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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2 月份，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巨石”）玻纤零碳智能制造基地

在江苏淮安奠基。该基地一期工程年产 40

万吨高性能玻璃纤维，生产线及配套工程项

目总投资约 56 亿元，将通过充分开发可再生

能源，全部采用绿电生产。

当前，玻纤行业景气低迷，作为头部企

业，中国巨石坚持稳中求进，持续推进高质量

发展。“发展是解决困难的有效手段和途径，

企业越是在发展关键之时、困难之际，越要注

重投入，谋求发展。”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

总裁张毓强说。

应用拓展新空间

在中国巨石的展厅里，记者注意到，玻璃

纤维目前已广泛应用于建筑建材、交通运输、

节能环保等领域。而这一切的起点只是几块

平淡无奇的石头。

作为工业强基的重要新材料，玻璃纤维

以高岭土、叶腊石、石英砂、石灰石等天然矿

石为原料，按一定的配方，经高温熔制、拉

丝、络纱等数道工艺制成。其单丝直径在几

微米到二十几微米之间，相当于一根头发丝

的二十分之一至五分之一。从石头到细丝

的蜕变，其价值远非身价翻 10 倍这么简单。

“在工业产品中，玻璃纤维犹如水泥里的

钢筋，可以使材料更轻、更牢固、绝缘、耐腐

蚀，正在成为钢材、木材、石材等传统材料的

有力替代品。”中国巨石副总裁杨国明介绍。

中国巨石玻纤纱年产能超 260 万吨。面

对市场新形势，中国巨石持续提升风电用纱、

超薄电子布等高精尖和高附加值产品的比

重，打开发展新空间。

4 月 15 日，明阳智能 MySE216 陆上超大

型 玻 纤 叶 片 成 功 下 线 ，叶 轮 直 径 达 到 216

米。其扫风面积约 4 万平方米，大约相当于

5 个标准足球场，单台风电机组每年可输出

超过 2500 万千瓦时的清洁能源。

全球风电机组叶片叶轮直径长度持续刷

新纪录，离不开新材料的支撑。为提高低风

速下风力发电机组的效率，增加叶片长度、提

高风能捕捉能力已成为行业发展趋势。作为

大兆瓦风电叶片的骨骼，高模高强玻纤的成

功研发，使超百米叶片的应用成为现实。

“我们为风电叶片实现大型化、轻量化提

供更优解决方案，有效支撑了风电平价。”中

国巨石玻璃纤维研究院副院长顾桂江告诉

记者。

在“双碳”目标引领下，新能源产业迅猛

发展，中国巨石抢抓机遇。在风电领域，全球

每年有超过 100 万吨的玻纤投入应用。中国

巨石作为玻纤出口龙头企业，全球每 3 支风

电叶片就有 1 支在使用其产品。

在光伏产业，现有的光伏板边框由铝合

金制成，恶劣环境下存在易氧化的问题。为

延长产品寿命，中国巨石携手客户历时两年

多时间围绕玻纤复合材料边框开展研发，取

得突破，仅国内市场，预计每年将有 100 万吨

的增量。

“我们把玻纤材料做强了，成本做低了，

就有更多的行业愿意用，而且能用得起、用

得好。”中国巨石党委委员朱惠顺说，中国巨

石的玻纤广泛应用于 6 万多种产品，在为用

户创造价值的过程中，不断赢得新发展。

创新跑出加速度

没有金刚钻，难揽瓷器活。2022 年，中

国巨石全资子公司巨石集团获得发明专利

“一种玻璃纤维组合物及其玻璃纤维和复合

材料”。该高性能玻纤配方技术由企业独立

发明，并在 30 多个国家获得授权。

玻璃配方是玻璃纤维的核心技术。“研发

难度很大。在国际上，一代配方的研发周期

约为 20 年。”顾桂江表示，国外企业在该领域

技术长期领先。作为后来者，中国巨石研发

屡战屡败，但毫不气馁，通过持之以恒的不懈

努力，第 6 代玻璃配方产品性能比肩国外主

流产品，生产原料成本大幅降低，环保设计实

现清洁生产。

自此，中国巨石打通了独有的技术路线，

跑出了玻璃配方迭代升级的加速度：从第

7 代到第 8 代玻璃配方历时 6 年，从第 8 代到

第 9 代只用了 4 年。第 9 代玻璃配方超高模

量玻璃纤维，其玻纤模量超过 100GPa（千兆

帕），比普通 E 玻纤提高 36%，其强度比普通

E 玻纤提高 60%，相当于直径 1 厘米的棒材可

以拉动 1000 吨的重量。优异的性能，拓展了

玻纤复合材料的高端应用。

创新是艰难求索的过程。以第 9 代玻璃

配方为例，研发团队先后尝试了 200 多种配

方，在实验室小试成功的基础上开始中试，每

一次中试的成本高达上千万元。“公司义无反

顾地鼓励创新、宽容失败，让更多研发人员有

了创新突破的勇气，找到了自身发展的舞

台。”研发团队负责人深有感触地说。

创新驱动发展。中国巨石确定了五大系

统支柱以及 15 种创新机制；建立起一支学科

齐全、专业配套的创新团队，每年将不低于

3%的营业收入用作研发投入。目前，中国巨

石已形成全员创新的氛围，力求全方位、全参

与、全流程、全覆盖、全天候、全领域、上下游、

立体化搞创新。公司鼓励员工以项目制的形

式进行创新攻关，只要是公司员工，都可以做

创新项目的组长。公司根据创新项目的收益

给予不同等级的奖励，最高可达百万元。此

外，公司将创新业绩纳入员工晋升机制。

中国巨石还持续推进智造升级。经过近

5 年建设，中国巨石总投资 140 亿元的智能制

造基地于 2022 年在浙江桐乡落成。该基地

充分利用科研创新积累和关键技术沉淀，实

现了智能装备、智能系统与人的互联、感知和

适配。

“我们的各项生产技术指标均达到行业

领先水平，人均实物劳动生产率更是高于行

业平均水平 30%以上。”中国巨石未来工厂厂

长邓湘华说。

混改产生强效应

中 国 巨 石 不 断 出 新 出 彩 ，改 革 功 不 可

没。上市公司股权结构显示，中国建材集团

下 属 子 公 司 中 国 建 材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持 股

26.97%；振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振石集团”）持股 15.59%，A 股流通股股东持

股 57.44%。

改革是企业发展的强劲动力。1999 年，

中国建材集团与振石集团等 4 家企业牵手，

发起成立中国化建（现为“中国巨石”），并在

上交所挂牌上市。由此，中国巨石迈进了借

助混改与资本市场快速发展的阶段。

“央企的强大实力给企业发展提供了强

有力支撑。”杨国明深有体会地说，即使后来

国际金融危机袭来，企业不仅没有停产减

产，还加大研发投入，从而赢得新一轮发展

先机。

“在产业重组整合背景下，国有企业要积

极稳妥地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在国务院国

资委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周建军看来，企业改

革和发展要统筹考虑，发挥各类资本的自身

优势，注重企业的长远可持续发展。

在建立中长期激励机制方面，中国巨石

制定了在玻纤业务板块内各子公司实施超额

利润分享方案和实施细则，成为上交所首家

实施超额利润分享计划的上市公司。

1999 年至 2022 年，中国巨石总资产增长

44 倍，玻纤产量增长 83 倍，营业收入增长 55

倍，利润总额增长 171 倍。

以制造数智化为目标，中国巨石不断增

强企业竞争优势，展现新活力。

中国巨石专注玻璃纤维研发生产——

点 石 成 金
本报记者 周 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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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老字号商标需下先手棋

韩秉志

受现实利益驱动，老字号

品牌被仿冒造假、恶意攀附的

案例屡见不鲜。比如，大家熟

知的“西四包子铺”，在街头巷

尾就有诸多类似名字的店铺，

孰真孰假，让消费者“傻傻分不

清楚”。

近日发布的《北京市检察

机 关 知 识 产 权 检 察 白 皮 书

（2022 年）》指出，伴随“国潮”

消费逐步兴起，有的经营主体花

式“蹭”老字号热度，甚至恶意抢

注老字号，损害老字号企业及消

费者合法权益。部分商家无正

当理由在店铺招牌和牌匾上模

仿老字号名称，还有个别主体不

以使用为目的，恶意申请抢注与

老字号类似的商标。

被“傍名牌”的做法，让不

少老字号企业感到困扰。而这

一情况还由于互联网经济的不

断发展而愈演愈烈。有老字号

企业表示，随着客流逐渐从线

下转到线上，他们对电商平台

直播带货上的异地网络侵权行

为无可奈何。

各类知识产权纠纷不仅使

老字号企业在当下蒙受损失，

更制约了其长期发展的步伐。

此前，不乏中华老字号企业因

商标纠纷上市遇阻的案例。得

益于近年来各方对老字号企业

加大关注力度，以及相关知识

产权保护新措施、新政策的出

台，老字号侵权案胜诉率不断

提升。但对大多数老字号企业

而言，通过官司来维权费时费

力，是不得已的办法。老字号

企业应主动出击，提高保护自

主知识产权的自觉性和主动

性，提早开展商标保护布局，树立“粮草未动、商标先行”的

意识，夯实商标权利保护的基础。

老字号企业应通过及时注册商标、域名，申请专利、加

强商业秘密保护等方式，对其独有商业标识、产品配方、工

艺、服务等进行知识产权体系布局，尽早建立保护预防机

制，以多元化方式开展知识产权保护。应尊重历史、尊重市

场现状，合理划分各类权利主体之间的权属关系和权利边

界，强化权证意识，妥善保存历史存证，对权利许可和转让

进行明确的约定和合理限制，以更好地维护和延续老字号

品牌价值为目标，避免产生和有效解决老字号权属纷争。

同时，各经营主体也要秉持公平、诚信的原则开展市场经

营，尊重自主及他人知识产权，共同营造良好有序的营商

环境。

昆明花拍中心构建大数据平台——

“数字云花”推动产业链创新升级
本报记者 曹 松

昆 明 国 际 花 卉 拍 卖 交 易 中 心 有 限 公 司

（以下简称“昆明花拍中心”）的拍卖大厅内，

数百名购买商手握按键，紧盯屏幕。会场前

方，数块电子交易大钟显示着来自不同供货

商的鲜花品种、质检评级等信息。电子钟逆

时针行走，意味着该批次的鲜花从起拍价开

始从高向低下跌，竞拍者要在最短的时间内

做出判断，按下竞价按钮，整个交易过程平均

只有 4 秒。

在昆明花拍中心，这样紧张的鲜花拍卖

场景每天都在上演。昆明花拍中心拍卖部

副部长李知骏介绍，今年以来，随着市

场回暖，多元化销售渠道、便

捷的物流体系全面发力，

整 个 市 场 订 单 量 增

加。“五一”前后，昆

明花拍中心每日供

货 量 约 500 万 枝 ，

最 高 单 日 供 货 量

超 600 万 枝 。 供

货 量 较 去 年 同 期

上 涨 近 20% ，较

2019 年“五一”期间

增长近 50%。

成立于 2001 年的昆明花拍中心，经过 20

多年发展，目前共有 2.5 万多个花卉供货商会

员和 3000 多个产地批发商（购买商）会员，鲜

花交易规模 450 万枝至 500 万枝/日，最高峰

已突破 931 万枝/日，交易规模位列全球第二

位。近年来，昆明花拍中心把握数字化、网络

化、智能化方向，整合各类资源，探索新交易

模式，打造花卉供应链服务体系，推动数字化

转型。

巨大的交易量以及多年交易积累的海量

数据为昆明花拍中心实现数字化、智能化发展

提供了基础。在“数字云花”大数据中心，昆明

花拍中心董事会办公室主任赵晶介绍，公司自

2002 年开始建设交易数据库，存储了 40 多个

大类、1000 多个花卉品种长达 20 年的交易数

据。2019 年，公司建设大数据中心，向产业上

下游延伸数据采集，构建集数据采集、存储、加

工、分析于一体的大数据平台，逐步完善“花卉

产业大脑”。

“这些数据涉及不同产区、不同生产群体、

不同花卉品种的产量、质量、等级、价格及所对

应的市场需求。”赵晶说，通过分析、决策、反

馈，不仅为产业政策制定、市场开拓提供科学

依据，也为广大花农了解市场、指导生产提供

帮助。

目前，昆明花拍中心每天及时将最新的市

场信息发布给供购商，通过数据趋势分析指导

生产。与此同时，昆明花拍中心在云南省内建

立了 43 条冷链运输线路，涉及集货站点 460 多

个，覆盖云南花卉主要生产区域，降低产品运

输过程中的损耗，持续提升鲜切花运输效率和

存活率。

利用拍卖市场强大的辐射能力，昆明花拍

中心已在全国花卉业中打造了 100 多个全国

知名花卉品牌，并创新推行“花卉新品种引进

及品种保护三方合作”模式，引入国际花卉品

种。目前，已有 18 家国外育种商的 200 多个专

利新品种和 22 个国内自主知识产权新品种推

向中国市场。

昆明花拍中心将把打造花卉产业互联网

平台作为转型升级的关键路径，促进数字经济

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实现以品种研发推

广、大数据、供应链体系、金融保险、智慧物流

五大服务为核心支撑的新形态布局，推动产业

链创新升级。

上图 中国巨石

智能制造基地智能控

制中心。

右图 在中国巨

石 智 能 制 造 基 地 ，

AGV 小车（自动引导

搬运车）在运送玻纤

产品。

（资料图片）

昆明花拍中心拍卖大厅。

本报记者 曹 松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