
接控股 、参股四家上市公司，并通过旗
下 上 市 公 司 华 晨 中 国 与 宝 马 合 资 成 立
华晨宝马公司，有中华、金杯、华颂 3 个
自主品牌和华晨宝马、华晨雷诺两个合
资 品 牌 。 2018 年 ，华 晨 集 团 营 收 突 破
2000 亿元，利税达到 359.7 亿元，成为辽
宁 省 第 一 个 年 销 售 额 达 两 千 亿 级 的 省
属企业。

如此重量级企业，首次债券违约后
不到 1 个月时间就制造了这么一出破产
重整的大型“翻车”事故，多少有些令人

唏嘘。更吊诡的是，在进入破产重整程
序 之 前 ，华 晨 集 团 出 让 了 旗 下 华 晨 中
国 、申华控股优质资产股权，并将申华
控 股 的 注 册 地 从 上 海 改 到 辽 宁 。 是 否
有钱不还急着破产？是否涉嫌恶意“逃
废债”？上市公司股票为何在公布破产
重 整 后 大 涨 ？ 面 对 债 权 人 和 公 众 的 这
些质疑，不仅需要华晨集团开诚布公，
自证清白，更有待监管部门深入调查，
还公众真相。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华晨集团
遭遇债务危机 、频繁爆雷，并非毫无征
兆。要知道，长期以来，华晨集团的利润
主要依赖华晨中国旗下合资公司华晨宝
马，而自主品牌早已羸弱不堪，在市场上
几乎无存在感。

华晨究竟有多依赖宝马？有一系列
数 字 为 证 。 2019 年 ，华 晨 集 团 营 收
1811.30 亿元，其中华晨宝马营收就高达
1694.41 亿元，占比九成以上；华晨中国利
润为 67.62 亿元，其中华晨宝马就贡献了
76.26 亿元。这意味着，没有华晨宝马的
输血，华晨的自主品牌实际上是大写的
亏损。

如果进一步查阅财报，还会发现，在
2015 年至 2019 年这几年间，华晨宝马累
计为华晨中国贡献的利润高达 269.2 亿
元，剔除这部分利润后，华晨的自主品牌

累计亏损 34.84 亿元。这两个差异巨大
的 数 字 之 间 ，还 有 多 少 没 有 捅 破 的 窟
窿？若没有华晨宝马输血，不少人士指
出，华晨集团恐怕早就破产清算了，而不
是现在的破产重整。

问题更在于，华晨宝马对集团输血
不可能永远持续。随着国家放开汽车产
业外资股比限制，宝马基于对中国市场
的良好预期，依靠自己的产品和技术优
势，以 36 亿欧元的价格收购了华晨宝马
25%的股份。到 2022 年，华晨中国持有
华晨宝马的股份将从 50%降至 25%，这同
时也意味着，其从华晨宝马获取的利润
将会大大缩水。

与吉利、长城等很多民营车企相比，
其 实 华 晨 集 团 起 家 做 自 主 品 牌 并 不
晚 。 华 晨 集 团 的 前 身 可 追 溯 到 1949 年
成 立 的 国 营 东 北 公 路 总 局 汽 车 修 造
厂。早在 1959 年，更名后的沈阳汽车制
造厂就试制成功五台“巨龙”牌载货汽
车。还是在上个世纪，华晨瞅准中国逐
渐 起 飞 的 轻 型 客 车 市 场 ，通 过 引 进 技
术、消化、吸收和再创新，成功打造出了

“金杯”商用车品牌，市场保有量曾高达
百万辆。彼时，华晨还通过海外的研发
机构，创立了中华牌轿车，与一汽红旗
成 为 当 时 中 国 少 有 的 具 有 自 主 知 识 产
权的轿车。

然 而 在 本 世 纪 初 的 汽 车 合 资 大 潮
中，华晨集团逐渐迷失了自我。尤其是
傍上宝马这个“大款”后，华晨集团更是
失去了自主创新的动力。偶尔推出一款
新车，也是东拼西凑：底盘是保时捷调
校，造型、内外饰用意大利的，发动机和
宝马合作，还美其名曰，“三大资源一整
合，自然出好车”。自主关键核心技术缺
失，产品和设计实力不济，市场趋势把握
不准，乃至过于押宝债券金融市场，这都
为华晨今天的爆雷埋下祸根，值得深刻
反思。

“没有自主的关键核心技术，卖多少车
都是别人的辉煌。”汽车是一个科技含量
很高和市场化竞争很强的产业，此次华晨
集团破产重整，再一次凸显企业科技自立
自强必要性。由于关键核心技术本身具
有根植性，再加上跨国公司基于自身的利
益最大化考量，“市场”不仅换不来“关键
核心技术”，还会让自己患上合资依赖症，
逐渐失去市场竞争力，最终深陷危机。而
要走出危机，从破产重整到真正重振，华
晨就必须向华为学习，坚定科技自立自强
信念和行动，奋力创新。否则，政策倾斜
也 好 ，金 融 输
血 也 罢 ，到 头
来还是免不了
破产清算。

华晨破产重整警示勿患“合资依赖症”

前10个月累计实现营业收入2084.74亿元，利税54.11亿元——

“5G+”赋能金川集团提质增效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赵 梅 通讯员 高嘉蔓

今年8月初，继2019年之后,金川集团
再次登上《财富》杂志世界500强排行榜,开
创了甘肃企业先河。

随着“5G+矿运卡车”远程遥控系统科
研项目实验获得成功，金川集团大力推
进“5G+”工业互联网创新应用，以矿山、选
矿、冶炼为重点培育实施了一批“5G”融合
应用项目，形成多个数字化赋能样板示范
工程。

目前，金川集团在30多个国家和地区
开展资源开发与合作，是我国镍钴生产基
地、铂族金属提炼中心和北方地区最大的铜
生产企业。金川集团以推进“新基建”战略
部署为统领，以“绿色化、信息化、智能化”三
化改造为抓手，打造“数字金川·智慧金川”，
强化“5G+”工业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
与传统产业融合发展，加快推进传统产业升
级改造，推动金川集团高质量发展。

矿石装运卸全程遥控

今年国庆期间，在金川集团二矿区井下
1000米运输大巷，32号矿运卡车迎面驶来，
令人称奇的是车上没有驾驶人员。

25吨矿运卡车一直是井下重要的生产
装备，运行几十年来已形成培训、操作、维护
的固定模式,而“5G”技术的应用彻底打破
了这一模式。目前金川集团实现了井下

“5G”信号覆盖，在千米井下拐弯、鸣号、刹
车等规定动作无人驾驶矿车均能自动完成，
实现了矿运卡车从装矿、运矿到卸矿全流程
远程遥控。

“矿井里风大、湿度大，矿车跑起来速度

快，以前开车，都患上了肩周炎等职业病，现
在中控室里环境好了，在大屏幕前操作，方
便多了。”金川集团二矿区运输工区驾驶员
张晓明说。

“这个项目建成后，将使二矿区成为国
内首个基于‘5G’通信网络实现井下25吨
矿运卡车远程遥控的试点矿山。”金川集
团二矿区副矿长孙越说，利用“5G”通信大
带宽、广链接、高速率、低延时的特点，可
在地表实现对井下矿运卡车远程遥控
操作。

目前，金川集团通过联合创新，打通
“5G+”关键技术链，形成了基于“5G”平台
下的矿山有轨运输电机车无人驾驶系统，实
现了5列14台电机车无人驾驶和智能调度，

提升了整个运输系统的运输效率和安全管
控水平。建成了矿山千米井下“5G”传输网
络系统，实现在地表对井下25吨矿运卡车
远程遥控操作，成为国内首个基于“5G”通
信网络技术实现井下矿运卡车远程遥控的
试点矿山。

智能化选矿安全高效

在金川集团选矿厂一选矿车间的
“5G+”场景应用智能样板间，破碎工赵军民
紧盯大屏幕，察看机器运行情况。

“现在我们三四个人，利用‘5G+’技术
可以完成15到17个人的工作量。”赵军民
说，以前三号和七号移动小车要专人值守，
粉尘大，岗位人员都得戴着面罩跟着卸矿小
车走，一走就是9个小时左右。而现在三号
岗位和七号岗位全都由自动化技术控制，看
着屏幕就可以直接操作，“一键启动”方便又
快捷。实现无人值守后，人员与机械不再直
接接触，不仅提高了安全系数，而且隔绝了粉
尘和噪声，从根源上防止了职业病的发生。

“如今真正实现了安全、智能、数字，
让我们有了新时代产业工人的自豪感。”
赵军民说，利用“5G+”智能识别系统，先
进的预判报警系统时刻监听检查设备关
键部位，如有异常报警，操作人员可及时
精准掌握设备运转情况，并快速作出应急
处理。

近年来，金川集团以智能化选矿为目
标，建成了“5G+”智能选矿示范工程，彻底
解决了传统生产组织管理弊端，实现全系统
作业一键启停、全程设备状态自动研判、远
距离VR场景实时动态观测、故障诊断预
判、智能化生产、无人化操控等全新技术应
用，劳动生产率大幅提升。

“为加快推动‘5G’网络建设，金川集团
相继制订下发了‘5G’网络基础设施三年专

项规划以及‘5G’建设及应用实施方案等，
并与三大网络运营商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金川集团将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关于推进

‘新基建’的战略部署，按照省政府‘全力
谋、不断挖、尽快落’的工作总要求，紧扣金
川生产经营工作实际，持续编制好‘十四
五’期间数字化转型工作方案，做好顶层设
计。”金川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王永前表
示，金川集团将聚焦人、财、物、产、供、销主
航道业务流程，加快“5G”、工业互联网、人
工智能等新技术与金川采选冶技术深度融
合应用，构筑产业数智新生态、培育融合发
展新模式，通过科技联合攻关，为加快“数
字甘肃”建设、培植壮大经济发展新动能作
出应有贡献。

数字化驱动业务增长

“船舶用超大超厚铜镍合金管，是目前
国际市场应用的口径最大、壁厚最厚的无缝
铜镍合金管材。产品加工难度大、附加值
高，此前国内无厂家可以生产。”金川集团精
密铜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艳风说，9月份，
他们以法国订单为契机，依托装备、技术、人
员等优势，成功产出第一批直径419mm、壁
厚9mm的白铜管材船舶用超大超厚铜镍合
金管，属国内首创，在满足国际市场需求的
同时，改变了国内产品只能依靠进口的
局面。

自2017年开始，金川集团精密铜材公
司与法国公司开展国际贸易，成功将金川
铜镍合金产品销往欧洲、北美、南美等船舶
及海洋工程公司，产品出口数量逐年增长，
金川质量稳定的产品得到终端用户的
认可。

今年以来，面对疫情防控的严峻形势，
金川集团审慎研判市场走势，灵活调整经营
策略，加强线上、电商销售模式建设，加大产
品出口力度，加快产成品变现，着力推动“转
危为机”，确保实现稳增长目标。

据了解，今年6月至9月，金川集团月
均利润4.32亿元，较前5个月累计利润平
均增幅56%，1月至10月份，金川集团累计
实现营业收入 2084.74 亿元，同比增加
148.76亿元。实现利税总额54.11亿元，其
中利润30.09亿元，利税总额完成年度预算
的74%。

“打好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
攻坚战和加强对传统优势产业实施绿色
化、信息化、智能化‘三化’改造是当务之
急。我们将通过‘5G+’工业互联网深度融
合实现数字化，为金川集团全面转型升级、
高质量发展和争创世界一流企业赋能、赋
值、赋智。”王永前说，下一步，金川集团将
以数字化驱动业务增长为抓手，加快企业
数字化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建设，深化推
进“上云用数赋智”工作，加快构建数字化
产业链、供应链，推动工业“三化”转型升
级，争做数字化转型、智能化升级的排头
兵，打好“信息化建设、数字化转型”攻
坚战。

半年前，位于河北秦皇岛经济
技术开发区的海湾安全技术有限公
司发现一款外购电源产品“病情”非
常严重，故障率一度达到58%。经
过企业“质量诊所”专家们迅速会诊
改造，该产品“病情”迅速好转，5月
份故障率降至14%，6月到10月故
障率均为零。

“原来平均三四个月才能解决
的问题，现在不到一个月就解决了，
设备数据充分表明我们的质量改善
方案是成功的。”近日，海湾安全技
术有限公司质量管理经理、质量诊
所所长赵玉川告诉记者，产品质量
是企业立足市场、持续发展的“生命
线”。为此，该企业建立了从公司、
车间到班组的三级“质量诊所”体
系，成为企业全面质量管理体系中
的重要一环。

作为国内主要的火灾探测报警
及消防整体解决方案供应商之一，
海湾公司现有员工3000余人，可年
生产约2500万只火灾探测报警器
及配套控制器等产品。从2010年
到2014年，经过几次完善，海湾公
司的“质量诊所”由最初的包括总经
理在内的几名公司高管组成的一个

“诊所”，发展到班组、车间、公司三
个不同级别的15个“诊所”，包含
1800名“质量大夫”，涵盖了原材料
采购、生产制造、销售服务等环节的
所有岗位。

“我们‘质量诊所’的成员，涉及
质量部、研发部、工程技术部、生产
部、技术服务部、供应链部等多个部
门，实现了质量问题的全覆盖。”赵
玉川介绍，在“质量诊所”，公司会利
用人和资源迅速找到质量问题的根源，并预防此类问题的再
次发生；通过各部门之间的沟通协作，解决质量方面的疑难
杂症。

从研发设计、制造工艺到客户应用，“质量诊所”使不同层
级的质量问题都能通过高效、规范的流程得以解决，这一机制
不但成为广大员工参与企业生产运营的重要途径，也使质量
问题的解决效率提升了两倍以上。“对于一般性的质量问题，
按照流程，平均21个工作日内必须处理完毕，有的小问题四
五天就能妥善解决。”海湾公司二级诊所所长李丽华说。

建立“质量诊所”以来的十年时间里，海湾公司客户退回
产品的不良率降低了97%，不良质量成本降低了87%，供应
商来料不良率降低了98%。

今年8月初，由海湾公司起草的河北省地方标准《质量诊
所管理规范》正式发布，该标准从申请、立项、编写、征求意见、
报批到正式发布共历时近2年时间，这也标志着海湾质量诊
所模式正式以规范标准形式在全省范围内全面推行，这一模
式适用于各种生产制造型及服务型企业。

近日，家用机器人企业科沃斯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发布
了今年前三季度的财报：实现营业收入41.42亿元，同比增长
20.25%。科沃斯不仅在扫地机器人领域维持龙头地位，在清
洁类智能化小家电领域亦是突飞猛进。今年三季度，科沃斯
和添可两大自有品牌业务收入较上年同期分别增长67.1%和
297.4%，推动三季度公司整体业务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
71.07%。

据中怡康监测数据，前三季度按零售销量计，在2000元
至3000元价格段，科沃斯扫地机器人地宝在国内线上市场占
比54%，国内线下市场占比77%；在3000元以上价格段，科
沃斯扫地机器人地宝在国内线上市场占比32%，国内线下市
场占比81%。此外，科沃斯空气净化机器人沁宝同样表现出
色。根据天猫生意参谋数据，今年“双11”预售首日开始仅两
个小时，沁宝即夺得空气净化器类目预售单品品类第一的佳
绩。科沃斯自有品牌的品牌化、高端化战略成果已开始显现。

另外，今年前三季度科沃斯旗下高端智能家电品牌添可
的销量开始暴增。根据公布的三季报显示，三季度添可营收
较上年同期增长高达297.4%。据中怡康监测数据显示，自3
月份上市至9月底，按零售额统计，添可智能洗地机芙万占国
内线上洗地机市场份额达到了66%以上。

科沃斯家用服务机器人首席技术官吴牟雄表示，在技术
方面，今年以来科沃斯扫地机器人地宝在业内率先采用直接
测量飞行时间导航传感器、3D结构光避障技术、人工智能与
视觉识别等先进技术。T8系列扫地机器人将智能型、定位导
航精准性及实时避障、防缠绕、防卡困效果的能力提升到了新
高度。而其针对“扫地机器人需要频繁倒垃圾”的特点，科沃
斯推出自动集尘座解决方案，提升了扫地机器人的实用性和
便捷性。

今年5月份，科沃斯还与美国iRobot公司签署业务合作
协议，互相授权平台相关技术和产品，旨在共同拓展提升扫地
机器人的市场空间，推出更加符合消费者需求的产品。通过
这次技术合作，未来扫地机器人的技术整合能力与整体市场
渗透率有望进一步提升。

科沃斯另一部分的研发方向是商用机器人。商用机器
人致力于通过自主研发的面向公共服务领域的“AI+服务机
器人”产品与技术，为垂直业务场景提供服务机器人产品与
解决方案。未来，基于科沃斯集团在清洁领域多年的技术
积累和市场洞察，科沃斯商用机器人还将在商用清洁领域
继续布局。

吴牟雄表示，未来科沃斯在保持国内家用服务机器人龙
头地位的同时，积极加码研发投入，构建以家用服务机器人、
高端智能家电、商用机器人为业务组成部分的“三驾马车”，其
有望成为新的公司业绩增长点。在短暂的战略调整期之后，
随着公司业务产品结构调整初见成效，两大自有品牌三季度
齐发力，公司将再踏上高增长轨道。

金川集团三矿区井下无人驾驶有轨矿运车操作间，工人正在远程操控。 （资料图片）

金川集团选矿“5G+”智能样板车间，自动化选矿能力大幅提升。 韦万国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