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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 啤 的 长 青 之 道
本报记者 刘 成

本版编辑 刘 佳 向 萌 美 编 高 妍

民企发展

﹃
四新

﹄
经济要找准着力点曾诗阳

长城精工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推进数字化建设——

给 工 业 机 器 人 装 上“ 大 脑 ”
本报记者 王胜强

长城精工公司工作人员在调试机器人长城精工公司工作人员在调试机器人。。 罗大庆罗大庆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青岛啤酒智能化生产线。 徐 镭摄（中经视觉）

2023 年，是青岛啤酒成立 120 周年。

从 1903 年成立至今，青岛啤酒创造过许

多辉煌，也遇到过不少挫折，但始终攻坚克

难、守正创新，保持着澎湃活力。从年产量

1200 吨的啤酒小厂到如今年产量 800 多万吨

的啤酒集团；从居于青岛一隅到远销 100 多

个国家和地区的世界级啤酒品牌；从“一瓶啤

酒打天下”的营销模式到搭建“为生活创造快

乐”的消费生态，青岛啤酒走出一条坚守实业

铸就基业长青的发展之路。

夯实质量基础

每年 4 月份，是青岛啤酒的“质量月”。

每年 4 月 10 日，青岛啤酒都会举办“提高质量

纪念日”主题活动。这个活动已经坚持了 45

年，为的是提醒每位员工时刻紧绷质量这根

弦，绝不能有丝毫松懈。

回顾青岛啤酒百年发展历程，一代又一

代青啤人对质量的坚守，是企业持续发展的

基石。他们对于品质的把控极为严苛，每一

瓶啤酒都需要经历 1800 道关键质量控制点

的“千锤百炼”。从其中一个环节可管中窥

豹：清洗干净的啤酒瓶最后要进入验瓶机，

验瓶机在每一个瓶子经过时都会即时拍摄

3 张照片，与系统中已存储的标准瓶数据比

对，有任何一点缺陷的瓶子都会被“拣”

出来。

“刷瓶水、过滤酒液的硅藻土等所有与酒

液接触的物品都要严格检测，甚至生产车间

的空气都要‘过安检’，进行细菌检测。”青岛

啤酒国家级啤酒评酒委员朱蕾告诉记者。

环节管控只是质量管理的基础。为了满

足消费者日益增长的高品质、多元化需求，青

岛啤酒将质量管理进阶为“基础质量+特色

质量”：基础质量是指所有理化指标都要达到

标准无缺陷，特色质量是指独一无二。

为此，青岛啤酒创新了“消费需求—产

品—工艺”三解码新产品高效开发平台。“我

们首先对消费者口味需求进行精准‘画像’，

比如有人喜欢花香味，有人喜欢果香味。根

据需求，采取数字化形式解析消费者口味，再

转换为独特的配方和酿造技术，从而形成青

岛啤酒的独特口味。”青岛啤酒科研开发中心

主任尹花介绍，通过“三解码”模式，青岛啤酒

的特色质量逐渐成熟，质量管理体系也日益

成形。

近几年，消费者对质量的感知，不再仅仅

是购买体验产品，还包含服务体验等附加价

值。针对这个新变化，青岛啤酒对质量管理

的内涵和外延进一步拓展，从“以产品为中心

的质量”向“以消费者为中心的魅力感知质

量”转变，形成了“基础质量+特色质量+魅力

感知质量”的三叠加质量体系。

保温集装箱每天温度变化控制在 1 摄氏

度以内，对车厢温度进行实时监控和超标报

警，生鲜啤酒一桶一码智能追溯⋯⋯青岛啤

酒跳出生产者的单一角色，从控制走向感知，

从交付走向互动，从产品走向服务，建立了从

感知质量需求到产品创新、可控工艺、服务创

新、智慧物流、品牌体验端到端等全过程质量

管理体系。

筑牢科技底座

走进青岛啤酒科研开发中心，上百台各

种类型的设备分布在多个实验室，工作人员

在仪器前聚精会神地做实验。聚焦国际前沿

问题和共性技术难题，青岛啤酒研发团队持

续深耕产业链全链条，在酵母菌株、酿造关键

技术等方面不断取得新突破。

不久前，青岛啤酒实现了酵母连续传代

使用由 5 代到 200 代的突破。这是历时 5 年

多，经历无数次失败、进行无数次实验实现

的。青岛啤酒科研开发中心酵母研发团队赵

玉祥告诉记者，他们从多罐发酵液里提取到

100 多亿个酵母细胞，经过不断实验，最终

获得 1 株发酵性能优良的酵母，又经过一

轮 接 一 轮 实 验 ， 最 终 传 代 使 用 达 到

200 代。

“青岛啤酒在全国有 60 多家工厂，以前

只能用 5 代酵母时，每月都需把新酵母从青

岛用冷链专供到各地工厂，成本高，抗突发风

险能力差。现在使用 200 代酵母，每年只需

要专供两次就行，大大降低了成本，增加了抵

御风险的能力。”赵玉祥说。

通过扎实开展基础研究、推动技术攻关，

青岛啤酒不断塑造发展新优势。瓶盖密封垫

粒料依赖进口，曾是啤酒行业共同面临的难

题。青岛啤酒科研开发中心与高校共同成立

食品啤酒包装材料与装备创新工程中心，经

过 3 年科研攻关，在材料与生产装备技术方

面取得突破。“我们研发的瓶盖密封垫粒料的

拉伸强度、弹性模量、断裂伸长率、熔融指数、

硬度、通气量等各方面指标都达到行业领先，

并且价格远低于进口材料。”尹花说。

最近一段时间，青岛啤酒研发中心新品

开发及酿造技术研究室主任邢磊和同事们组

成了超高端产品推进小组，围绕全麦产品共

性技术和桶陈风味技术等新领域进行攻关。

他们白天深入工厂探讨产品大试实施方案，

晚上进行头脑风暴钻研技术。“超高端产品研

发创新的不断深化，可以推动行业高端发展

和结构升级。”邢磊介绍，打造一款高端产品，

涵盖包括特色麦芽搭配技术、全麦烈性拉格

发酵技术、桶陈技术以及复杂风味的感官评

价技术等系列共性技术的创新、优化，是一项

复杂的系统工程。

目前，青岛啤酒已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六大核心技术、近百项外围技术体系。

其中，“啤酒风味图谱技术的开发应用”“啤酒

高效低耗酿造技术的开发与应用”“造纸与发

酵典型废水资源化和超低排放关键技术及应

用”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在青岛啤酒研发中心新基地，一座现

代化的办公大楼拔地而起。这里将被

打造成为啤酒酿造技术研究、高层

次国际化啤酒酿造人才培养、

多 学 科 啤 酒 酿 造 国 际 学

术交流，以及全球啤

酒文化传播及消

费 者 体 验 高

地，推进

啤酒

行业产学研用科技创新。

“120 年来，青岛啤酒的发展壮大与一代

代青啤人的接续创新密不可分。”尹花说，啤

酒行业处于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只有不断开

展技术创新，才能打造属于自己的核心竞

争力。

着眼战略创新

无论是掀起并购浪潮，还是迈出整合步

伐，抑或是向生态拓展，青岛啤酒始终在行业

中先行一步，靠的是洞察时代大势、坚持问题

导向的战略创新。

1998 年 ，青 岛 啤 酒 在 行 业 内 率 先 实 施

“大名牌战略”，加快规模扩张。之后，根据外

部市场趋势变化，青岛啤酒战略从整合被并

购企业向“整合与扩张并举”转变，从以生产

者为中心向以消费者为中心转变，逐步推动

企业转型。

2014 年，青岛啤酒实施“有质量的增长”

战略，改变以工厂为中心的模式，围绕产品、

品牌、渠道、模式、组织、文化、机制进行了“七

位一体”全面变革。“变革的关键是要打造新

的体系。”青岛啤酒创新营销事业总部孙文佳

说，粉丝黏性、特色质量、IP 啤酒、线上线下、

供应链、获取消费者喜好密码等新名词，成为

打造新体系的主题词。

新体系推动单品种大规模的传统制造向

多品种小批量的柔性制造转变。在位于青岛

市崂山区的啤酒五厂，生产线改为小型化多

频次生产模式，有时一天调换几个品种，众多

新品种都在这里生产。“为了实现啤酒小批量

定制，我们购置了许多相关设备，即便是定制

几百箱啤酒，也可以实现快速生产。”孙文

佳说。

根据啤酒市场高端化、场景化、社交化的

发展趋势，青岛啤酒于 2019 年适时提出“高

质量跨越式发展”新战略：通过快乐、健康、时

尚三大业务板块和智慧供应链的耦合互动，

实现“由产品到场景的延伸、由行业到生态的

拓展、由单赛道到多赛道的跨越、由传统制造

业向工业互联网的转型”。

位于青岛市市北区的 1903 青岛酒馆，是

在拥有 100 多年历史的老里院旧址基础上改

造的，规划出啤酒、美食、茶饮、烘焙、酒吧、书

吧、民宿等 8 个场景。“这里就像一个‘沉浸式

场景超市’，消费者可以自由选择。”店长田一

鸣告诉记者。

1903 青岛酒馆是青岛啤酒新战略的实

践成果之一。根据不同区位、历史文化、市场

需求等，青岛啤酒融合地缘文化、品牌和服

务，一店一策打造沉浸式场景，目前已在 60

多个城市开办了 260 多家酒馆。“酒馆要做品

牌推广的新高地、新产品体验的新高地、生鲜

及高端啤酒消费的新高地。”青岛啤酒文化传

播有限公司董事长朱军海说。

与此同时，为推动企业由传统制造业向

工业互联网转型，青岛啤酒积极打造“灯塔工

厂”，实现全流程数据驱动。“客户在定制平台

下单时会形成数据包。与定制平台打通的供

应商制罐平台、青啤的制造和分拣平台、下游

的物流平台，都以数据包为指令，进行生产和

配送，形成了数据闭环驱动，大幅提高了生产

效率。”青岛啤酒厂副厂长赵维成介绍。

如今，青岛啤酒产业体系建设已迈向高

端化、智能化、融合化。“120 岁的青岛啤酒能

够历经百年而风华正茂、生机勃勃，参与全球

竞争，得益于一代代青啤人坚守匠心传承、坚

持创新。”青岛啤酒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黄

克兴说，“青岛啤酒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创新

史。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创新决定着企

业可持续发展。”

走进位于河北保定市的长城精工自动化技术

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长城精工”） 5G-A 工业

互联网实验室，机械臂上下挥动自如，抓取夹具

精准流畅⋯⋯5G-A 汽车柔性试制产线正在高效

运行。

工业控制需要一个通信网络让各种指令传达

到各个端点，将 5G-A 无线网络应用到工业控制

层，可以取代管线，实现控制总线的无线化。长城

精工自动化 5G-A 项目负责人袁占江指着实验室

屋顶上的几个白色小盒子说，“这是无线数据传输

中继器，俗称 5G-A 基站，数据通过它进行高速无

线传输，向工业机器人发出指令”。

“目前商用 5G 可以实现延时 20 毫秒，稳定性

达 99.99%。将 5G-A 应用到产线上，可以达到最

大 4 毫秒的确定时延，稳定性可达 99.999%，在高

速运转的同时还可保持稳定运行。”袁占江告诉记

者，与传统硬线网络技术和 5G 无线技术相比，

5G-A 具有大宽带、低延时、广连接的特性，能使

连接速率、时延等能力提升 10 倍以上。

除了生产过程要更高速精准，对汽车生产企

业来说，产线的改造和重建也要更加简便灵活。

长城精工联合几家公司共同开发了“5G 超可靠

低时延汽车柔性产线”。在产线上，5G-A 无线

网络深入控制领域，替代传统的铜线介质工业控

制总线，摆脱工业控制系统中有线网络的束缚，

可满足企业更多定制化需求，达到柔性化生产，

同时也避免以往导入新车型涉及的网络重建改造

等工程。

长城精工于 2007 年成立，负责长城汽车股份

有限公司主机厂和各零部件自动化产线建设及装

备升级，年产值 17 亿元。“2005 年，上市车型比较

少，大部分以人工产线及半自动化产线为主，信息

化建设几乎为零。2006 年，公司首次引入工厂信

息化系统，实现生产数据收集、生产过程监控、生

产过程质检和产品质检等全方位管理。”长城精工

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建和说。

李建和介绍，推行数字化改造之前，企业在研

发、生产、管理各环节都面临痛点，比如项目管理

完全靠人去点检、跟踪、统计，低效且容易出错。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长城精工在研发环节引入虚

拟仿真技术，在实际生产之前对产品进行全面测

试和评估，对发现的潜在问题和错误及时进行修

改，避免后续成本增加和周期延长。此外，研发的

项目管理平台将销售、方案、项目、计划、成本、设

计、变更、采购等全流程数据进行统一管理，实现

从人驱动事件到事件驱动人的管理转变。

“公司目前在工厂数字化、装备智能化领域投

入研发经费近 8000 万元，拥有 80 余项专利，先后

获得‘汽车行业用户满意优秀供应商’、工信部第

五届‘绽放杯’5G 应用征集大赛 5G 增强技术专题

赛二等奖等荣誉。这些数字化技术使长城汽车在

效 率 、质 量 、成 本 和 决 策 方 面 获 得 提 升 。”李 建

和说。

截至目前，长城精工参与的生产制造、运营管

理、智慧社区、能源管理及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等

各类数字化项目已有近百项。

“数字化是制造型企业转型升级的必由之

路。我们将把握住企业转型升级的时机，用好数

字化这个抓手，不断打造自身的智能制造建设能

力，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持续贡献力量。”李建和说。

今年以来，我国以新技术、

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为代表

的“四新”经济发展势头良好，已

成为民营企业发展的新机遇、新

赛道。从总量上看，我国“四新”

经济民营企业数量已超过 2500

万户；从增速上看，今年前 5 个

月，全国新设民营企业 376.4 万

户，其中新设“四新”经济民营企

业215万户，占比57.1%。

“四新”经济是产业转型升

级 、新 旧 动 能 转 换 的 重 要 标

志。随着云计算、大数据、区块

链、人工智能等技术在各产业

中广泛应用，从网上购物到在

线教育，从远程医疗到智慧旅

游，从生物识别支付到工业互

联网平台，处处可以看到民营

企 业 积 极 探 索 、蓬 勃 发 展 的

身影。

通过研发新技术、投身新

产业、创造新业态和新模式，民

营企业找到了新的增长点，开

拓了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增强

了抗风险能力。此外，“四新”

经济领域方兴未艾，再加上创

新性、适应性、包容性的政策支

持，对于起步规模较小、商业模

式灵活的民营企业而言，聚力

“四新”经济领域无疑是创新创

业、转型升级的明智选择。

“四新”经济强调科技创新

和产业创新的全面联动。企业

天然具有黏合科技与产业的优

势，在聚力发展“四新”经济的

过程中，应充分发挥科技创新

的主体地位，瞄准人工智能、生

物技术、新能源等领域加快技

术研发与产业化应用，对能够

走向产业化并最终带动新业态

发展的新技术持续加大投入，

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加快推进

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完善“四

新”经济创新链。

在具体方向的选择上，民

营企业应顺应科技创新和消费

模式的演变趋势，既可以用“四

新”经济改造传统业态、加快转型升级，按照“互联网+制造

业/服务业”等模式做优传统产业，也可以发力“制造+互联

网+服务”等融合性更强的新业态，培育新兴产业，引领和

创造新需求。

踏上“四新”经济赛道，民营企业发展最明显的特征就

是“快”，其中往往伴随着高投入、高风险等不确定性，因此

尤其需要提高风险识别和管控能力，对于外部经济环境、市

场偏好变化等因素多加考虑，警惕商业模式不明、盈利模式

不清的所谓“风口”，明确自身优势劣势，立足真实的应用场

景，找到未来竞争着眼点并与之契合，理清发展方向和

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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