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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动 化 提 升 生 产 效 率

在深圳中凝科技有限公司展厅，工作人

员用高温火枪灼烧一块厚度不到 1 厘米的

“毛毡”，没有任何损坏，用手触摸其背面也感

受不到热度。

“这是公司自主研发的气凝胶绝热毡，具

有超低导热系数，厚度比同类产品薄 75%，能

在 650 摄氏度的温度下提供很好的保温效

果 。”中 凝 科 技 董 事 长 兼 总 经 理 王 天 赋 介

绍说。

以技术创新为发展主战略，中凝科技致

力于气凝胶材料生产制备技术研发及应用推

广，不断做大做强气凝胶产业链关键环节，以

品牌、技术和规模优势引领行业发展，被认定

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家专精特新“小巨

人”企业。

瞄准新赛道

气凝胶是通过溶胶凝胶法用一定的干

燥方式使气体取代凝胶中的液相而形成的

一种纳米级多孔固态材料，面世后历经 3 次

迭代，皆因生产成本居高不下，难以推向商

用市场。中凝科技为什么要选择这个几乎

没有经验可以借鉴、实现应用难度较高的领

域呢？

“气凝胶是一种性能比较全面的新型材

料，我们看好这个领域的前景。”王天赋说，

“气凝胶具有隔热保温、隔音降噪、高效吸附、

耐腐蚀、防火等特性。基于这些特性，其产品

可应用于航空航天、工业、建筑、纺织、储能等

多个领域，市场应用广泛。”

站在新赛道上，企业只有尽快实现突破，

才能在市场上占得先机。“持续的研发投入是

第一要务。我们每年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

10%以上。”王天赋说，基于行业两大技术路

径，中凝科技组建了常压干燥技术团队和超

临界技术团队。同时，瞄准产业化目标，组建

了产品开发团队。

针对气凝胶生产成本高导致难以走向市

场的行业难题，中凝科技通过开展技术创新，

攻克了气凝胶常压干燥技术和乙醇超临界制

备技术，从而具备了大规模、可持续、低成本

量产的能力。“只有产能提升，具备供货能力，

才能有效降低市场门槛。”王天赋说，如今，中

凝科技实现年产能 2.5 万立方米气凝胶毡、

1100 吨气凝胶粉体、2.5 万吨气凝胶涂料和

10 万立方米气凝胶复合不燃保温板，综合产

能在亚洲处于领先地位。

随着产能持续提升，中凝科技业务逐步

涵盖了工业、建筑、新能源、纺织服装、原材料

五大领域，与中国石化、中国铝业、中国建筑、

中储粮、国家能源集团、宁德时代等公司建立

了长期合作关系。

突破新工艺

“气凝胶产业得技术者得‘天下’，研发创

新是立身之本。”王天赋说，新材料产业的全

球竞跑必须依靠企业自身的基础和应用研发

综合实力。

材料制备工艺是气凝胶实现产业化的核

心技术。“气凝胶制备技术根据其干燥方法不

同，有超临界干燥制备方法和常压干燥制备

方法两条技术路线。”王天赋说，经过前期市

场调研，基于工艺先进程度、原材料国产化利

用率、设备投入成本以及技术侵权风险等综

合因素考量，公司最终选定了常压干燥这一

技术路线。

技术突破，并非易事。如何做到利用配

方设计、工艺流程设计、设备匹配设计让低成

本制备成为现实，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参考。

“常压干燥制备过程中，会涉及酸碱两个主要

流程，对设备和辅料的要求都很高，并且还

涉及一些易燃易爆、有腐蚀性的物质，如何

保障技术的安全性很重要。”中凝科技研发技

术总监彭战军说，“公司成立了科研小组进行

技术攻关，通过不断试验、验证，历时 2 年，终

于实现工艺匹配，并建立了第一条气凝胶生

产线。”

中凝科技自主研发的气凝胶毡正式投产

后，应用无氯、无醇常压干燥隧道式反应炉量

产技术，实现气凝胶毡连续化生产，生产效率

大幅提高。“制备过程中无任何含氯原料，减

少了设备腐蚀。同时，采用无醇洗交换工艺，

无甲醇、乙醇精馏，减少了危化品库存，降低

了安全风险。”彭战军说。

在研发团队努力下，中凝科技进一步攻

克了气凝胶易掉粉、易碎等普遍性难题，获得

丰富的产品结构和应用经验，实现气凝胶连

续化、规模化生产。目前，公司拥有 80 多项

国内外技术专利，形成完备的自主知识产权

体系，被认定为广东省气凝胶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

产品种类越来越多，中凝科技的发展模

式也在探索中不断创新。公司开发了绝热

节能云数据平台线，通过应用大数据、物联

网等新技术，实时动态呈现节能环保经济效

益，实现了热能传输领域的信息化和智能

化，推动公司从单一销售材料向节能服务商

转变。

拓展新应用

随着技术不断进步，中凝科技成功推出

气凝胶涂料、气凝胶板材、气凝胶超薄材料、

气凝胶纺织品等产品，并在湖北仙桃市、山西

阳泉市建立大型生产基地。“实验室里攻克技

术 难 题 ，只 是 从 0 到 1，我 们 加 紧 从 1 做 到

100，把产品应用到工业、建筑、新能源汽车、

纺织品等更多更丰富的场景中。”王天赋说。

在工业领域，气凝胶是作为“隐形者”身

份出现的。王天赋介绍，在工业、热力设备

和管道上，气凝胶作为新型保温材料，被包

裹在铝皮和外保护层之下；在建筑产品内保

温板中，气凝胶以绝热涂料的形式为住户带

来安全和舒适；在新能源领域，气凝胶可用

作动力电池电芯隔热片，为用户的安全保驾

护航。

“我们要把气凝胶变成看得见、摸得着，

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产品。”王天赋说，

“制备流程不断优化、工艺适应性增强、成本

大幅降低，为气凝胶产品从工业市场走向更

为广阔的民用市场开辟了道路。”

气凝胶低碳核酸采样舱便是中凝科技气

凝胶创新应用的一个案例。“相较常规采样

舱，采用气凝胶新型材料可实现高效节能，并

具有 A 级防火、可循环使用等特点。”中凝科

技气凝胶全品类市场部总经理孙阳介绍，目

前，气凝胶低碳核酸采样舱已在湖北、广东、

山西等地投入使用。

推动气凝胶在纺织行业应用，是中凝科

技拓展民用市场的重要领域。孙阳说，采用

气凝胶短丝纤维、气凝胶纱线制成的服装弥

补了传统保暖服饰在重量、柔韧性、耐久性

等方面的不足。通过特殊纺丝工艺，将气凝

胶短纤填充于羽绒服、冲锋衣、被子、枕头等

用品中，达到较好的保温效果。目前，公司

研发的气凝胶夹层、功能性聚酯纤维、纺织

品涂层等产品已应用于波司登、探路者等

品牌。

“今年，我们加强气凝胶下游终端产品开

发，着手在华东、华北等全国五大核心区域，

布局建设新兴建材的民用产品生产工厂，以

实现更高效的物流周转能力。”中凝科技渠道

发展部总经理朱富强说，公司正在加速全国

布局和多行业拓展，带动相关新材料产业链

发展。

“发展成为气凝胶综合服务商，为各领域

工业级产品、终端产品提供更多服务。”中凝

科技在为实现这个愿景而努力。

深圳中凝科技公司专注气凝胶技术研发与应用——

让 新 材 料 走 入 你 我 生 活
本报记者 杨阳腾

近日，中煤能源、平煤股份、

陕西煤业、晋控煤业等多家上市

煤企披露上半年业绩预告，延续

了 2021 年业绩高增长态势。良

好的业绩表现让煤企转型更有动

力，纷纷加大智能化建设投资力

度，为穿越周期和能源保供打下

牢固基础。

煤 企 加 快 推 进 煤 矿 智 能 化

建 设 ，对 提 升 煤 炭 安 全 保 障 水

平、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通过机械化换人、自动

化减人、智能化无人，可避免矿

工直接面对灾害事故风险，减少

人员误操作，大幅消除安全生产

隐患，从根本上遏制重特大事故

发生。同时，智能化建设可提升

煤矿柔性生产能力，根据市场供

需形势灵活释放生产能力，增强

供给质量、供给弹性以及企业经

营主动性。

为推动煤企智能化建设，国

家能源局联合国家发展改革委、

应急管理部、国家矿山安监局等

部门印发了《关于加快煤矿智能

化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到 2025

年，大型煤矿和灾害严重煤矿基

本实现智能化；到 2035 年，各类

煤矿基本实现智能化。

面 对 系 列 政 策 支 持 和 煤 炭

行业高景气度延续，煤企智能化

建设动力十足。据初步统计，全

国有近 400 座煤矿正在开展智能

化建设，总投资规模超过 1000 亿

元，已完成约 470 亿元，建成智能

化 采 掘 工 作 面 687 个 ，“ 少 人 巡

视，无人操作”智能采煤工作面

迈 向 常 态 化 应 用 ，在 煤 炭 安 全 增 产 增 供 中 发 挥 了 重 要

作用。

从具体实践看，煤企智能化建设取得了积极成效，但依

然存在一些问题。煤岩识别、高可靠智能传感器、支护自动

化等关键核心技术仍需突破；重大装备研发生产能力有待

进一步提高，矿山装备原始创新能力不足，特别是露天采矿

使用的大型装备不少依赖进口；标准、规范建设仍需推进，

智能化设备接口不够统一；智能化建设人才亟待引进和培

养，人才培养机制缺少系统性、完整性和持续性。

煤企应充分认识到智能化建设仍处于初级阶段的现

实，全力推进智能化建设走深走实。煤企可以联合科研院

所、IT 企业等共同搭建科技创新平台，紧抓关键核心技术

攻关，探索拓展智能化建设应用场景，构建智能感知、智能

决策、自动执行的煤矿智能化体系，并通过校企联合加强智

能化人才培养。

煤企智能化转型需加把劲

王轶辰

重庆兴农融资担保集团不断完善市场化经营机制——

改 革 激 发 内 生 活 力
本报记者 吴陆牧

近日，在重庆市国资委开展的国有企业创建

管理提升标杆活动中，重庆兴农融资担保集团被

评为“重庆市标杆企业”。“能从众多优秀企业中脱

颖而出，得益于公司加大国企改革力度，不断完善

市场化经营机制，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庆

兴农融资担保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刘壮涛说。

重庆兴农融资担保集团是重庆市属国有重点

企业，也是全国首家主营农村产权抵押融资的担

保机构。公司深入实施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推进

业务、管理、科技、人才、文化改革，在完善中国特

色现代企业制度、健全市场化机制、优化人力资源

等改革关键领域取得实质性突破，推动公司步入

高质量发展的快车道。

完善治理机制是重庆兴农融资担保集团改革

发展的重要着力点。“过去，决策流程长曾一度困

扰企业发展。究其原因，在于各治理主体权责不

清，决策程序不规范。”刘壮涛告诉记者，为补齐治

理中的短板，公司把党的领导全面融入公司治理

各个环节，不断健全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推进公司

治理体系现代化。

在管理制度和决策机制上重点突破。重庆兴

农融资担保集团把党建工作要求写入公司章程，

建立起党委会、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经营层工

作规则等 150 项基本制度，形成了制度“立改废

释”常态化工作机制，定期开展制度清理与优化完

善。此外，为厘清各治理主体间的权责关系，公司

系统梳理制定“四会一层”决策事项清单，涵盖战

略管理、内部控制、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等 8

个板块、69 个事项，权责法定、权责透明、协调运

转、有效制衡的决策流程机制基本形成。

激励机制是提升企业活力和效率的动力源

泉。“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人

才是关键。”重庆兴农融资担保集团党委副书记、

总经理谭大辉说，锚定“管理人员能上能下、员工

能进能出、收入能增能减”目标，公司推广经理层

成员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推进市场化用工，开展

全员岗位胜任力模型评估，建立了与效益紧密挂

钩的绩效评价体系，形成了重实绩、重贡献的分配

激励机制。

为改革者“撑腰”，为干事者“兜底”。去年 12

月，重庆兴农融资担保集团出台了《干部员工履职

尽责容错免责清单》，明确了改革创新、科技研发、

监督管理等 7 个方面、22 个容错免责事项。清单

出台后，消除了员工畏难不前、怕错避责的消极情

绪，激发了大家担当作为的热情。如今，“让优者

优先，有为者有位，谁能干就让谁干”的理念成为

共识，一大批优秀职工脱颖而出，成为公司高质量

发展的中坚力量。

改革出活力，改革出效益。一组数据印证了

集团改革成效：截至 2021 年末，集团累计实现营

业收入 75.73 亿元，累计实现净利润 20.19 亿元，总

资产达到 105.6 亿元。今年一季度，集团实现营业

收入 3.12 亿元、净利润 7720 万元。

“我们还要蹄疾步稳深化改革，开创持续稳健

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刘壮涛说，当前，公司正围绕

多元化综合金融服务不断发力。

位于江苏省南通市如东经济开发区的南通恒尚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专注于高性能材料研

发和生产，拥有纺纱车间、包覆车间、纺织车间等 4 个车间，生产过程实现全自动化，生产效率

不断提高。图为恒尚新材料公司包覆车间工人在生产线上工作。 许丛军摄（中经视觉）

中凝科技公司技术人员正在进行气凝胶产品试验。 文阳洋摄（中经视觉）

中凝科

技公司山西

工厂。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