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在一线：央企纪行2016
本报记者对部分央企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与运营重点项目采写概述（上）

2016年，央企改革进一步深化。企业重组、混合所有

制改革以及产业结构调整成为几大主线。8月至10月，《中

国企业报》记者奔赴大江南北，深入一线，对部分央企战略

性新兴产业发展状况进行了调查。调查报道刊发后引起了

相关企业、广大央企以及国资委的高度重视，被评价为对央

企产业结构调整具有现实参照价值的一次有意义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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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3央企新势力央企新势力··亮点亮点

采访记者：赵玲玲 采访日期：9月12日

采访地点：航天科工及航天科工集团第四研究院等子公司

采访对象：航天科工集团第四研究院副院长张镝等多个子

公司负责人

采写稿件：《打造千亿工程，航天科工构建商业航天新业态》

（见9月30日本报）

战略性新兴产业模式：打造商业航天工程，走中国特色的军

民融合发展之路

在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过程中，航天科工坚持军民融合，通过深

入实施“装备制造业与信息技术产业融合发展，航天防务产业民用产业

同步升级”的战略举措，在信息技术、装备制造等方面开发了一系列军民

结合的高技术产品。

2016 年 2 月，火箭技术有限公司注册成立，以期打造中国版的

“SpaceX”(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作为国内第一家商业火箭公司，该

公司成立仅2个月即签订了首个商业发射服务合同，并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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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载火箭也实

现商业化应用。

对于火箭技术公司来说，要做好三件事：价格是否低廉，是否能按需

发射，还有产品的美誉度。‘快舟’固体运载火箭目前每公斤成本在1万元

左右，价格极具竞争力，可以成为航天科工军民融合发展的又一个典

范。火箭发射服务只是火箭公司发展的第一步，未来还会向诸如卫星应

用、飞船发射、深空探测等更多的商业航天领域发展。

放眼全集团，采访短短的一天里还感受到集团公司董事长高红卫对

于航天科工打造千亿“五朵云”的宏大畅想：“在商业航天领域，航天科工

计划重点打造飞云、快云、行云、虹云、腾云五大商业航天工程。这五大

工程的开发与构建时间跨度将超过10年，预计投资超千亿元，产出超千

亿元。”

高大上公司的商业算盘

采访记者：赵玲玲 采访日期：9月26日

采访地点：华侨城集团公司总部及子公司华侨城文旅科技公司

采访对象：华侨城文旅科技总经理李坚等多个子公司负责人

采写稿件：《当传统遇见未来：华侨城的战略新兴产业布局》

（见10月11日本报）

战略性新兴产业模式：搭建数字娱乐平台推进“文化+科技”发展

深圳华侨城集团公司是国内主题公园的龙头企业，处于一个完全竞

争性市场中。在竞争中，华侨城推进“旅游+地产”的创业模式、创新“旅

游+互联网+金融”的补偿模式、深耕“文化+旅游+城镇化”的发展模式，

与互联网、金融等结合起来。

这其中，“文化+科技”的发展模式是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重

点和方向。2011年6月,华侨城搭建了自己的数字娱乐平台——深圳华

侨城文化旅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侨城文旅科技”）。作为

“文化+旅游+科技”的示范企业，高科技文化旅游产品的研发是华侨城文

旅科技的核心竞争力。

华侨城文旅科技基于对体验式文化内容的持续开发、以VR/AR为

主的高科技仿真技术的综合应用，自主研发出了全球首创的360度全景

天地剧场、影视跳楼机、时光飞车、飞行影院、主题Dark Ride、动感球幕

影院、灾难巨幕体验剧场等20余项具有国际专业水准的高科技文化旅游

产品，深受市场青睐，并成功输出土耳其、越南等海外市场。

对于今后如何进一步结合 VR 技术、可穿戴设备等新技术开发更

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华侨城文旅科技确定了在新技术应用领域的三

大战略方向：一是升级和创新主题公园游乐项目，将VR和传统轨道类

项目结合，增强游客互动体验。二是打造虚拟现实主题公园，综合运

用多样化技术，通过多样主题场景和创意互动，给游客带来沉浸式娱

乐体验。三是打造 VR 动感平台，适用于影院、游戏厅、家庭和网吧等

场所。

在华侨城体验虚拟现实

采访记者：郝帅 采访日期：9月20日

采访地点：中国航信总部及研发中心

采访对象：中航信移动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薄满辉等

采写稿件：《中国航信：经济下行语境中的央企转型路径》

（见10月11日本报）

战略性新兴产业模式：基于安全可靠基础软件的民航客票交易

到中国航信采访时值夏末气温仍高，来到位于国家会议中心的中国

航信研发中心，一进门，为了保持机器正常的运转机房特有冷空气便扑

面而来，立刻让记者汗毛直竖。上百个工程师组成的“矩阵”正在紧张工

作。

“这就是负责‘核高基’研发的技术团队所在地。”随行的中国航信相

关负责人指着闪烁的大型显示屏列阵告诉记者，“项目能够顺利运行并

成功投产，都是靠研发中心才能做到。在这里的人长时间从事研发工作

枯燥乏味，以他们的学历和经验只要跳槽都能得到比现在多得多的丰厚

利润。能守在这里，就是因为有要以自主研发的系统对抗国外同行业竞

争对手的情怀。”

作为市场领先的航空运输旅游业信息技术和商务服务提供商的中

国民航信息集团公司，坚定以自主研发为基调布局新兴信息产业。其拥

有多项自主知识产权的“航旅纵横”和基于安全可靠基础软件的民航客

票交易系统应用研究与示范工程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为了打破信息不对称，为旅客构筑一条便捷获取自身信息的权威

通道，中国航信打造了其历史上第一个面向客户端的移动互联网产品

——航旅纵横 APP。可以说，“航旅纵横”将我国民航服务水平提升到

一个新高度，是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的实际范例。

接着，中国航信承接“核高基”课题的基于安全可靠基础软件的民航

客票交易系统应用研究与示范工程，更是其布局新兴战略产业的典型案

例。

跟大央企人谈卖票的“小事”?

采访记者：石岩 采访日期：8月16日

采访地点：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14所、28所

采访对象：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14所下属公司副总经理

刘刚等

采写稿件：《中国“智局”的电科模式》

（见9月13日本报）

战略性新兴产业模式：聚焦“智慧”与“安全”，致力芯片和空

管系统国产化

多年来，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根据市场需求变化和技术发展趋

势，在强化关键技术研发、实现重点领域突破、走出技术“低端锁定”困境

的同时，通过加强顶层谋划、强化战略引领，聚焦“智慧”与“安全”两大事

业，在芯片和空中交通管理系统国产化、微系统生活化交出了不俗的成

绩。

中国电科14所是中国雷达工业的发源地，在需求牵引之下，下属企

业国睿集团成立了两家芯片设计公司。中国第一款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高端芯片—“华睿1号”正是在此诞生。2011“华睿1号”年率先通过了

“核高基”重大专项验收。除此之外，中国电科14所继续承担了“十二五”

“核高基”重大专项中“华睿2号”DSP芯片的研制工作。目前完成了所有

的测试，预计今年完成并推向市场。

空中交通管理系统历来被国际垄断，中国企业在此领域鲜有涉足。

作为最早布局此领域的企业，中国电科28所依托单位雄厚的技术实力，

打破领域壁垒、攻下技术核心，实现该领域的突围。目前中国电科28所

交管领域的核心产品占据了行业领先地位，掌握了多项核心技术，具有

空中交通管制系统、模拟训练系统、场面监视系统、多机场协同放行系统

等成熟产品。其中国内市场空管自动化系统的市场占有率达到70%，场

面监视系统达到30%，并实现了空管系统、模拟训练系统的出口，研制的

“牧羊人-2000”（NUMEN-2000）系统曾获得“2015 中国原创技术奖”。

不仅如此，产品还走出国门，已在肯尼亚等一些国家成功投入使用。

央企“智慧”让我肃然起敬

采访记者：蔡钱英 采访日期：9月1日

采访地点：中国移动创新大厦

采访对象：中国移动研究院副院长黄宇红

采写稿件：《中国移动：5G时代 引领未来》

（见9月30日本报）

战略性新兴产业模式：打造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生态圈

作为国内5G产业的领军企业，中国移动正在快速推进5G布局，并

以推进5G网络商用为契机，引领构建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生态。中国

移动将在5G标准制定、技术验证、产业链构建和产品成熟等方面加强工

作，并成立5G联合创新中心，聚焦基础通信能力、物联网、车联网、工业

互联网、云端机器人、虚拟/增强现实等六大重点工作领域，促进5G创新

发展。中国移动研究院副院长黄宇红表示，中国移动力争2020年商用

5G网络，而实现2020+愿景的四大着力点则是4G+提速升级、网络转型、

5G研究、联合创新。

此外，2月启动中国移动5G联合创新中心至今，合作伙伴已由最初

的 11 家增至 42 家，中国移动将集合设备厂商、垂直行业厂商等多方力

量，共同促进5G创新发展。“不仅仅是出于运营商自身的考虑，更重要的

是，将国内外顶尖的行业企业聚拢在一起，打造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新一

代信息技术产业生态。”黄宇红表示，“5G联合创新中心的合作伙伴都是

在通讯、互联网、信息技术行业领先的企业，通过企业间的合作，可以快

速突破5G技术的研发瓶颈，并有助于制定能够被行业广泛接受的5G网

络标准。这将是各国运营商未来商用5G网络的先决条件。”黄宇红强

调，“但更重要的是5G网络商用后的应用问题，通过了解行业企业的具

体需求，作为运营商可以在相关领域提前布局，这样才能够为用户提供

更多针对性的服务，并以此建立起更为全面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生态

圈——高速率、大连接、低时延，以用户为中心，性能指标更加多维，更加

绿色。”

当行业号召力成为生产力

采访记者：蔡钱英 采访日期：9月23日

采访地点：新兴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及子公司北京三兴汽车

采访对象：新兴际华集团总经理杨彬、（北京）应急装备技

术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郑明江等

采写稿件：《扩围应急救援产业 新兴际华为生命留下通道》

（见10月11日本报）

战略性新兴产业模式：基于军队后勤保障基础优势，聚焦

应急救援产业

自国家出台意见鼓励“加快应急产业发展”以来，新兴际华积极开辟

新的业态发展领域，凭借几十年军队后勤保障的基础优势和在装备制造

业的技术优势、市场优势，将应急救援产业作为今后重点发展的新兴产

业。目前已在全国布点60多家应急救援企业，覆盖范围广，产品种类齐

全。

2011年8月，集团牵头成立了国家“应急救援装备产业技术创新战略

联盟”。2013年10月，联盟成功入选科技部国家试点联盟，成为国内应急

领域唯一入选的联盟。联盟的核心成员单位共328家，包括央企、事业单

位、民企、科研院所、高校等。

“十三五”期间，新兴际华将着重打造“安全谷”项目。“安全谷”是应

急高端装备要素汇聚之谷，是应急科技服务之谷，是应急救援现代服务

业集群，旨在构建一个符合中国国情，全方位、立体化的公共安全网。

“安全谷”的建设将会成为国家应急产业和科技服务业的示范基地，

成为驱动我国应急产业发展的强大引擎，中国应急管理与世界接轨的桥

梁，新常态下产城融合的新动力，首都乃至京津冀地区的安全保障。

“安全谷”将汇聚先进智能、安全可靠、标准规范的装备，一体化的解

决方案和专业化的培训演练，全面提高救援与处置能力。预计到“十三

五”末，“安全谷”累计投资将达百亿元，形成年收入约500亿元，利税总额

约50亿元，国际一流、中国顶级的应急产业高端要素集群初步在这里实

现，并向全国辐射。

民生意识让应急成为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