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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 市 竞 争 不 能 只 靠 价 格 战

科伦集团致力研发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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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自立公司破解工业综合废渣处理难题——

矢 志 攻 坚 点 废 成“ 金 ”
本报记者 赖永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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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立公司电解生产车间自立公司电解生产车间，，工人把铜板放在浸出液中进行电解工人把铜板放在浸出液中进行电解。。 陈陈 强强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科 伦 集 团 地 膜 生 产 车 间科 伦 集 团 地 膜 生 产 车 间 ，，工 人 正 在 生 产 生 物 降工 人 正 在 生 产 生 物 降

解地膜解地膜。。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车企与车企、车企与上下游供应商、车企与劳动者之间，都需要找到

新的利益平衡点，建立合作共赢的新型伙伴关系，实现全要素优化组合的

跃升，而不能简单地零和博弈。

在位于江西省抚州市临川经济开发

区的江西自立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

简称“自立公司”） 的熔炼车间内，工

人正有条不紊地将一块块铜板搬运、悬

挂 至 吊 车 上 ， 准 备 放 在 浸 出 液 中 进 行

电解。

自立公司是一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

业 ， 主 业 是 有 色 金 属 危 险 废 物 资 源 化 、

金 属 资 源 再 生 、 循 环 利 用 和 环 境 保 护 。

自 2006 年成立以来，公司坚持走科技创

新之路，通过不断改进生产工艺，把更

多的工业废料“吃干榨尽”，变废为宝，

实现可持续发展，发展成为国内回收有

色 金 属 种 类 最 多 的 企 业 之 一 。 截 至 目

前，公司从工业废渣中提取的锡产量约

占全国总产量的 5%、钯产量约占全国总

产量的 20%。

攻克技术难题

在自立公司的废料回收仓库内，一排

排工业废料堆满了整个仓库。“这批废料

所含的金属比较多，提取难度特别大，一

般企业只能望而却步。而我们却照单全

收，有多少要多少。”自立公司总经理叶

建中说。

其他公司不敢要的东西，为何自立

公 司 却 把 它 们 当 作 宝 ？ 叶 建 中 介 绍 ，

以往，国内大部分有色金属加工企业主

要回收含有单一金属的工业渣，而能够

对冶炼渣、废弃渣、含有多种有色金属

的综合废料和工业固废进行回收的企业

不多。即便是有企业回收，提取的纯度

也很低。“我们发掘其中的商机，决定从

工业废料中同时将多种金属提取出来。”

确定目标后，叶建中便与公司总工程师

路永锁带领团队潜心钻研工业综合废渣

处理工艺。

“要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谈何容易。”

路永锁说，综合废料含锡低，含铜、含

镍、含砷高。攻克这些难题就必须跨越技

术的高山。

公司研发团队试图把废渣里的各种

有色金属一起分离出来，但多次试验均

以 失 败 告 终 。“ 随 着 研 究 的 深 入 ， 我 们

逐 渐 摸 索 出 将 工 业 废 渣 通 过 ‘ 协 同 富

集、共性分离、特性精炼’3 道流程层

层提取的方法，实现了对含有多种金属

工 业 废 渣 的 回 收 再 利 用 。” 路 永 锁 说 。

在蒸馏过程中，研发人员设计了一个提

取 砷 的 装 置 ， 让 锡 与 砷 、 锑 、 铅 等 分

离，再通过电解使锡的纯度达到国内标

准。这个“复杂锡合金真空蒸馏新技术

及产业化应用”项目获得国家科学技术

进步奖二等奖。

自立公司边研究边试生产，确立了

“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无害化”的

研发方向。为进一步扩大资源利用范围，

自立公司还研发出“冷冰铜”技术。“这

项技术应用后，我们将冶炼渣低品位铜进

行回收，并实现高效提取，极大地提高了

公司生产规模和效率。”路永锁说，公司

创新攻关的脚步从不停歇。目前，公司还

组建了技术专班，努力攻克更加先进的提

取工艺。

一项项技术难题被攻破，一个个生产

工艺不断改进升级，让自立公司逐步发展

为有色金属行业的佼佼者。

发挥人才优势

在自立公司工程技术研发中心，记

者看到，工程师邱士伟正带领组员研发

改 进 铜 的 提 取 方 式 。 在 邱 士 伟 的 推 动

下 ， 自 立 公 司 先 后 两 次 改 进 生 产 工 艺 ，

让铜提取的纯度更高。“虽然公司目前铜

提取技术达到领先水平，但仍然还有改

进的空间，我们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

邱士伟说。

“科技企业要实现长远发展，唯有不

断地招才引智，让人才充分发挥作用。”

公司人力资源部部长许敏龄说，成立以

来，自立公司始终把人才作为第一发展

资源，大力实施人才发展战略。公司在

薪金水平、工作环境、子女求学等多方

面提供保障，对研发成果给予重奖，让

人才进得来、留得住、有发展。“公司的

关 怀 无 微 不 至 ， 这 让 我 们 能 够 安 下 心

来，全力以赴地搞研究。我愿意长期留

在 公 司 ， 为 公 司 发 展 贡 献 力 量 。” 邱 士

伟说。

目前，自立公司已经组建了由 50 多

名专业技术人才组成的研发队伍。公司与

多家知名高校和研究机构建立了密切的科

研合作关系，建立起有色金属再生利用工

程技术中心、博士后工作站、院士工作

站等。

路永锁介绍，公司为专业人才提供研

发所需要的场所和条件，让其发挥所长，

取得技术突破，使企业在有色金属循环经

济领域保持领先地位。

截至目前，公司已拥有专利 136 项，

其 中 ，“ 一 种 多 金 属 全 路 径 全 价 分 离 方

法”获得第五届江西省专利奖。

收获绿色效益

有色金属回收企业往往面临着环保问

题，废水、废气和固态残渣如何处理，考

验着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公司一年产生废水 10 万余吨，但没

有一滴水流向外面，我们做到了废水再利

用。”自立公司副总经理、高级工程师李

鹏说，自 2012 年开始，公司投入近 1 亿元

建立废水化学处理达标系统，用蒸汽机械

再压缩技术把废水变为蒸馏水，全部回收

再利用。“这一技术创新大幅减少了水资

源的浪费，并且提高了生产过程的环保水

平。”李鹏说。

自立公司从成立以来就特别重视废

气的处理，将废气变废为宝，产生经济

效益。公司创新采用先进的离子液吸收

技术，高效捕获并处理烟气中的二氧化

硫。“我们利用离子液吸收剂优异的吸附

性能，将烟气中的二氧化硫从气态转化

为 液 态 ， 形 成 高 纯 度 的 液 态 二 氧 化 硫 。

这些液态二氧化硫经过进一步精制和储

存后，成为一种高价值的化工产品，被

广泛应用于制酸、杀菌、防腐等多个领

域。”李鹏介绍，这些液态二氧化硫产品

对 外 销 售 ， 刚 好 弥 补 处 理 废 气 产 生 的

费用。

每天都有几辆来自水泥厂、建材厂

的大货车来到自立公司，把公司产生的

固体残渣装车运走。一年下来，这些固

体残渣能够卖到 400 余万元。“通过分离

和处理技术，我们将固体残渣加工成可

以用作建筑材料的原料，产品很受市场

欢迎。这不仅解决了冶炼残渣的废弃问

题，还为建筑行业提供了优质的原料。”

李 鹏 说 ， 在 自 立 公 司 ， 没 有

任何东西是“废物”。

得益于持续的科研投

入 和 先 进 的 环 保 举 措 ，

自立公司生产效率和效

益 持 续 增 长 。“2023

年，自立公司主营业务

收入约 130 亿元，预

计 2024 年 将 有 所

增长。”叶建中信

心满满地说。

40 余米高、20 余米宽的超大规

格全自动棚膜机组飞速运转，经过混

料、投料、加热、熔融、挤出等工

序，一张大棚薄膜由机组顶端缓缓输

送至地面，再自动包装成卷——这是

记者在位于河北省曲周县的科伦塑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科伦

集团”） 生产车间见到的场景。

“这是我们生产的外涂覆型 POD

棚膜。这款棚膜厚度仅有 0.1 毫米，

具备生物降解、防紫外线、防雾、防

虫、除草、保温、透光、蓄能等优

点。”科伦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袁志

奇说，这些塑料薄膜并不简单，涉及

有机高分子材料、高分子材料改性、

纳米无机材料等技术，是由公司与国

内知名高校院所共同研发的。

科伦集团成立于 2001 年，是一

家以塑料制品改性研制为主的专业企

业，也是华北地区大型现代高效 （设

施） 农业装备供应商之一，公司属于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级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业。

在 产 品 展 示 厅 ， EVA 消 雾 棚

膜、高透光漫散射棚膜、葡萄专用棚

膜，以及防控杂草生长的黑白相间地

膜、全生物降解地膜等产品一应俱

全。“公司产品涵盖 9 个系列上百种

规格，基本能满足我国不同地区、不

同气候特点的农业生产用膜需求。”

袁志奇拿起一款浅蓝色的棚膜样品

说，这种 POD 永久消雾流滴功能型

棚膜，产品附加消雾、转光、漫散

射、防尘、蓄能等功能，可用于阳光

直射时间长、紫外线强的南方地区，

以及风沙天气多、昼夜温差大的北方

地区。

坚持创新是企业实现快速发展的

关键。“PO 涂覆膜是一种高科技涂覆

型 产 品 ， 可 提 高 农 作 物 产 量 10%至

15%，主要用于大棚蔬菜种植。2013

年以前，PO 涂覆膜生产技术主要由

国外公司掌控，因进口产品价格高，

国内只有少数地区使用。”科伦集团常务副总经理穆建章说，为破

解难题，科伦集团联合高校共同研发，并成功攻克技术难关，生产

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PO 涂覆膜，产品售价比国外同性能产品低

30%以上。

为了降低农膜对农作物接受光照的影响，科伦集团研制出漫散

射膜，通过在棚膜配方中引入能改变光传播方向的材料，模仿手术

室无影灯原理，使透过棚膜的光总量不变，但 50%以上光线的照射

方向发生改变，直射光变为散射光，有利于棚内作物均匀接受光

照，起到保温增产、提高品质的作用；农膜残留一直是困扰农业生

产的痛点，科伦集团以石油基材料为基础，加入其他生物物质，设

计生产出的全生物降解地膜属于环保型地膜，可利用自然界中微生

物加速降解，减少“白色污染”对土壤的危害，耐拉伸、抗断裂性

能也超过普通地膜。

科伦集团非常重视新产品新技术的研发，成立了邯郸市农用塑

料工程技术中心，拥有研发人员 38 名，占员工总数的 13.48%，而

且不断加强研发投入，2021 年至 2023 年研发费用均超过 1000 万

元，占营业收入比例近 5%。

“目前，科伦集团正在开展高保温微发泡农膜、农膜表面流滴

剂和塑料农膜抗静电防尘助剂的研发工作。”穆建章说，在与高校

合作的基础上，科伦集团还建设“科技小院”，探索塑料制品改性

在农业生产方面的应用。

“2023 年科伦集团销售额实现近 3 亿元。公司还将进一步加大

科技创新力度，引进高端人才、加大资金投入、开展更广泛的合

作，研发更多农用薄膜新产品，不断满足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需

求。”袁志奇说。

高强度的市场竞争裹挟之下，身处其

中的汽车高管们的发言越发犀利。最近，

在 2024 中国汽车重庆论坛上，部分车企高

管围绕车市价格战的争论，因“火药味十

足”而引发关注。

自去年年初以来，车市价格战不仅没

有 任 何 平 息 迹 象 ，反 而 还 有 愈 演 愈 烈 之

势。价格是企业参与市场竞争最直接的手

段。根据市场需求变化，企业通过价格战

不仅能够扩大自身产品销量，获得更多市

场份额，也可以倒逼弱势品牌和低效产能

退出，实现产业优胜劣汰。不过，价格战是

把双刃剑，如果到了恶性竞争的程度，就会

破坏产业生态。比如，有的车企为了降低

成本，不惜偷工减料，产品质量难以保证；

还有的车企向上下游供应商压价，“不降价

就不付款”，令供应商苦不堪言。

汽车产业体量大、产业链长、关联性

强，无论是扩内需还是稳就业，都能起到重

要作用。从销量上看，尽管去年我国汽车

产销量突破 3000 万辆，创历史新高，但增

量 主 要 靠 出 口 。 2023 年 ，国 内 汽 车 销 量

2518.4 万辆，比 2017 年少 280.4 万辆。这表

明，价格战并没有给国内市场带来整体销

量提升。有人说，过度的价格战引发市场

价格体系混乱，导致消费者持币观望情绪

加剧，不是没有道理的。

从行业利润上看，也是一降再降。根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3 年我国汽车行业

利润率为 5.0%，低于整个工业企业利润率

5.8%的平均水平；今年前 4 个月，这一数字

进一步降至 4.6%。“增收不增利”成为汽车

产业的真实写照。

在一个产品供大于求、技术加速迭代

的 充 分 竞 争 市 场 ，不 打 价 格 战 是 不 可 能

的。问题在于，企业只会打价格战，也是没

有未来的。汽车是一个技术、资金和人才

密集型的长周期行业，靠低价获得销量对

提高企业经营质量并无多大益处。企业之

间的竞争，最终还是要跨越价格战陷阱，回

归到对产品技术和品牌价值的追求上来。

回望百年汽车历史，无论是奔驰、宝马，

还是丰田、大众，这些车企之所以在燃油车

赛道上能成长为全球汽车行业的领跑者，关

键在于通过核心技术突破，为消费者带来了

差异化的产品和服务，创造了不同的价值体

验。在实现企业自身愿景的同时，也引领了

产业进步。相反，那些不重视关键核心技术

积累与突破的企业，推不出令人“眼前一亮”

的产品和“超越期待”服务的品牌，纵有再大

营销本领，也难以避免被淘汰的命运。

不少人在谈到这场价格战时，不约而

同地提到了“同质化”这个词。的确，燃油

车经过百年迭代，要实现新的技术突破越

来越难，除了使用价值外，赢得消费者更多

是靠其品牌价值。但新能源汽车开辟的是

一个全新赛道，电动化和智能化变革使得

车企跨越了“发动机+变速箱”所构建起来

的传统技术壁垒，打开了新的创新空间。

因此，今天的车企更要敢于打破旧思维，通

过关键技术突破，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实

现产品的差异化，为消费者带来更好价值

体验，而不能让价格战把行业拖回同质化

竞争的老路，丧失高质量发展能力。

当 然 ，技 术 、产 品 的 突 破 与 变 革 ，必

然会带来产业链重组与利益链重构。应

该如何看待？怎样应对？这不仅需要智

慧，更需要格局。总之，必须提高警惕的

是，技术、产品的突破与升级，不能导致生

态的退化与降级。车企与车企、车企与上

下游供应商、车

企 与 劳 动 者 之

间 ，都 需要找到

新 的 利 益 平 衡

点，建立合作共

赢 的 新 型 伙 伴

关系，实现全要

素 优 化 组 合 的

跃升，而不能简

单地零和博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