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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有企业的深化改革，市场的激烈竞争，陕西国

企积极以创新求生存。陕西众多大型企业，放眼全国，与

国内各类著名高校进行深层次合作开展科研开发，充分

说明了国有企业改制的成效以及积极谋求自主创新的决

心。许多企业通过广泛与国内各类高校的科研合作成功

抢占了某些产品技术的“制高点”，在竞争中获得了主

动。更可喜的是，少数国有企业还与国外的高校建立了

科研合作关系，这对于陕西的企业融入国际市场的竞争

将产生很大的帮助。

搭建行业尖端品牌

11 月 25 日，陕西省土地工程建设集团与陕西师范大

学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本次签约是贯彻落实“国家大

数据战略”和“三深一土”科技创新发展战略的具体体现，

旨在依托高校优势学科，统筹校企双方优质资源，推进企

业与高校优势互补，为促进技术转移和成果转化提供新

引擎，为土地工程学科建设、土地工程科技创新及人才培

养打造新高地。

陕西省土地工程建设集团总经理韩霁昌说，集团与陕

西师大合作，可以实现很强的互补性。基地成立后，双方

将通过优势互补和深入融合，推动土地工程科技创新、土

地工程学科建设和复合型人才培养，同时，搭建“四主体

一联合”新型研究平台——土地工程大数据分析应用研究

院，促进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融合、科技研发与产业发展

融合，将依托这个平台，瞄准国际、国内一流水平，形成西

部地区乃至全国的土地科技创新及人才培养新高地，为

土地工程大数据建设探索出一条路子，为促进土地工程

行业发展和陕西省追赶超越做出新的贡献。

陕西师范大学校长程光旭告诉记者，大数据研究院将

以地建集团为需求主体，将以国家及区域的经济发展重

大需求为导向，以实施重大科技创新项目和土地大数据

的应用、分析研究为抓手，充分利用陕西师范大学的优势

学科和多学科的集成、交叉研究，重点进行土地工程的科

技创新、土地工程的学科建设，力争将研究院建设成为集

应用性研发、产业化服务、成果转化、人才培养于一体的

具有丰富特色的研发机构，最终共同建成国家土地整治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培育基地的示范中心。

韩霁昌告诉记者，集团先后与中国科学院、麻省理工

学院等国内外知名院校开展了合作，和长安大学联合成

立了国内首所土地工程学院。去年加入麻省理工学院全

球产业联盟计划，成为联盟中唯一从事土地工程的高科

技企业。“十三五”期间，集团公司将建设成为具有国内高

端技术水平和强大创新能力的土地工程行业标杆企业，

成为陕西省经济发展中质量效益、品牌现象双佳，具有一

定社会影响力的省属国企，成为发展土地工程研究、建设

土地工程学科、培养土地工程人才的科技尖兵企业。

强强联合自主创新

近年来，陕西国企中开展校企合作的企业不在少数。

陕煤化集团公司是陕西省省属特大型能源化工企业。近

几年来，陕煤化集团通过调整产业结构和技术进步，实现

了产业升级，通过发展循环经济，延长了产业链，实现了

每两年翻一番的发展，经济规模和实现利税跃上了新的

台阶。近日，陕西煤化集团与西安科技大学共建“煤炭科

技创新基地”，双方将构建陕西、西部乃至全国煤炭科技

创新新高地，全面提升煤炭科技创新能力。

陕煤化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尚建选告诉记者，目前，陕

煤化集团与中国矿业大学、长安大学、西安科技大学、西

安建筑科技大学等高校在包含煤炭、化工、新材料、新能

源和工程化开发5个领域19类技术方向签订了产学研合

作协议，针对煤矿机电装备制造生产过程的信息化、智能

化现状，有效提升陕煤化煤矿装备安全性和可靠性技术

水平。陕煤化集团与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联合开发的“输

送床粉煤快速热解项目”已经进入实际领域应用中。“凡

陕煤化集团立项的项目，我们都将在资金、设施、平台、团

队及产业化应用等方面给予全面支持。”

陕西省国资委宣传处处长法自领告诉记者，近几年

来，陕西省国资委联合陕西省教育厅积极推进和鼓励陕

西省属企业与省内高校战略合作，服务企业自主创新，促

进校企双赢。延长石油集团、陕西煤业化工集团等 21 户

省属企业与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等 21 所高校在

共同研发、科技攻关、技术转让、技术入股等方面签订了

战略合作协议。陕西省属企业与省内高校在围绕校企共

建、成果转化、重大科研项目联合攻关、高素质科技人才

培养等重点领域，开展了卓有成效的交流与合作。陕西

秦川机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与西安交通大学共建的高端

制造装备协同创新中心，已成功开发出复杂曲面精密测

量机并形成产业化生产能力。

业内人士指出，校企合作应该重点围绕四个方面开展

产学研协同创新：一是围绕传统产业升级改造，攻克一批

共性关键技术；二是围绕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培育一批高

新技术项目；三是围绕提高合作创新能力，完善创新服务

平台；四是围绕企业重大工程项目和重点专项课题，加快

引进和培养一批高层次创新人才。将高校的学术优势和

企业的资本优势融合在一起，使科研成果与社会市场需

求实现完美对接，大大加速了科研成果的转化与运用，真

正做到产学研一体化。

本报记者 刘剑波

在刚刚结束的 2016 年 11 月上海

工博会上，由航天四院也就是湖北三

江航天红阳机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红阳公司”）研发的三维激光机器人

焊接工作站和管道焊接机器人一出

场，就以其靓丽的外形、优异的性能、

稳定的表现备受关注，现场斩获客户

10余家、签单2000余万元，打出了漂

亮的一仗。其实，这两个明星产品在

市场“攻城略地”的背后，离不开红阳

机电装备研发中心两支项目研发团队

的辛苦付出。

逆势而上
开启不一样“光”年

从闭门潜心做研发到开门笑迎八

方客，2016年，对于红阳公司来说，是

成果丰硕、备受关注的一年。“2011年，

是个重要的转折点。”回顾智能装备研

发起源之路，红阳公司总经理李新华

深有感触。此前公司主要经营各种翻

转平台、环保设备等非标设备，在激烈

的市场竞争中，产品技术优势不明显，

行业内同质化竞争严重。“一定要开发

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

当年 8 月，在为某特变电工企业

开发大型变位机等非标装备过程中，

红阳公司敏锐地观察到沿海城市的民

工荒、劳动密集型企业的人才荒已成

为制约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国家要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

转变，传统行业转型升级迫切需要提

升装备的自动化水平，机器人取代人

工劳动将成为一种必然趋势。”李新华

对记者如是表示。于是，红阳公司毅

然决定走传统制造向智能制造的转型

发展之路，把高端智能装备开发作为

公司主要发展方向。

项目锻炼、课题考察、现场观察，

围绕着这个目标，各路人才很快汇集

成一个团队，两个突出的领头人也脱

颖而出：罗刚，红阳公司第一项民用包

装机械设备专利的发明人，集团公司

三个“优秀发明人”之一，具有丰富的

从业经验和突出的创新才华；罗宏毅，

专注电控三十年，功底深厚、热爱学

习、十分敬业，还有很强的抓总管控能

力。两个带头人的选定，奠定了机电

装备研发中心双峰并峙的局面。至

此，围绕集成创新、自主创新两个方

向，两个团队并肩奔跑，以非一般的速

度开启了科技公司不一样的“光”年。

合力超跑 追赶那束光

以先进焊接技术湖北省重点实

验室为支撑和平台，由罗宏毅带领的

激光装备研发项目组，从确定方向到

惊艳亮相，前后用了不到三年的时

间。对于这个由机械工程师与电气

工程师组成的团队而言，这是一段自

我学习、不断加压、一路超跑的旅程。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激光加工

设备属于技术、专业性较强的精密产

品，其关键技术涉及“光、机、电”装备

结构设计及系统集成的多个难题，包

括机械本体结构设计与生产工艺、控

制系统集成、切割与焊接工艺研究

等，涉及面广，关键技术较多，要在一

年内做出成品，研发期非常之短。

为了解决上述难题，罗宏毅带领

的激光装备研发项目组通过市场调

研、资料搜集、人员培训三大手段提

升项目组成员攻关能力。与此同时，

项目组还制定了严密的工作计划和

管理要求，每周末召开工作讨论会并

发布会议纪要，提倡及时交流与有效

沟通。

与严格的管理制度相对应的，是

成员之间融洽的团队氛围。项目组

成员中，杨飞的动手能力强、脑子活、

善创新、爱琢磨，从设备装调到参数

制定，都贡献了不少金点子；而林正

东学习能力强、经验丰富，而且能吃

苦、善协调，又在总厂工作过一段时

间，人脉较广，当仁不让地成为罗宏

毅钦定的对内对外总协调。

于是，在罗宏毅的牵引下，不仅

项目组的年轻人抱团成为一个“会研

发的乔布斯”，还把公司本级的技术

大拿唐众民、付兴柏、王维新，特级技

师罗安鑫发展成了有求必应的编外

智囊库。军民两线技术员的智慧融

合，使项目组迅速成长，以一年一件

产品的研发速度很快打入激光市

场。并凭借两次产品研发积累的技

术经验，在2015年拿下了单笔千万的

市场订单。

一路领跑 撑起一杆旗

一身朴素的蓝色工作服、一双轻

便的黑布鞋，在红阳公司的很多技术

人员看来，机电装备研发中心专业总

师罗刚像是一个“扫地僧”般神一样

的存在。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在十

余年的产品研发历程中，罗刚先后申

报专利19件，15件专利获得授权。其

中，授权发明专利7件，授权实用新型

专利8件。

“看到机器那金属的质感就会莫

名的兴奋，就像别人说的打了鸡血似

的。”坐在记者对面的罗刚谈起自己

的专业，双眼冒光、滔滔不绝。或许

就是这种发自内心的喜欢，让遥遥领

先的他始终一路向前，保持着领跑者

的姿态。

值得一提的是，在接手机器人工

作站的设计任务后，不到三个月的时

间内，罗刚便实现了对机器人的全方

位探索，并形成了自己的解读。“这是

一个非常好的项目，一个设计师一辈

子能遇到一个好的产品，是一种幸

运。”罗刚这样激情澎湃地对团队的

年轻人说，他也从一个年轻人同样火

热的眼神中看到了年轻时的自己。

刘华星，本是配合团队操作的电

工，因对电控专业发自内心的喜欢，

经常利用周末自学编程，还自筹资金

到北京进修，学习相关知识。全位置

管道焊接机器人调试过程中，从平焊

到立焊到仰焊，几个小时的操作不能

停弧，还要贴近产品细致观看焊缝成

形质量，对眼睛伤害极大。几个月调

试下来，刘华星不仅毫无怨言，还默

默将摸索出的工艺参数提出供罗刚

参详。对专业求知若渴，对人才同样

求贤若渴的罗刚，在不遗余力地帮助

刘华星实现工程师之梦时，还推动刘

华星从工人到技术员的身份转变。

“从他身上我能感受到热血沸腾

的激情。”相对于罗宏毅的循循善诱，

不善言辞的罗刚通过一封封邮件传

递着自己的心得与行业的动态，就在

静默无言的互动中，团队也渐渐拧成

一股绳，携手一路阔步前行：2012年，

历时4个月，首台HJ62-350焊接机器

人工作站完成研发；2014 年，第一代

石油管道焊接机器人研发成功；2015

年，全位置石油管道焊接机器人完成

开发；2016 年，三维六轴激光切割机

器人获《湖北新闻》头条聚焦……十

几年如一日奔跑，每一个终点，对罗

刚来说不只是一个个站点，也是一个

个加油站。

两个总师，两个团队并肩作战，

对于机电装备研发中心整个大的智

能装备家族来说，这种双峰并立的局

面，让他们在并肩作战的同时，更时

刻保持着一种“紧张”。“这是一种幸

运，有人同行，也有人告诉你不能懈

怠。”当问及两个团队、两个总师有何

感受的时候，两位总师不约而同地用

到了“幸运”一词。

企校合作优势互补
陕西国企走自主创新之路

合力突围，从制造到“智造”
——记湖北三江航天红阳机电有限公司智能装备研发团队

陈新勇沈佳 本报记者 赵玲玲

地方

中国建筑业正在革新。

住建部办公厅总工程师兼办公

厅主任王铁宏在接受《中国企业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传统建筑技术已经

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加上节能减

排的要求，必须加快转型，大力发展

和推广工厂化装配式建筑。

然而，“老百姓主观上还是更愿

意接受钢筋混凝土的传统建筑，对于

新式的装配式建筑了解甚少。”北京

燕通公司技术总监任成传在接受《中

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这样讲道。

因地制宜
发展装配式建筑

北京燕通公司是由北京市政路

桥集团和北京市保障性住房建设投

资中心两大国有企业，为加速推进北

京市保障性住宅建设、践行住宅产业

化理念，于2013年8月合资组建的一

个新公司。

近年来，北京燕通公司积极致力

于住宅产业化的研发、应用、推广，在

广泛调研、深化引进、整合资源的基

础上建成了北京市最大规模的建筑

产业化基地，成功打造了北京市第一

条住宅产业自动化生产线，实现了建

筑领域的新突破。

然而，记者在采访过程中了解

到，该公司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公

司成立三年以来，经营业绩连年亏

损。“虽然北京市政府已经给了我们

很大的支持力度，但即便如此，效益

却始终提不上去。”任成传坦言。

“虽然目前市场已经具备充足的

准入条件，但是对于企业和政府而

言，还是存在相应的局限，比如技术

及标准层面，人才培养，政策扶持等

等。”中冶建筑研究总院有限公司院

长岳清瑞对《中国企业报》记者说，因

此，要培育多元化发展的装配式建筑

市场，走因地制宜、差异化发展的技

术路线，同时通过政府推动，发挥产

业政策作用，扶持全产业链龙头企

业，打通全产业链和全供应链。

王铁宏表示，“装配式住宅(尤其

是钢筋混凝土装配式住宅)，作为当前

住宅建设的新型技术手段，其本身已

涵盖了产业化、工业化、工厂化的内

容，是促使传统的建设方式向集约、

节约、绿色、环保、科技等现代化建设

方式转变的有效途径，是绿色建筑的

新载体，值得大力推广。”

今年2月，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

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

干意见》，指出在发展新型建造方式

上，大力推广装配式建筑，鼓励建筑

企业装配式施工，建设国家级装配式

建筑生产基地。力争用 10 年左右时

间，使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的比例

达到30%。

发展装配式建筑
万事俱备

从全球范围看，绿色化、信息化

和工业化是建筑产业发展的三大趋

势，装配式建筑正是顺应了这一趋

势，同时也是气候变化巴黎协定和

中美联合声明的重要内容。

“以北京为例，上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沿二环、三环建设 2000 万

平方米高层大板房住宅，可以说轰

轰烈烈，同时政府编制了《装配式大

板居住建筑》JGJ 等相关技术标准。

可是，由于受经济水平、基础材料、

技术管理等多方限制，出现了冬冷

夏热、渗漏水、隔音差、维护费用高

等缺陷。到了上世纪 90 年代，正值

福利房改革，受到商品混凝土、建筑

业模式、技术问题等限制，大板体系

一下子被‘判死刑’，没有给任何提

升发展的机会。其中的 20 年断档期

教训深刻。”岳清瑞在接受《中国企

业报》记者采访时指出，如今随着社

会经济发展迅速，科技水平的提高，

发展装配式建筑成为必然，“30 年前

的经历加上 30 年后的巨变，都是我

们今天发展装配式建筑的经验和基

础。”

有数据显示，到 2020 年，新建绿

色建筑市场增量规模将达到 2100 亿

元，年均复合增长率将超24%。

“如此庞大的市场是发展装配式

建筑的绝佳优势。”岳清瑞认为，我

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拥

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建筑市场，在

社会发展、经济基础、科技水平等方

面也已具备发展装配式建筑的条

件，“万事俱备，任务已定，重在落

实。”

装配式建筑发展提速 国企助力中国建筑业革新
本报记者 蔡钱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