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 9 月 16日 星期五10 企 业

位于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的金风科技智慧园区位于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的金风科技智慧园区。。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加快推动国产操作系统“上车”

车用操作系统不仅是车辆设计的基础，也是汽车智能化的关键。加快

国产操作系统“上车”，关键在于开放的应用生态建设。当前，全球车用

操作系统发展还不成熟，通过 3 年至 5 年的努力，我们完全有可能打造一

个自主可控、开源开放的操作系统，形成我国引领未来汽车产业发展的新

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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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鼎星水泥创新绿色供应链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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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碳节能变废为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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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能源+”到“+新能源”——

金 风 科 技 站 上 风 口
本报记者 杨学聪

科 技 创 新 提 质 增 效

在刚刚结束的 2022 年中国国际服务贸

易交易会上，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又一创新成果亮相。

“风匠系统是公司历时 8 年打造的拥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风电场精益投资服务平

台，可实现风资源评估更加精准高效。第

四代产品应用场景从风电场选址拓展至光

伏领域，适用于风光大基地和多能互补等

能源项目场景。”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总裁曹志刚介绍。

近年来，金风科技以创新驱动发展，积

极开展场景化风电整体解决方案，坚定走

高质量和规模化发展之路，从“以我为主”

的“新能源+”，逐步转向一专多能的“+新

能源”。2021 年，金风科技实现营业收入

505.71 亿元；国内新增装机容量达 11.38 吉

瓦，全球新增装机 12.04 吉瓦；市场占有率

连续 11年保持国内第一位、连续 7年位列全

球前三位。

专精于风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碳达峰的关键

期、窗口期，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

力系统，给风电行业带来发展新机遇。作

为风电行业的龙头企业，金风科技充分发

挥企业技术创新主体作用，不断加快自主

创新步伐。

现代风力发电机组的设计由仿真驱

动，整机多学科耦合仿真是贯穿机组全生

命周期的核心技术，也是风电技术持续进

步的关键所在。瞄准整机仿真技术，金风

科技从零开始，自主研发了整机仿真软件，

并针对叶片模型、传动链模型、整机稳定性

模型等进行专项优化，可有效支撑大叶轮、

长柔叶片、高塔架风电机组的仿真设计。

“金风科技智能风电机组以自主知识

产权的仿真设计为基础，为客户设计、交付

可靠性更高、成本更优的风电装备，并降低

规模化风电投资风险。”曹志刚说。

在整机仿真软件开发基础上，围绕市

场多元化核心需求，金风科技加快产品技

术变革，丰富智能风机系列产品，持续推进

风电机组的研发和产业化工作，使产品能

覆盖更广泛的应用场景，为不同用户提供

量身定制的解决方案。公司中速永磁系列

产品在多个风电项目实现快速交付，首批

商业项目已陆续进入并网运行阶段。

经过充分论证和技术积累，金风科技

于 2021 年推出全新一代中速永磁智能风

机，包括陆上风机系列产品以及海上风机

系列产品，具有高可靠性、高收益率、高发

电性能。

“对企业来说，要不断去探寻边界，不

断去探寻极限，而这些探寻也正是我们的

创 新 原 动 力 。”曹 志 刚 说 ，金 风 科 技 拥 有

3000 多名研发和技术人员，正在通过技术

创新塑造企业差异化竞争力。截至今年二

季度末，公司拥有国内外专利近 6000 项。

业内预计，2025 年我国海上风电行业

年均复合增速会达到 44%，是发展最快的

新能源细分赛道。与此同时，风电装备加

快向“大型化”“深海化”发展，对风电安装

的海上施工作业能力和装备水平提出了更

高要求。

在设计开发海上风电机组的同时，金

风科技致力于推动海上风电降本增效和平

价开发。8 月 18 日，金风海洋工程有限公

司 1600 吨风电安装平台在江苏南通开工。

该项目通过采用“运输+储存+起重”一体

化模式，优化海上风电项目施工方式，大幅

提 升 风 机 部 件 吊 装 效 率 ，降 低 工 程 建 设

成本。

面向存量市场挖潜，也是金风科技创

新发展的一个方向。许多老旧风电场处于

风资源丰富地区，但风电机组容量系数、年

利用小时数均偏低。对此，金风科技通过

全面检测和评估，提供系统、专业、可靠的

个性化提质增效解决方案，辅助发电企业

通过存量电场的增功提效和老旧风电场延

寿技改，实现设备性能提升、资产性能优化

的目标，帮助老旧风电场“风尽其用、地尽

其利、机尽其能”。

不止于风

从北京南四环东路驶出，远远就能望

见凉水河与新凤河交汇处的一座硕大风

车，风车上“亦庄金风能源互联网示范工

程”的蓝色大字格外醒目。风车叶片随风

而转，2.5 兆瓦的风力发电机为它脚下的园

区提供源源不断的清洁能源，满足日常办

公、照明所需。

“智能微网通过风光互补发电，保证稳

定的电能供应，既可以与外部电网并网运

行，也可以独立运行。”在金风科技智慧园

区内的办公室，曹志刚指着窗外的风车告

诉记者。

这个巧妙地把风机、光伏、储能结合在

一起的智能微网，源于金风科技让自己的

园区用上绿电的想法。“我们当时想，如果

发的电用不完，可以储存起来，需要时再释

放出来。先把自己变成绿色企业，再帮助

别人改变。”曹志刚说，智慧园区通过部署

4.8 兆瓦分散式风电、1.3 兆瓦分布式光伏和

钒液流、锂电池、超级电容等多种形式储

能，实现清洁能源的就地生产与消纳。

在建设智慧园区的过程中，金风科技

采用定制化“零碳能源供应+能效提升+能

源管理”解决方案，通过因地制宜建设分布

式光伏，结合储能配置定制化智能微网，实

现园区绿电自发自用；运用自主研发的能

源聚合平台，量身定制最优经济运行策略，

进一步节约园区用电成本；配合智慧能碳

平台实现不同层级能源运行管理，有效降

低碳排放，推进园区建设。

智慧园区源于金风科技开展的一系列

零碳实践。“公司的目标是联合上下游企业

共同打造产业链可持续发展生态圈，推动

供应链向零碳转型，提升整个新能源行业

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到 2025 年，主要供应商

生产金风产品的绿电使用比例为 100%；到

2040 年 ，金 风 产 品 回 收 利 用 比 例 达 到

100%。”曹志刚说。

“以前我们吃风电这碗饭，提供风电全

生命周期的产品解决方案与服务，这是‘风

电+’‘新能源+’。以后可能会变成‘+新能

源 ’，以 客 户 为 主 体 ，扮 演 提 供 服 务 的 角

色。”曹志刚说。

角色的转换会带来哪些改变？“挑战在

于姿态，不在于形式。有的业务以我们为

核心，要承担更大的责任；有的业务变成服

务型，要按照别人的需求做好工作。”曹志

刚说，“我们的愿景是成为全球可信赖的清

洁能源战略合作伙伴，并一直为此努力。”

目前，金风科技在欧洲等重点目标市

场取得多项突破，并积极布局非洲、南美、

亚洲等新兴市场，实现资本、市场、技术、人

才、管理国际化，业务覆盖 32 个国家。今

年，公司将继续以科技创新实现产品引领，

不断拓展全球市场，推出质量更可靠、性能

更优的产品和解决方案，提升多元化盈利

能力。

厂区里货车来来往往，将运输来

的矿石生料卸入全封闭的储料仓库，

仓库另一头的机械输送带将这些生料

送至生产车间产出水泥熟料，再由环

保发电设备将高温作业时产生的热量

收集转化成电能，用于再生产⋯⋯河

北鼎星水泥有限公司厂区的整个生产

过程没有扬尘，不产生工业废料。

昔日“灰头土脸”的污染大户，是

如何实现生产与环保兼顾的？鼎星水

泥总经理刘树伟给出了答案：绿色供

应链管理。

什么是绿色供应链管理？“简单

说，它是一种创新型环境管理方式，通

过绿色供应商管理、绿色采购等引导

企业参与绿色发展。它可以帮助企业

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降低生产成本。”

刘树伟说，实行绿色供应链管理后，鼎

星水泥每年无害化消纳矿渣、粉煤灰

及炉渣等各类废渣、废料 100 余万吨，

降低原材料成本 10%左右，氮氧化物

排放也由 2018 年的每立方米 260 毫

克，降至 2022 年的每立方米 35 毫克。

“以前，运料的货车没有苫盖，走

一路撒一路，卸车时斗一翻，漫天扬

尘。现在，绿色运输已经成为企业的

统一标准，货车在运输途中保证原料

不遗撒；卸料时采用机械化输送，最大

程度避免了扬尘污染。”鼎星水泥生料

车间主任樊胜奇告诉记者。

记者在厂区的角落看到，一边堆

放着矿山治理后遗留的废石渣，另一

边则是电厂废弃的粉煤灰。这些废

料 ，现 在 都 是 生 产 水 泥 熟 料 的“ 宝

贝”。作为生产水泥熟料的必要原材

料，钙、硅、铝、铁等矿物成分主要从石灰石、煤炭、铝矾土、铁矿石

等矿石材料中获取。过去，水泥企业通常选择直接购买原矿用于

生产。从 2017 年开始，鼎星水泥改革供应链、革新生产技术，将矿

山治理后的废石渣、电厂遗弃的粉煤渣、建筑工程遗弃的废渣等经

过提纯，取代原矿作为生产原料，实现变废为宝。

“公司每年消耗的废料，不仅减轻了上游供应链企业废石渣、

粉煤灰的填埋处置压力，减少对土壤和地下水的污染，还降低了资

源损耗，保护了生态环境。”刘树伟说。

除了原料供应和运输方式革新，保证生产过程的节能环保同

样是鼎星水泥打造绿色供应链的重要一环。2011 年，鼎星水泥投

资 4000 余万元，修建了 7.5 兆瓦纯低温余热发电项目，把高温作业

时产生的热量收集起来，通过汽轮发电机将高温气体转化成电能

用于生产。“工厂将余热转化为电能，为企业提供了近一半的日常

生产用电。”刘树伟说。

除了节省电力，鼎星水泥还在降低碳排放上下功夫。“2018

年，我们的氮氧化物排放量是每立方米 260 毫克，4 年后，我们将排

放量降低到原来的六分之一。”鼎星水泥生产经理胡世国说，公司

于 2019 年投资 1000 万元，引进先进的技术工艺，将氮氧化物排放

控制在每立方米 100 毫克以内。今年再投资 2000 余万元，引进深

度治理项目，投产后氮氧化物排放可降至每立方米 35 毫克以内。

鼎星水泥还将“绿色”触角延伸至社会服务方面。市政管道中一

般会沉淀出大量水分大、细菌多的污泥，如何处理这些污泥是个难

题。2018年，鼎星水泥引进水泥窑协同处置污泥系统，处理后污泥的

可燃部分与不可燃部分可用于生产水泥生料及熟料。“这套系统每年

可消耗3万多吨污泥，减轻了城市污水处理压力。”刘树伟说。

据介绍，鼎星水泥已进入工信部公布的 2021 年度绿色供应链

管理企业名单。“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完善绿色供应链管理，助推企

业高质量发展。”刘树伟说。

位于江西省吉水县工业园区的江西景旺精密电路有限公司，今年 1 月份至 8 月份，实现产值 21 亿元，同比增

长 11%。近年来，该公司加大科技创新、设备升级改造力度，推动企业提质增效，实现高质量发展，共获得国家发

明专利 95 项、国家实用新型专利 72 项。图为公司员工在自动化生产线上忙碌。 廖 敏摄（中经视觉）

“在功能产品向智能产品转换过程中，

如果没有操作系统，芯片再强，汽车做得再

好，都是在沙滩上起高楼。如果‘缺芯少

魂’问题不解决，我们走不快，也走不远。”

在第四届全球新能源与智能汽车供应链创

新大会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苗

圩的发言一度刷屏。

随着新能源整车的电子电气架构由分

布式向集中式发展，汽车软件也从过去以

嵌入式软件开发为主，向全栈式软件开发

演进。作为连接和统一管理硬件、软件及

用户的核心枢纽，车用操作系统被称为智

能电动汽车的灵魂，重要性越发凸显。

按照 《车用操作系统标准体系》 划

分，汽车操作系统分为两类，分别是车控

操作系统和车载操作系统。车控操作系统

主要面向经典车辆控制领域，包括安全车

控操作系统和智能驾驶操作系统；车载操

作 系 统 主 要 面 向 信 息 娱 乐 和 智 能 座 舱

领域。

车用操作系统涉及产业安全。用户

信息、地理位置等关键信息数据可以通过

后门植入等手段轻易获取。如果我国不能

实现车用操作系统的自主可控，将会面临

极大的数据安全、网络安全、个人信息安全

隐患，甚至威胁国家安全。而且，国产车用

操 作 系 统 缺 失 会 导 致 汽 车 产 业 被“ 卡 脖

子”，存在供应链断供、产业被锁定在低端、

制约应用软件迭代等风险。

与此同时，通过打造自主可控的操作

系统，可以实现硬件和软件的解耦。一个

操作系统可以适配若干异构芯片，就像计

算机的外围设备，即插即用。可以说，发展

好操作系统，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我国芯

片先进制程发展受阻难题。

问题在于，虽然我国新能源汽车保有

量已超千万辆，但国内大多数车企使用的

仍是安卓系统。在个人计算机时代，操作

系统被 Windows 垄断；智能手机领域，则为

安卓和 iOS 两大系统。iOS 由苹果公司开

发，相对封闭；安卓系统由谷歌公司开发，

虽然是开源的，但在安全性、实时性和稳定

性方面仍存在一定风险。因此，加快建立

一套自主可控的车用操作系统已成当务

之急。

车用操作系统不仅是车辆设计的基

础，也是决定汽车智能化的关键。有能力

的车企自己研发操作系统必须鼓励，但也

要看到，成功研发操作系统的难度不在于

能不能做，而是在于能不能形成生态。由

于用户量的关系，车企很难形成自己的生

态。即使是全球最大的车企，每年新车销

售超千万辆，但这个量级对于互联网而言，

还是小巫见大巫。如果头部整车企业、软

件企业和芯片企业，通过市场化手段实现

强强联合，或许更有利于车用操作系统产

业链上下游贯通互联和相关行业的协同互

动，加快建设开放的应用生态。

加快国产操作系统“上车”还需要政企

协同。国产车用操作系统发展如何迈过产

业化门槛，关键在于加快解决“缺乏装车机

会”问题。车企要敢于且主动选用国产车

用操作系统，在提升产品竞争力的同时，给

国内操作系统以技术迭代升级的机会。政

府层面，则要充分发挥政策引导作用和集

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积极推动芯片

和操作系统企业深度合作、联合攻关，开放

整合资源，优先解决产品有无问题。同时，

应当尽快构建智能网联汽车操作系统标准

体系，建立完善操作系统检测认证体系，充

分发挥标准的引领作用。

当前，全球车用操作系统还没有发展

成 熟 ，没 有 一 个 可 以 直 接 长 期 应 用 的 版

本。可以说，智能汽车发展格局未定。通

过 3 年至 5 年的努力，我们完全有可能打造

一个自主可控、开源开放的操作系统，形成

我国引领未来汽车产业发展的新格局。毕

竟 ，中 国 汽 车

产销量占全球

的 三 分 之 一 ，

智能汽车和新

能源汽车则占

全球的一半以

上 ，如 此 超 大

规模市场正是

孕育创新的最

佳载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