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进位于深圳市龙岗区的兆驰创新产业园，大货车

正排长队忙着装运产品；生产车间内，工人们正热火朝

天地进行智能电视机和各种显示器的生产。“虽然疫情

影响了全球经济活动，但我们依然能实现 24 小时装货，

高峰时每天产值达 1000 多万美元。”深圳市兆驰股份有

限公司 TV 事业部总经理何胜斌说。

面对复杂的外贸形势，兆驰股份凭借智能制造、精

细化管理和技术创新等提升企业竞争力，业绩逆势上

扬，2021 年前三季度，兆驰股份实现营业收入 181.83 亿

元，同比增长 29.69%；实现净利润 15.77 亿元，同比增

长 41.83%。

稳扎稳打拓展业务领域

兆驰股份于 2005 年成立，主要从事智慧

显示、智能家庭组网及 LED 全产业链设计、研

发、生产和销售，从业人员 1 万余人，旗下有 30

多家分公司、子公司。2010 年，兆驰股份登陆深

交所中小板，连续多年进入中国电子信息百强、中

国对外贸易百强、中国民营制造业 500 强。

“兆驰股份所涉足的产业一直处于红海当中，从事

红海行业不会犯方向性的错误。”这是创始人、兆驰股份

董事长顾伟一贯坚持的理念。以这个理念为出发点，兆

驰股份不断拓展自己的业务领域。兆驰股份创业时做

DVD，随后业务延伸到了机顶盒，2009 年机顶盒销量全

球第一。考虑到客户群体共性，视听内容都需要在电视

上 播 放 ，兆 驰 股 份 开 始 电 视 研 发 制 造 ，2020 年 做 到

ODM 电视领域的全球第二。电视里面有背光，企业就

把背光业务的部门单独拆出来深耕背光灯条制造。灯

条里面有 LED 封装，企业随后又专注 LED 封装领域，如

今已拥有超过 3000 条生产线，业务规模行业领先。目

前兆驰股份已从封装向上游芯片和下游照明应用领域

延伸，形成了 LED 全产业链，其中 LED 芯片拥有全球最

大单一主体厂房，产能排名全球第二。

从发展轨迹不难看出，兆驰股份的产品一脉相承，

逐步形成了产业链群，为企业整体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

础。从传统 DVD 起步，兆驰股份为何能在激烈的市场

竞争中一步步成长为行业领军企业？兆驰股份总裁欧

军给出的答案是：专注。“只有专注，企业才能做强。”何

胜斌说，兆驰股份在 16 年发展中，扎根制造业，踏实走

好每一步，发展成为拥有智慧显示、智慧家庭组网以及

LED 全产业链三大业务板块的综合型制造企业。

务实创新占得市场先机

创新是企业发展的动力源泉。“创新不是喊口号，行

业进步需要持续突破技术关卡，这个过程需要耗费大量

时间精力。只有当技术储备到一定程度时，才能拥有厚

积薄发的动力。”何胜斌表示，得益于坚持创新驱动的发

展 理 念 ，兆 驰 股 份 在 数 次 业 务 板 块 拓 展 中 占 得 市 场

先机。

何胜斌与记者分享了他 2011 年参与公司直下式电

视技术攻关的经历。“那时候，全球 95%的电视采用的是

侧光式技术，该项技术零部件需求多、工艺复杂、成本也

高。而鲜为人知的直下式技术，与侧光式相比优势明

显，成本更低、光学效果更好。”何胜斌回忆，兆驰股份管

理层判断，这项技术一定能引领未来电视行业的发展。

但当时，这项技术的知识产权在日本一家品牌电器公司

手中。为把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公司迅速组织研

发团队进行技术攻关。

创新的道路不会一帆风顺。“直下式技术的主要难

点在于背光和整体设计。当时，中国在这方面的设备和

专用软件都不齐全，我们需要去学习原理，进行分析和

设计。”何胜斌说。兆驰股份的研发团队搜集了大量光

学方面的专业前沿知识，先后进行了上万次实验与理论

计算，历经半年多时间，研发团队终于突破技术难关，研

制出了第一台拥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直下式电视机。

“兆驰股份坚持务实的创新理

念，创新成果要能够产业落地。”兆驰股

份研发总监张海波说，进行直下式技术研发

时，团队曾面临诸多的技术问题，譬如出光的均匀

性问题，兆驰股份向外部做了很多咨询，他们的方法虽

然能够解决问题，但成本非常高，不适合产业化。“通过

技术交流和实践，公司探索出了一种简单可靠的办法，

采取整体设计理念，跟踪光路，使光在行进路线中调节

光的亮暗程度。这一方式既不影响生产，成本也很低，

使产品产业化得以顺利实现。”

“如今，我们可以自豪地说，在全球的直下式电视机

中，兆驰股份的核心专利占有很大比重，而直下式电视

机全球成功推广，兆驰股份功不可没。”张海波表示，目

前国外和国内知名品牌的电视厂商主打产品都用的是

直下式电视技术，可以说，这次创新给整个电视行业带

来的变化是颠覆性的。

张海波认为，技术总是靠别人的企业无法长久。兆驰

股份每年投入大量资金用于研发，2020 年度研发投入达

6.59亿元，同比增加 19.56%；2021年上半年度研发费用达

3.14 亿元，同比增加 122.00%。截至 2020 年底累计发表代

表性论文 12篇，申请专利 441项，荣获工业设计奖项 2项，

并参与制定了两项国际标准和两项国家及行业标准。

与时俱进推动精细化管理

管理是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一环。“在企业

现代化发展道路上，一定要做到与时俱进。中国企业要

快速向前并形成强大生命力，一定要学习和总结他人经

验，开展精细化管理。”欧军说，“精细化管理就是要有流

程再造和优化的能力。”兆驰股份的精细化管理体现在

业务链条的方方面面。公司尤其重视信息化能力的打

造，引进并量身打造了一套基于自身架构特点的管理系

统，该系统不但能记录业务流程，还能对研发绩效、生产

过程、品质管控、供应链管控、资金使用等日常活动进行

科学考评。“使用了管理系统后，从客户何时接单、产品

何时生产、有什么技术问题、做哪些实验、客户侧重点在

哪里，到最终产品出货，我们都能清清楚楚地看到。一

套系统打通完整链条，进行闭环控制，这就形成了我们

独特的竞争力。”欧军说。

人才是发展的第一资源，兆驰股份

采用的是 IBM 的人才管理理念。据介绍，兆

驰股份将纵向管理和横向管理交叉结合，形成了

一套矩阵式管理系统。纵向层面，兆驰股份形成“老中

青”梯队式人才结构，由专家型人才领头。当有技术难

点需要突破时，组建专门技术小组进行技术攻关。横向

层面，技术研发和客户需求、成本控制、生产制造紧密联

系在一起。企业专门设置了一条由资深产品经理负责

的横向管理线，项目运行过程中产品经理负责与营销客

户、公司各运营部门及供应商沟通，以满足客户要求，加

快产品迭代效率。

留住优秀人才，激励是关键一环。“我们通过一系

列现代化的研发激励和管理，调动研发人员积极性，激

发大家的创新动力。将所有研发人员与产品销售挂

钩，研发成果销售越多，收入就越高，并且优先提拔。”

欧军说。

“接下来兆驰股份将持续优化产品结构，聚焦布局

高端产品、持续深化垂直产业链的深度整合，深耕制造

业跑出‘加速度’。”欧军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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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提速

最近，全球汽车行业发生了三件事，颇受关注。

第一件事：特斯拉市值破万亿美元。25 日，特斯拉

股价盘中创出 1045.02 美元的新高，收盘总市值达到

1.03 万亿美元，超过包括大众、通用、福特、本田等在内

11 家传统汽车巨头市值总和。这也是美股首家市值破

万亿美元的汽车企业，以至于特斯拉 CEO 马斯克发推

特惊呼：“疯狂的万亿时刻！”

第 二 件 事 ：宁 德 时 代 和 比 亚 迪 市 值 同 一 天 创 新

高。宁德时代是靠做消费电子产品电池起家，后来进

军动力电池领域，短短几年动力电池装机量就跃居世

界第一。其电池不仅搭载在国内主流汽车企业 3000

多款车型上，全球主要跨国汽车公司也将其视为长期

合作伙伴。目前宁德时代市值已达 1.43 万亿元。而比

亚迪作为集新能源整车、电池和半导体研发与制造于

一身的企业，市值也高达 9200 亿元，在向万亿元大关

加速挺进。

第 三 件 事 ：特 斯 拉 CEO 马 斯 克 应 大 众 汽 车 集 团

CEO 迪斯的邀请，通过视频电话向约 200 名大众汽车高

管“授课”。当时大众的高管们在奥地利阿尔卑巴赫举

行一次高层会议，马斯克在视频中回答了大众高管们的

提问，进行了业务交流。大众是 2020 年全球汽车销量

冠军，迪斯希望通过此举，激励大众汽车高层，以加快公

司向电动化方向转型。

虽然这三件事涉及四家不同企业，但细究其缘由，

都有一个共同的背景，就是全球减碳行动下的汽车产业

变革。如果说，早些年人们对新能源汽车，特别是以纯

电为主的技术路线战略还有迟疑，那么现在则已达成共

识。无论是造车新势力，还是传统燃油车巨头，都在这

条坡长雪厚的新赛道上加速奔跑。

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作为全球三大主赛场，中欧

美新能源汽车销量快速攀升。今年前三季度，中国新能

源汽车销量达到了 215.7 万辆，全年有望突破 300 万辆；

欧洲新能源汽车销量达到了 158.9 万辆，全年将突破 200

万辆；美国新能源汽车销量达到 42.4 万辆，全年也有望

超过 60 万辆。按照当前的运行态势，今年全球新能源

汽车销量有望突破 600 万辆。

比销量更令人振奋的是，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的

大幅提高。数据显示，9 月份挪威新能源汽车渗透率突

破 90%，瑞典超过 50%，法国突破 20%，德国接近 30%，中

国为 17.3%，均创下各国渗透率新高。一项新技术或者

一个新兴产业，在渗透率达到 10%之前被称为导入期，

发展相当缓慢；而一旦越过 10%这一阈值，发展速度则

加快，进入成长期。显然，目前中欧新能源汽车产业已

经步入高速增长新阶段。

在不少人心中有一种错误观点，以为发展新能源汽

车就是动力电动化，而以煤电为主的电力并不是什么新

能源。事实上，此轮产业变革中，与动力电动化并行的，

还有系统智能化和能源低碳化，也就是电动化革命、新

能源革命和人工智能革命。很多人之所以看不懂特斯

拉的高估值，主要是没有从更深层次和更宽视野穿透其

中的逻辑。

正如苹果颠覆了手机产业，特斯拉用创新理念，通

过新的电子电气架构，用软件和智能重新定义了汽车，

打造出了现象级的智能电动产品，不仅加速了整个汽车

产业变革，而且给很多产业也带来了新气象。纵向看，

从产品研发、整车制造到直销和售后服务，实现了垂直

整合；横向看，从进军保险业、光伏到智能机器人，以汽

车为支点，打开了汽车产业发展的新空间。因此，今天

的特斯拉不只是汽车公司，而是一家不断创新和跨界，

引领变革的科技公司。

随着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突飞猛进，智

能电动车正成为当前创新科技的母生态。可以说，特斯

拉、宁德时代、比亚迪就像小荷，在这个母生态下才露

“尖尖角”。面对百年一遇的技术和产业变革，当前我国

传统汽车企业都在加速向科技公司转型。转型是挑战，

更是机遇；变革是压力，更是

动力。要想在此轮转型和变革

中赢得竞争新优势，迈向星辰

大海，唯有加快创新。

海南澳斯卡国际粮油公司打造现代化智慧工厂

—
—

油脂生产走上数字化新路

本报记者

潘世鹏

一瓶油，是用传统的木器压榨，还是用现

代的机器压榨？在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洋

浦保税港区内，有一家现代化粮油工厂让记者

耳目一新。

这个工厂有高大的储粮筒仓，却不见大烟

囱；有大量的成套设备，却鲜见人来人往，这里

就是海南澳斯卡国际粮油有限公司。公司凭

借人工智能和数字化，在国内油脂生产领域走

出了一条新路。

海南是我国热带农业的主要生产基地，但

长期以来一直没有一家规模粮油企业，粮油市

场很大程度依赖岛外供应。去年 6 月 1 日《海南

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发布后，作为海南自

贸港“样板间”的洋浦保税港区拥有了广阔的市

场前景和巨大的发展空间。澳斯卡国际粮油公

司敏锐地看到发展良机，果断在此投资建设。

海南澳斯卡国际粮油有限公司占地 208

亩，建设内容包括可储粮 10 万吨的 8 个原粮筒

仓，菜籽、大豆加工生产线，油脂精炼、山茶油

等生产线，加上附属设施，总投资达 35 亿元人

民币，是海南年加工能力超百万吨的粮油企

业，投产后年产值约 50 亿元人民币，进出口贸

易额约 6 亿美元，利税约 5 亿元人民币。谈起公

司的建设，澳斯卡国际粮油公司董事长张慧

说，“洋浦的发展速度在公司得到了很好的印

证。去年我们来到这片厂区时，这里还是一片

杂树林，仅用了 6 个月时间就建成了办公楼和

包装车间。以后海南洋浦也能生产好粮油了”。

一瓶油，从原料到出厂需要几道工序？需

要多少人完成？在澳斯卡国际粮油公司，这一

切只需要智能控制系统就能轻轻松松完成。

张慧说，“公司最大的特色就是数字智能化”。

公司通过数字化程序设置，原料从筒仓经

输送设备进入预处理和浸出车间，生产出压榨

油和浸出油，进入精炼厂车间经脱胶、脱色、过

滤、脱臭等工艺生产出成品油、包装油。在包

装油车间，吹瓶、贴标、抓箱甚至胶带封装都是

机器完成，整个流程没有工人参与，确保了高效和产品质量稳定。在公司智

能控制中心大幅显示屏上，生产各流程图一目了然，技术人员只用轻点鼠标

就能实时掌握各个工序的基本情况。

一个同等规模的粮油企业，如果仍采用陈旧作业方式至少需要三四百

人，引用智能化方式后，公司车间、行政后勤、销售等岗位加在一起才需要一

百多人，用工效率大大提高。

一切业务数据化，一切数据业务化。通过公司的物联网平台，生产、储

运、销售、物流、财务等板块都实现了互联互通，降低了企业的生产、管理成

本，还能适时根据设定提供分析数据，为公司决策管理提供依据。同时，公

司运用企业云、大数据、物联网等，能够将异地各工厂的生产经营情况随时

反馈给授权的管理者。

7 月 20 日，随着筒仓里的大豆进入预处理车间，标志着澳斯卡国际粮油

加工厂主生产线开始试生产，当天下午成品油就陆续下线。这是《海南自由

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发布以来，洋浦保税港区内第一个建成试生产的生产

性项目。试生产以来，公司基本上保持着满负荷生产的状态，每天可生产成

品油、粕等产品 3000 吨，大豆油基本在岛内就销售一空，菜籽油有三分之二

出岛销售，订单已排到 2022 年春节后。

“海南澳斯卡把传统的食品加工企业建设成了现代化的数字工厂、智慧

工厂。”张慧说。借助于智能管理应用系统，一个综合了大资金、大物流、大

生产的国际领先粮油供应链企业正从海南洋浦启航。

兆驰股份聚焦产业链延伸——

聚 力 智 能 制 造 跑 出聚 力 智 能 制 造 跑 出““ 加 速 度加 速 度 ””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杨阳腾杨阳腾

海南澳斯卡国际粮油有限公司智能控制中心海南澳斯卡国际粮油有限公司智能控制中心。。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潘世鹏潘世鹏摄摄

本版编辑 辛自强 张苇杭 美 编 高 妍

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安全实验室内，

研发人员正在进行电视开关机测试。

邹羽涵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