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位于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的天能控

股集团（以下简称“天能集团”）吴山基地智

能工厂数字化车间里，一台台机器正在高速

运转。车间外，一摞摞打包好的电池在叉车

工人娴熟的操控下整齐地装进货车，即将运

往全国各地市场。

“面对能源产业竞争加剧、全球能源供

应链快速重构、能源安全风险依旧等多重

挑战，新能源企业要积极发展新质生产力，

为深入推进能源革命、加快建设新型能源

体系作出更大贡献。”天能集团董事长张天

任 说 。 作 为 绿 色 能 源 系 统 解 决 方 案 提 供

商，天能集团持续提升产业创新能力和自

主研发能力，通过建设数字工厂、打造绿色

制造产业园等实践，推动企业实现高质量

发展。

坚持自主创新

创立 38 年来，天能集团从动力电池生产

制造起步，目前已在全球设立 160 余家子公

司，拥有超 3 万名员工，并在香港和上海两地

上市。

“科技创新是企业发展的不竭动力，企

业要及时将成果应用到改造提升传统产业、

培育壮大新兴产业中。”张天任表示，天能集

团始终将技术创新置于企业发展的首要位

置，先后研发出“天钠 T1”新一代钠离子电

池、百千瓦级氢燃料电池发动机系统、核电

级防酸隔爆式铅电等产品。

天能集团一直在积极探索以技术创新

为驱动的高质量生产模式。“去年，我们瞄准

工程机械领域装载机市场，联合主机厂进行

适用于装载机的 80 千瓦燃料电池发动机系

统开发。”天能集团氢能研究院副院长曹寅

亮介绍，技术团队克服重重困难，经过持续

攻关，最终搭载该发动机系统的自主研发的

80 千瓦氢电装载机成功下线。天能集团提

供的两套氢燃料电池发动机系统，实现了零

下 40 摄氏度低温存储、零下 30 摄氏度低温

冷启动。

“氢能源装载机由氢气提供动能，依托

先进的氢燃料发动机系统解决方案及整车

控制技术，具有高效率、低氢耗、零污染、零

排放等特点，可以在输出动力的同时实现零

碳排放。”曹寅亮说，凭借在装载机领域的突

破性成果，天能集团获得了中国能源发展与

创新论坛“践行双碳目标年度最佳创新项

目奖”。

据介绍，当前，天能集团已经形成“动

力电池+储能系统”双核发力格局，拥有多

技术路线和全场景布局的竞争优势。在技

术端，天能集团一方面在传统赛道实现“铅

锂并行”，另一方面在新兴赛道加速迭代氢

燃料电池、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构建了

“铅锂氢钠”电池技术体系；在场景端，天能

集团提供的产品与解决方案覆盖了轻型电

动车、新型储能、工程机械、特种车辆与船

舶等多个领域。

加快智能化升级

核心生产基地全部实现全线智能制造

升级、全产业链智能工厂投入运行、动力铅

电技术再获突破、新增多家省级智能工厂和

数字化车间⋯⋯近年来，天能集团加速推进

智能工厂、数字化车间的建设布局，提升规

模化定制、柔性化生产、网络化协同能力，形

成更具竞争力的效率和成本优势。

2023 年底，天能集团发布“全擎技术平

台”，这是继打造全产业链智能工厂后，集团

在智能制造领域的又一创新性成果。

“‘全擎技术平台’是由全生命周期关键

技术与全产业链智造平台共同搭建的动力

电池技术创新生态系统，是天能集团高质量

推 进 动 力 电 池 制 造 迈 上 新 台 阶 的 重 要 标

志。”天能动力电池研究院副院长方明学告

诉记者。

当 前 ，天 能 集 团 已 经 构 建 了“ 产 业 大

脑+未来工厂”产业生态模式，探索出连铸

连轧、数字大屏、AGV 自动物流、连涂连分、

自动装配、平面库、云充电、立体库、自动包

装线 9 种可复制可推广的典型应用场景。

随着集团数智化转型升级全面加速，未来

还将拓展更为丰富的应用场景，促进上下

游产业链高效运转。

推进绿色发展

“企业要在发展模式上坚持绿色发展，

要平衡好企业高质量发展与环境高水平保

护的关系，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之路。”张天任说。

作为全球较大的铅电制造企业及再生

铅回收企业，天能集团率先在业内实现电池

的全生命周期管理，使废旧铅电回收率超过

99%，每年可减少原生铅矿开采 3000 多万

吨，再生 90 余万吨贵重金属新材料。今年，

天能集团吴山循环经济产业园承接的废旧

铅电回收处理项目，成为浙江省首个“国家

循环经济标准化示范项目”。

践行绿色理念，绘就零碳蓝图。在环保

领域，天能集团将绿色智造纳入企业发展战

略。追求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

统一，成为天能集团绿色发展的目标。目

前，天能集团拥有 10 家国家级绿色工厂、

5 家国家工业产品绿色设计示范企业，参与

制定了 220 余项国家和行业各类标准。

天能集团通过对电动车蓄电池传统产

业的科技研发，不断推行绿色交通出行新理

念。目前，公司已将动力电池做成绿色环保

产品，并进行全生命周期管理，形成绿色产

业链和闭环生态圈。

“我们正在探索‘换新+回收’物流体系

和新模式发展。借助 4000 多家供应商、40

多万家门店，推动大规模废铅蓄电池回收循

环利用，实现以旧换新绿色发展。”“铅蛋”平

台产品中心负责人李金龙说，天能集团打造

的废铅蓄电池回收综合服务平台“铅蛋”，去

年回收量接近 150 万吨。天能集团正深耕动

力电池、储能产业、循环经济，统筹发展铅锂

氢钠等新型电池，全面打造动力电池和储能

系统两大千亿级产业生态，力争在新能源市

场形成有特色的绿色产业体系。

目前，天能集团已从单一的蓄电池生

产，发展为可同时生产高能锂电池、钠离子

电池、氢燃料电池。顺应新能源发展机遇，

天能集团联合 80 多个国家 1000 多家合作伙

伴，向氢能、动力电池等领域不断拓展。

“未来，天能集团将不断拓展全球朋友

圈，提升竞争实力，加速科技成果转化，推动

企业迈上新的发展台阶。”张天任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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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标准建设绿色能源数字工厂
——天能集团推进动力电池研发生产纪实

□□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李李 景景

推动更多专利上货架

沈

慧

国家知识产权局近日发布

的《2023 年 中 国 专 利 调 查 报

告》显示：2023 年，我国企业发

明 专 利 产 业 化 率 达 51.3%，较

上 年 提 高 3.2 个 百 分 点 ，连 续

5 年保持增长态势。这组数据

表明，越来越多的企业注重提

升知识产权创造质量，不断推

动专利下书架、上货架，取得显

著成果。

专利产业化，是将创新成

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过程，

也是企业运用专利制度增强创

新能力、提升经济效益的重要

抓 手。《2023 年 中 国 专 利 调 查

报告》显示，2023 年，我国企业

实现产业化的发明专利平均收

益达 829.6 万元/件，较上年增

长 3.8%；用于自主品牌产品的

发明专利产业化平均收益达

1067.1 万元/件。以技术创新

成果为内核的专利已成为企业

发展的重要资源和提升竞争力

的核心要素。

当前，随着各地开展知识

产权专项服务、完善专利权转

让登记机制、帮助企业对接优

质投资机构等政策措施不断落

地，企业打通知识产权创造、运

用、保护、管理全链条成效明

显，专利产业化效益持续提高，

但也要看到，专利的转化运用

仍然存在不少问题和困难。比

如，有的企业资源要素缺乏、科

技成果产业化能力较弱；有的

企业缺乏激励机制、专利转化

率偏低；等等。对于企业而言，

要实现以专利产业化塑造竞争优势、培育发展动能，需要进一

步做优增量、盘活存量，提高专利获取、转化、应用的效率与

效益。

一方面，企业应下力气练好内功，形成更多高价值专利，

提高专利产业化质量。发明专利是技术创新成果的载体，其

质量的高低与技术创新能力密不可分，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

了其是否具备产业化的条件和基础。企业需加大研发投入，

聚焦关键领域，加速技术升级迭代，形成专利密集型产品，创

立知名商标品牌，提高产品附加值和竞争力，实现专利技术产

品化、品牌化、规模化发展。

另一方面，企业应以需求为导向，加强专利技术精准对

接，提升专利产业化水平。不少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由于缺

少资金和人才、缺乏渠道，面临技术获取难、推进专利产业化

评估难等问题。企业可以通过参与高校和科研机构存量专利

盘活工作，推动产学研深度合作，共同探索多样化、差异化的

科技成果转化措施，完善利益分配机制，激发高校和科研机构

的内生动力，畅通专利价值实现的“最后一公里”，让高价值专

利走出实验室、走上生产线。

实现专利产业化，企业需避免科研成果盲目转化、随意落

地，要围绕破解科技成果转化链条上的堵点难点，有效解决专

利转化应用的源头质量问题、主体动力问题、市场渠道问题，

推动更多高质量、有转化应用前景的专利成果从书架走向货

架，将无形“知产”变为有形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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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温室舱门，将旋转台调整到测试

初始位置，用螺钉将加速度计固定在测试

夹具上，检查通电性能是否正常，然后关

上温室舱门⋯⋯保定开拓精密仪器制造

有 限 责 任 公 司（以 下 简 称“开 拓 精 密 公

司”）高低温测试车间内，工人在对石英挠

性加速度计进行产品测试。

“这款产品由公司自主研制，需要经

过 10 天全自动无人值守检测，主要测试

产品在不同温度下的性能，待全部参数测

试合格后进行交付。”开拓精密公司常务

副总经理陈天平告诉记者。

开拓精密公司位于河北省保定市莲

池区，成立于 2003 年，是专业从事挠性加

速度计研制生产的企业。作为能够精准

测量加速度的传感器，石英挠性加速度计

被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船舶等领域运动

系统导航的惯性测量及精密仪器设备。

“石英挠性加速度计的核心部件是一块直

径 22 毫 米 的 镀 膜 摆 片 ，最 薄 部 分 仅 有

0.02 毫米。”陈天平说，摆片生产工艺复

杂，公司技术人员在皮秒激光切割、刻蚀、

真空镀膜、精密对准等流程上反复研究、

多次试验、不断改进，使其达到抗震、耐高

温、精度高等性能要求。

依托自身技术积累，开拓精密公司面

向多个应用场景开展技术创新和产品开

发，在细分市场逐步取得领先地位。其

中，耐高温石英挠性加速度计是公司自主

研发的拳头产品之一。“客户向我们订购

一款应用于石油钻井平台的石英挠性加

速度计，要求在 180 摄氏度以上的高温下

仍然能保持可靠性能。要实现这个目标，

产品加工难度非常大。”开拓精密公司总

经理罗定稳说。

研 发 过 程 比 想 象 的 更 加 艰 难 和 漫

长 。 开 拓 精 密 公 司 组 织 技 术 人 员 进 行

技术攻关和工艺创新，逐个解决试验中

出现的问题，不断积累、修正数据，总结

经 验 ，研 发 出 耐 高 温 石 英 挠 性 加 速 度

计 。 然 而 ，新 产 品 在 下 井 试 用 阶 段 ，面

对不同情况出现了一些新问题，公司用

近 7 年时间攻克了所有难关，最终采用

精密装配作为前道工序、低功耗电路设

计技术作为后道工序，实现了加速度计

在 井 下 不 同 温 度 及 环 境 下 正 常、稳 定、

可靠工作。如今，耐高温石英挠性加速

度计不仅在国内市场得到应用，还进入

日 本 等 国 外 市 场 ，具 备 了 一 定 的 竞 争

优势。

在 不 断 开 发 石 英 挠 性 加 速 度 计 新

产品的同时，开拓精密公司积极研制相

关 检 测 设 备 。“新 产 品 在 上 市 前 需 要 进

行必要检测，但能够提供检测的机构较

少 ，而 且 费 用 较 高 。 为 此 ，公 司 组 织 专

门 人 员 对 测 试 设 备 进 行 全 方 面 研 究 。”

罗 定 稳 说 ，经 过 多 年 不 懈 努 力 ，公 司 研

制 的 石 英 挠 性 加 速 度 计 高 低 温 测 试 设

备可以对加速度计进行零下 55 摄氏度

至 零 上 180 摄 氏 度 之 间 的 性 能 参 数

检测。

如今，开拓精密公司已发展成为国内

石英挠性加速度计、加速度计测量设备与

测试系统的主要供应商，加速度计稳定

性、高低温、振动、低气压、精密离心等测

试设备全部实现自主研制，产品工艺技术

在行业内达到领先水平，被工信部认定为

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目前，公

司年产加速度计近 4 万只，拥有专用测试

设备 20 多台（套）。

“随着行业上下游配套逐步完善，发

展前景十分广阔。”罗定稳说，公司将始

终坚持走自主创新发展的道路，加大研

发投入，提升技术实力，不断推出具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产品，开拓更大

市场。

深 耕 细 作 精 密 仪 器 制 造
本报记者 王胜强

开拓精密公司工人在车间进行产品装配。

魏岳奇摄（中经视觉）

上 图 天 能

集团铅电生产线

上，工人在检查

产品。

左 图 天 能

集团工人在锂电

圆柱电芯生产线

上忙碌。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