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

拥有国内最齐全的船舶配套能力，形成了各种系

列的舰船主机、辅机和仪表、武备等设备的综合配套

能力。同时，拥有较强的大型成套设备和高科技产业

的开发制造能力，自主开发生产了上百种非船舶产

品，形成了能源装备、交通运输、电子信息、特种装备、

物资贸易五大板块，一批品牌产品居行业领先地位。

中国第一重型机械集团公司

主要为钢铁、有色、电力、能源、汽车、矿山、石油、

化工、交通运输等行业及国防军工提供重大成套技术

装备、高新技术产品和服务，并开展相关的国际贸

易。主要有核岛设备、重型容器、大型铸锻件等产

品。是中国核岛装备的领导者，是世界炼油用加氢反

应器的最大供货商，是冶金企业全流程设备供应商。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围绕装备制造业和现代制造服务业两大核心业

务领域，主营业务包括机械装备研发与制造、工程承

包、贸易与服务、金融与投资四大主业，涉及机械、电

力、冶金、农林、交通、建筑、汽车、船舶、轻工、电子、能

源、环保、航空航天等国民经济重要产业领域。其中

机械装备研发与制造是国机集团重点发展的主体业

务。

中国东方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以大型发电成套设备、工程承包及服务为主业，

东方电气集团积极发展高效清洁能源，依托持续不断

的技术创新获得了长足发展，可批量制造1000MW等

级超超临界火电机组、1000MW 等级水轮发电机组、

1000MW—1750MW 等级核电机组、重型燃气轮机设

备、风电设备、太阳能电站设备以及大型环保设备、水

处理设备、电力电子与控制系统等产品，形成了“六电

并举”的产品格局。

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

不仅是实施国家大型飞机重大专项中大型客机

项目的主体，也是统筹干线飞机和支线飞机发展、实

现我国民用飞机产业化的主要载体，主要从事民用飞

机及相关产品的科研、生产、试验试飞，从事民用飞机

销售及服务、租赁和运营等相关业务。

中国煤炭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主营煤炭工程技术研发、服务与煤机装备、安全

技术装备研发和制造等业务。拥有地质勘探、矿井建

设、煤矿开采、矿山机械、煤矿安全、煤炭洗选、煤化

工、节能环保等覆盖煤炭全行业的专业技术体系。积

极推动科学技术成果转化，发展形成煤机装备制造、

安全技术仪器设备、工程技术服务三大产业板块，是

国内一流的创新型科技企业。

中国中钢集团公司

致力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重型设备研发、核心

产品制造和总成配套一体化的重型冶金设备制造基

地，中钢集团拥有国内最大、综合实力最强的耐火材

料、炭素、铁合金研发和生产基地，不断提高为钢铁工

业和钢铁生产企业提供综合配套服务的能力。

中国化工集团公司

在化工机械制造领域拥有卓越实力，橡塑机械制

造总能力居世界第三位。拥有国内唯一的离子膜烧碱

成套装置生产技术，产销量排名世界第三位，国内市场

占有率达 70%，金属阳极电解槽市场占有率达 90%以

上。中国化工的战略定位是“老化工，新材料”，有化工

新材料及特种化学品、基础化学品、石油加工、农用化

学品、轮胎橡胶和化工装备6个业务板块。

中国中车集团公司

主要经营铁路机车车辆、动车组、城市轨道交通

车辆、工程机械及环保设备产品的研发、设计、制造、

修理、销售、租赁与技术服务。建设了世界领先的轨

道交通装备产品技术平台和制造基地，以高速动车

组、大功率机车、铁路货车、城市轨道车辆为代表的系

列产品，其制造的高速动车组系列产品已经成为中国

向世界展示发展成就的重要“名片”。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是陆军武器装备研制发展主体

和三军毁伤与信息化装备研制发展的骨干力量，重点

建设高科技国际化兵器产品和国际一流的防务产品，

拥有国家重型装备、特种化工、光电信息等重要产业基

地。近年来集团重视国际化发展战略，在军品贸易、民

品贸易、开发海外战略资源等方面取得了重要成就。

（见习记者白璐整理）

【本领域龙头企业（部分）】

作为国内商业航天产业的领导者

和创新实践者，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

司及其下属公司正在致力于打造中国

版的“SpaceX”(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

司)。《中国企业报》记者从第二届中国

商业航天高峰论坛获悉，航天科工率

先发布了在中国商业航天领域的发展

蓝图。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董事长

高红卫表示，“航天科工五大工程的开

发与构建时间跨度将超过十年，涉及

子工程及分系统数千项，预计投资超

千亿，产出超千亿。”

中国的商业航天正在迎来春天。

2015年10月，首届中国商业航天高峰

论坛在湖北省武汉市成功举办，关于

卫星、技术、资本、商业、市场的思想和

观点在此交汇。而这一年，也被称之

为中国商业航天“元年”。

也正是在此次论坛上，高红卫作

了题为《发展商业航天产业的光荣梦

想与现实思考》的大会报告，并指出，

当前全球航天技术的主流发展阶段，

已走到大规模工业化生产阶段，必然

要进入广泛的商业化应用阶段，要对

商业航天的发展充满信心。

2016 年 2 月，航天科工注册成立

航天科工火箭技术有限公司，以期为

国内外客户提供灵活、方便、快速、经

济的卫星发射服务。公司成立仅2个

月即签订了首个商业发射服务合同，

并将于 2016 年底进行首次商业发射

服务，而具有更大运载能力的“快舟十

一号”运载火箭也计划于2017年进行

发射，并实现商业化应用。

火箭公司总经理胡晓涛认为，在

未来，国家的资金和力量将会投入到

更高风险、更高技术难度的领域，譬如

深海、深空、深地等领域，而已经非常

成熟的火箭发射领域，将会转向市场

和商用。

未来，航天科工将会重点打造飞

云、快云、行云、虹云、腾云五大商业

航天工程，持续构建快舟、开拓、羽

舟、巧舟、轻舟五大系列运载系统，开

发天信系列空间信息应用产品，在

“空、临、天”多层次着力构建全域信

息网络。

在高红卫看来，商业航天产业蕴

含巨大的价值，“商业航天领域每投入

1 美元，可以带来 7 美元到 14 美元的

回报，2014年全球航天产业经济总量

约3300亿美元，其中76%为商业航天

的产出。由此推算，全球航天产业带

动产生了几万亿美元的收入”。

市场的火热离不开政策的扶持。

2016年2月，国务院发布了《实施（中

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

若干规定》，为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打通科技与经济结合的通道，鼓

励科技成果转化明确了具体落实方

案。

“伴随着国家鼓励航天商业化发

展政策的不断出台，社会资本参与航

天领域的热情高涨。未来在更多社会

资本参与的环境下，我国航天商业化

进程将不断加快。”高红卫称。

（以上文字由本版编辑根据2016

年10月11日G04版《打造千亿工程，

航天科工构建商业航天新业态》一文

编写）

多年来，装备制造企业已经成长

为中央直属企业矩阵中的“航母”，然

而由于历史原因，有些央企的产业重

叠交叉，产业链过长，特别是房地产

和金融投资等其他业务占据很大比

重。对此，国资委正在通过强强联合

和兼并重组加快实现央企转型，突出

主业、带动副业。尤其是中央直属的

装备制造行业，如何实现制造大国向

智造强国的转变，提升装备制造业整

体的水平和实力，成为央企面临的新

课题。

央企撑起高端制造业

记者梳理发现，目前央企中的装

备类制造企业有中国航天科技集团

公司等 21 家大型企业，涉及航空、航

天、铁路列车、船舶，电站及煤矿设

备、通信及电子装备，特高压输变电

设备等产业，涵盖门类齐全，是我国

制造业的支柱企业，其产品不仅关乎

整个国家的国计民生，而且还代表着

国家制造业的整体水平。

在这些央企中，我国的航天制造

居于世界领先水平，其中航天液体火

箭技术及发射技术都是世界领先。

世界上拥有此类技术的国家仅有美

国、俄罗斯、法国和日本等少数国

家。近年来，长征系列运载火箭技术

成为我国高端装备制造的一面旗帜。

在造船方面，中船重工和中船工

业都是世界举足轻重的造船企业，国

内军工方面的052D驱逐舰及国产航

母都是在这两大造船企业公司旗下

制造，居世界领先水平。在大型电力

设备方面，东方电气和哈尔滨电气都

是主力骨干企业，我国大型火力发电

的电力装备主要由这几家公司生

产。而中国西电作为超高压传输设

备的领军企业，为巴基斯坦和哈萨克

斯坦等国家提供了设备并帮助建设

能源基础设施，是国家大型装备制造

企业“走出去”的代表企业。

核心技术成为行业短板

目前，我国装备制造业有了一定

的规模，尤其央企的高端制造企业表

现非凡。在制造工艺方面，虽然企业

的整机装配水平和使用性能具备了

一定的国际竞争优势，但一些关键技

术、核心零部件、元器件与主机的发

展水平相比仍然滞后，有不少需要进

口。如工程机械中的液压、电控、变

速部件，高铁机车的轴承、电控系统

软硬件，核电站的主泵、数字化仪控

设备，深海钻井装备中的钻头、封隔

器等核心部件，其技术含量更高，制

造工艺以及材质选用等还需要组织

行业共同技术攻关，进一步提升自给

率。

2015年，智能机器人设备与日本

的贸易逆差达到 8 亿美元，高端芯片

主要依靠从美国进口。而有些重工

装备企业的关键零部件如轴承、液压

件、密封件等往往还需要依赖进口和

外资企业，如“海油石油

981”的机电配套的自给

率只有10%。

正是由于这些核心部件技术和

制造始终阻碍我国装备制造行业核

心竞争力的提高，加之欧美对我国的

技术封锁，核心技术包括核心设备都

有对我国的禁售限制。从高铁列车

的国产化看出，核心技术受到很多的

限制，通过和西门子及日本相关公司

的多轮谈判，最终实现部分技术转

移，实现高铁的国产化，成为国家“一

带一路”战略中装备制造企业“走出

去”的成功典范。

不仅上述行业，就连高端装备的

大飞机、高铁列车、海工企业都存在

上述问题，核心技术的突破是装备制

造水平整体提升的关键问题。中国

航空发动机公司的成立，代表国家最

高端装备核心技术研发的重视程度

提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此举将对

我国航空发动机制造技术的提升起

到极大的推进作用，国产飞机以后会

逐渐摆脱依赖进口发动机的状态，包

括民用的C919等民用客机和大型运

输机运-20 等，都可以实现完全国产

化，并带动整体高端装备制造业的提

升。

运用智能化技术
加快行业升级

战略新兴产业规划实施后，许多

装备制造类央企也积极参与，纷纷进

军高新装备、光伏和风电等新能源领

域，涌现出很多成功的典范。

航天科技集团系统的航天万源

科技公司，本身是军民结合的制造企

业，在战略新兴产业政策的推动下，

航天万源布局新兴行业的装备制造，

成为从事以风机研发制造和风电场

开发为代表的风电产业、以稀土电机

应用为代表的节能产业、以汽车发动

机管理系统为代表的环保产业的多

元化业务上市公司。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二研究所，

始终致力于军事电子和信息产业的

发展，在微电子组装设备、液晶显示

器生产设备、真空焊接设备、清洗和

表面处理设备以及立体仓储设备研

发领域形成了优势，多项产品列入国

家重点新产品计划和国家火炬计

划。以微组装设备、液晶显示生产设

备等为代表的产品行业地位突出，远

销到日本、美国等国家和地区，成为

该领域的技术和行业领军企业。

不难发现，新兴产业的异军突起

为很多央企注入不竭动力，甚至中船

重工也涉足新能源产业领域，成为跨

界的装备制造央企之一。战略新兴

产业尤其是装备制造业，央企处于相

对的主导地位，超大体量的资金后

盾，支撑央企大力提高制造和研发水

平，提升装备制造行业的核心竞争

力。

当前，世界范围内正在掀起新一

轮工业革命的浪潮。虽然各个国家

对于新工业革命的阐释、出台的政府

规划各有不同，但是，将信息技术与

制造业深度融合却是异曲同工之路。

日前，我国经济渐入新常态，装

备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显得更为迫

切。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投

资研究所吴亚平认为：“‘中国制造

2025’的一个重要升级方向，就是要

探索如何运用智能化、网络化、数字

化的技术，来打造整个先进制造的体

系，撬动整个工业的升级换代”。

航天科工采访概述航天科工采访概述

央企力解高端装备技术难题
本报记者 郭伟

2016年10月11日星期二
编辑：康源校对：许舒扬美编：王祯磊 1111央企新势力央企新势力··调查调查 高端装备高端装备之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