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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上涨、原料短缺、生产中断、市
场波动、订单吃紧……疫情让很多企业
感受到来自产业链上“一断俱断”的压
力，让“供应链”一词被大众关注。

比如，当世卫组织宣布新冠肺炎疫
情为“大流行”后，口罩的供应吸引着全
世界几十亿人的目光。然而，别看小小
的口罩，其关键材料是由高熔指聚丙烯
材料加工制成的无纺布。这种无纺布在
各地的产能都不高，我国也不例外，因
此，这一产品的供应链和产业链，一时形
成全球之急。

掣肘之际，中国石油化工研究院紧
急启动熔喷料、熔喷布的研发工作，仅用
8天就攻克了相关技术难题，并完成了关
键设备采购、安装、调试，成功开发出中
国石油自主聚丙烯熔喷专用料。与此同
时，中国石化和国机恒天集团共约600多
名员工，经过12个昼夜的连续奋战，参建

各方通力合作，建成燕山石化熔喷无纺
布生产线，一次开车成功，产出合格产
品。随着新的生产线建成、投产，熔喷布
的产量大幅提升，口罩供求的紧张局面
得以缓解。

口罩生产的供应链压力，绝非个
案。危机之下，很多行业、企业开始了关
于“供应链”的反思。

“国际分工不断深化，全球供应链体
系不断扩展、深度交织。”工信部赛迪研
究院政策法规研究所所长栾群说，疫情
在一定程度上将加速全球供应链重构。

在栾群看来，疫情如同一次对制造
业的全面“体检”，可以更好意识到哪些
环节薄弱，及时补齐短板，有利于在变局
中抓住机遇。 以呼吸机为例，针对全球
呼吸机供应不足的情况，航天长峰作为
央企中最主要的呼吸机生产商，在做好
自身防疫工作基础上，积极保障呼吸机

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开足马力保障
生产，支援有需要的国家抗击疫情。我
国呼吸机部分零部件可自主供给，但涡
轮、传感器等关键零部件，很大程度上依
赖进口。

“现在全公司上下都在加班加点生
产呼吸机。”航天长峰总裁、医学物理与
生物工程博士苏子华介绍，这次疫情中
使用最多的主力机型是经鼻高流量呼吸
机，每周产量约200—300台，但仍有上千
台的任务订单在排期中。为解决关键零
部件“卡脖子”问题，公司在相关部门的
帮助下，正从国内外寻找供应商。

“根据市场动态，提升制造竞争力是
当务之急。”业内专家认为，危机之下，不
仅是防疫物资行业，其他许多企业也都
开始了关于“供应链”的反思，从中传导
出的压力会倒逼企业前行，推动全球制
造格局调整。

保障全球供应链 央企贡献“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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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报》记者通过梳

理发现，在维护全球供应链稳

定方面，央企国企势大力沉。

近期，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新基建”的举措，
对此，工信部特别提出，要加快工业互联网示范
点的推广与普及。

“推动实现信息、技术、产能、订单共享，实现
精准配置与高效对接，有利于加强供应链的协
同。”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副总工程师田野认
为，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一个国家供应链的
水平高低，是一个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标志。

综合国务院国资委消息，截至2018年底，中
央企业境外单位是11028户，分布在185个国家
和地区，境外资产总额达到7.6万亿元。央企作
为“走出去”的主力军，复工以来，充分利用“互联
网+”技术，推动供应链管理水平提升。

疫情防控期间，在非洲的安哥拉卡约新港项
目，中交集团充分启用网络办公等手段，为项目
即将进入快速施工期做好人机料、工艺方案、施
工计划、后勤保障等准备。与此同时，设在泰国
的中国冶金地质总局黑旋风公司，也通过视频方
式，对生产过程进行远程指挥调度，与此同时，联
系非疫区中方管理人员迅速赶往泰国公司开展
生产经营。

“充分利用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大
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革新企业管理理念，以互
联网思维和信息化技术，促进国际业务稳步发
展。”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副主席刘然玲说，发挥
各自在国内外信息资源、业务渠道、技术、管理等
方面优势，分工合作，相互创造、共享市场机会，
不但能增强整体竞争力，而且还能实现供应链的
战略升级，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

以“互联网+”为契机，开展以供应链金融为
核心的跨境贸易综合服务业务，打通国际贸易

“最后一公里”。
“无论是作为供应链的上下游，还是作为最

终产品的消费市场，中国都举足轻重。”商务部国
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对外贸易研究所副所长
竺彩华向媒体表示，从中国制造业在全球地位来
衡量，目前，中国制造业占全球制造业总产出的
比重，已经从2005年的8.5%提高到现在的30%左
右，中国是当之无愧的“世界工厂”。再从贸易市
场来衡量，中国是全球最大的货物出口国，也是
第二大进口国，因此，专家认为，中国的疫情稳定
和生产稳定，对维护全球产业链至关重要，将为
全球供应链起到“稳定锚”的作用。

综合国务院国资委最新消息，央企
是“走出去”的主力军，既连着全球供应
链、产业链，也是大量海外工程的承建
者，所以，面对疫情，央企供应链的稳定
性，对全球产业链的可靠性不可或缺。
为此，许多央企或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或
灵活应对形势，努力将疫情的不利影响
降到最低。

《中国企业报》记者从国药集团获悉，
为了保证央企海外机构的疫情防控和复
工复产工作顺利开展，该集团提前与中国
有色、中国交建联系，联手做好海外物资
支援和药品保障工作。截至目前，集团已
收到来自50余家央企、覆盖30余个国家
海外机构的物资需求，包括医用防护物资
数千万件、检测试剂逾10万盒、中西药品
数千盒、呼吸机等设备上万台。截至3月
23日，为澳门南光集团采购并发送20万
只口罩；为吉布提卫生部等外国机构实施
采购等工作；与中国交建、中国联通、三峡

集团、中国铁建、中国建筑、中广核、国家
电力、国家电网、葛洲坝集团、太平洋保
险、华腾集团等17家央企，对接各类物资
的采购和发运等事宜。

为稳定全球供应链，贡献中国力量
的央企还有很多。《中国企业报》记者通
过梳理相关资料发现，不同央企的主营
业务虽然各有不同，但几乎是所有的涉
外央企，通过整合各种资源，以“产能+”，
力保全球产业链安全稳定。

中国电子旗下深科技公司是金士
顿、希捷、西部数据等行业巨头的重要供
应商，多年来，为西部数据供应50%左右
的盘片。一旦深科技停产，全球行业市
场都会受到严重影响。为保障产业链安
全，深科技不管是春节还是疫情期间，生
产线上员工在岗率依然在50%左右。

在中国化学工程桂林公司橡院生产
基地，复产任务主要是保障重要客户在
泰国、越南、美国等6个国家的在建轮胎

工厂项目的设备供应。旗下天辰耀隆生
产的硫酸铵，也在按计划出口众多发展
中国家和地区。

中国铁建施工的莫斯科地铁西南线
项目，克服严寒等不利条件，按时完成首
台盾构机“达利亚”号始发。

中国铁物所属中老铁路项目部磨
憨、琅勃拉邦、万象三个物资储备基地，
合理调度人员设备，确保正常运营服务。

中国建材下属企业，全力保障110多
项海外水泥、玻璃、光伏、节能等工程的
建设进度，其中多个项目按时成功点火。

中国中车出口全球各地的轨道交通
装备，正在有条不紊地执行既有订单。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所属的恒天九五
重工，作为工程机械、新型纺织机械和新
材料装备为主业的高新技术企业，水平
定向钻机一直畅销东南亚等地，为确保
向马来西亚、印度如期交货，公司客服疫
情影响，一直加班加点。

“供应链”告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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