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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快 汽 车 行 业 兼 并 重 组

科技为寒地发展保障电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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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铁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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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在常泰长江大桥施工现场，千

余名工人正在抓紧进行钢梁架设和斜拉索

挂设等施工作业。

常泰长江大桥全长 10.03 公里，为目前

世界上在建最大跨度的公铁两用斜拉桥，

也是长江上首座集高速公路、城际铁路、一

级公路于一体的过江通道。中铁大桥局常

泰长江大桥项目经理汤忠国介绍：“我们研

发使用钢梁悬臂拼装平台等智能施工装

备，钢梁架设目前已完成 80%，力争于今年

7 月实现合龙。大桥建成后，将更好服务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发展战

略，促进扬子江城市群协调发展。”

近年来，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国中铁”）聚焦基建主业，立足全产

业链优势，持续推动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积

极攻关高端装备制造，大力加强行业科技

创新，发挥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主力军作用。

中国中铁党委书记、董事长陈云说：

“中国中铁注重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

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加速形成新质生产

力，目前已连续 18 年跻身世界 500 强，‘高

质量中铁’建设迈出坚实有力的步伐。”

加快重大工程建设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

来新机遇、新挑战，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是

我国建筑企业面临的共同课题。中国中铁

秉承“效益提升、价值创造”理念，变革管理

机制，注重科技赋能，推动基础设施建设不

断提速。

珠江口畔，黄茅海跨海大桥顺利完成

B8、Z8 梁段架设，这座世界上跨径最大的

三塔公路斜拉桥预计于今年 5 月实现合

龙，届时将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第三条重要

的跨海通道。

该大桥主塔高 254.7 米，为独柱纤腰型

异形索塔。这一造型大气美观，但结构复

杂，底部至顶部呈由粗到细、再由细到粗渐

变，截面圆弧半径和圆心位置不断变化，导

致主塔爬升施工中模板无法通用，每一节

模板使用完毕均需拆下再安装新的型号

模板，增加了主塔爬模施工工序和难度。

面对塔身结构复杂的特点，黄茅海跨

海大桥建设者根据索塔截面变化特征及规

律进行三维参数化建模，不断优化模板分

块、爬升轨迹、模板配置及改制方案，下中

上塔柱各配置 3 套模板倒用，大幅节约了

施工时间。

建设过程中遇到的困难远不止如此。

中铁大桥局黄茅海跨海通道项目部总工程

师贾维君告诉记者：“大桥主塔采用的混凝

土需从地面泵送至 200 多米的高空，对施

工性能和强度要求非常高。与此同时，大

桥处于海洋环境，对混凝土的耐久性要求

也高。这些情况增加了主塔开裂的风险。”

通过反复研究，建设者从优化混凝土配合

比、强化新材料应用、采取内降外保的温控

措施，以及在提高混凝土原材料质量、严格

执行施工工艺等方面不断优化提升，解决

了主塔易开裂的难题。

与黄茅海跨海大桥同步推进的一批重

大工程都在加紧建设。首善之地，北京城

市副中心站综合交通枢纽工程主体结构目

前已完成 70%以上。作为亚洲最大地下综

合交通枢纽和“轨道上的京津冀”重要支

点，建成投用后能够实现 15 分钟直达北京

主城区和首都国际机场，35 分钟可达北京

大兴国际机场和河北唐山，1 小时直达雄

安新区。

彩 云 之 南 ，亚 洲 最 长 铁 路 山 岭 隧

道 ——高黎贡山隧道历经 8 年艰苦掘进，

全面转入正线施工。大瑞铁路全线“最后

一公里”打通后，大理到瑞丽的公路行车时

间将由现在的 6 小时缩短到 2 小时左右。

通过重大工程建设，中国中铁的施工

经验不断丰富，建设实力进一步提升，为推

动高质量发展积累了良好条件。

提升高端装备水平

两台盾构机“中铁 905/906 号”组装工

作进入收尾阶段、双护盾 TBM（硬岩掘进

机）“中铁 1297 号”正在进行最后调试⋯⋯

位于河南郑州的中铁工业旗下中铁装备集

团盾构总装车间里，所有设备开足马力高

速运转，一批盾构机将于近期集中下线，拓

展国际市场。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现代化

基建企业的市场竞争，不仅依靠先进的施

工工艺，也需要制造更多高端装备。依托

我国完备的产业体系及配套优势，中国中

铁积极打造隧道掘进机原创技术策源地，

携手 500 多家企业和相关研发机构，成立

重大专项研究院，突破了大排量泵、主驱动

密封、可编制控制器 PLC、主轴承等多项关

键技术，实现核心零部件自主研制及应用。

得益于过硬的技术储备，中国中铁近

年来平均每年下线两台首创产品。全球首

台全断面硬岩竖井掘进机、全球首台马蹄

形盾构机、全球首创超小转弯半径硬岩掘

进机、全球首台能爬陡坡的大直径硬岩掘

进机⋯⋯一系列新产品接连下线。如今，

中国中铁掘进机订单总数已超过 1600 台，

出口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产销量连续 6 年

世界第一。

中国中铁围绕产业链、供应链布局创新

链，形成了政产学研用相结合的协同创新体

系，降低了国产盾构机的制造成本和生产周

期，增强了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进

一步推动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业发展。

陈云说：“我们正在更大掘进直径、更

快掘进速度、更深掘进深度和更复杂工况

方面持续发力，不断攀登掘进机技术制高

点，打造更多凝聚中国创造、体现中国质

量、代表中国品牌的大国重器。”

除了盾构机，中国中铁聚焦建筑行业

所需，加大装备制造业布局，轨道交通道岔

持续迭代升级、各类型架桥机得到广泛应

用、稀土永磁磁浮轨道交通工程试验线等

新型轨道交通接连亮相，为公共交通增添

新选择。

迈向高质量发展

春节期间，在四川省都江堰市，街头小

巷张灯结彩、喜气洋洋。浓郁的年味背后，

中国中铁旗下中国铁工投资集团投资建设

运营的都江堰供排水系统提升项目正加速

推进。随着项目深入实施，都江堰城乡污

水处理品质持续提升，城乡水环境逐步改

善，成为中国中铁以新质生产力深耕“生态

环境+绿色城乡”领域的缩影。

如今，中国中铁旗下各企业都在努力

寻 找 高 质 量 发 展 之 路 ，推 动 新 质 生 产 力

加快形成。“在桥梁建设过程中，新质生产

力的主要方向是智能制造。在我看来，智

能制造是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先进制造

技术的深度融合，有助于提高制造业质量、

效益和核心竞争力。”中铁大桥局总经理毛

伟琦说。当前，中铁大桥局在桥梁建设及

装备研发制造中应用了“智能大脑”技术，

随时可以调取桥梁专家的经验总结，并能

根据具体情况作出决策或者给出操作建

议，从而实现最优的执行结果。

中国中铁将科技创新作为发展新质生

产力的核心要素，依托“高速铁路建造技

术”“隧道掘进机及智能运维”“桥梁智能与

绿色建造”3 个国家实验室（工程研究中

心）和 18 个国家认定的企业技术中心，加

大科技研发和成果转化运用力度，积极推

进施工管理进入智能时代。

一项项新科技的投入运用，让传统基

建焕发“新颜”：在广州白云站，无轨道全位

置爬行焊接机器人、地面整平机器人、地库

抹光机器人等 18 种智能机器人轮番上阵，

减轻了施工人员工作强度；在跨江越海的

大桥上，自主研发的桥梁斜拉索检测机器

人已经更新到第六代，过去多人协作才能

完成的桥梁斜拉索检测，如今一人一机轻

松搞定；在沥青路面摊铺施工中，无人智慧

化施工集群利用北斗卫星高精度定位技

术，实现对施工碾压轨迹的精准控制，提高

施工效率 30%⋯⋯

陈云说：“未来，我们要持续提升创新

引领发展的能力，推动设备更新、工艺升

级、数字赋能、管理创新，实现传统产业‘老

树发新芽’，着力构建战略性新兴产业体

系，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国网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结合本地

气候变化特点，充分利用科技手段，不断

升级电网运维技术，先后研发出一系列

提升电网防灾减灾能力的工具，确保了

电网安全可靠运行。

“三九”寒天，吉林市气温低至零下

20 多摄氏度，在 220 千伏玉林变电站里，

为了防止断路器内气体因低温液化导致

绝缘、灭弧性能迅速降低，维修人员给断

路器贴上了“暖宝宝”——一款笼罩在断

路器底部的新型伴热带装置，确保其安

全稳定运行。

这款伴热带装置是国网吉林省电力

有限公司下属国网吉林供电公司针对当

地气候特点和电网特性自主研发的，适

用于有关气体绝缘开关类设备。吉林市

玉林变电站运维人员邓传海说：“以往变

电站有关气体绝缘开关类设备用的是传

统伴热带，遇到低温寒潮天气，伴热带运

行一旦出现故障必须停电处理，检修周

期较长。而且，由于体型较大，传统伴热

带装置不利于作为备品备件进行存储，

发生故障后只能联系相应厂家发货，耗

时长、影响广。”

吉林供电公司组建专项攻坚小组，

创新研制出可带电维护的电伴热带装

置，采用能够拆卸的分段式硅橡胶加热

带，当加热电阻出现烧损故障时，可不停

电进行维修。而且，在研发中还设置主、

备两套伴热带，当主伴热带出现故障时，

可自动切换至备用伴热带，提高了运行

可靠性。专项攻坚小组负责人丁伟说：

“自 2023 年 10 月进行现场试验以来，该

装置成功经受住冻雨、零下 25 摄氏度以

下低温等特殊天气的考验，实现了研发

目标。”

在确保供电装置安全稳定运行的同

时，国网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还持续加

大研发力度，在电网线路巡视方面不断

创新，取得新突破。

2 月 4 日，在长白山脚下的漫江镇深

山老林中，国网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下

属国网白山供电公司员工正在用巡线机器人对 220 千伏松（抚松县

松江河镇）长（长白县）甲线进行春节前的全面巡查。

220 千伏松长甲线共有 332 基铁塔，线路铁塔塔高全部在 60 米

以上，线路穿越长白山原始森林无人区，且有一半以上的线路都位于

边境线上。受边境管理要求和复杂环境所限，这段线路无法使用无

人机巡视。进入冬季，山区气温达零下 40 摄氏度，积雪覆盖最深超

过 4 米，巡视条件恶劣复杂。若采用人工巡视，难度极大、效率很低，

存在很大安全风险。

为克服相关难题，白山供电公司与高校合作，经过近 10 年的努

力，研发出一种专用设备——输电线路巡检机器人。这种机器人可

替代人工巡视和无人机巡视，适用于高寒长白山区边境线、无人区的

输电线路巡视。

国网白山供电公司运维检修部负责人李仕臣告诉记者，在行进

过程中，线路巡检机器人利用高清摄像头拍摄高空中的导线、金具等

设备的运行情况，并将图像回传到地面工作平台，由工作人员通过图

像研读判断线路状态，及时采取相应措施进行线路维护保障，确保安

全可靠稳定供电。同时，该机器人还可在特定的铁塔上自动利用太

阳能充电装置补充能源，在下行过程中回收能量储存在电池中，在很

大程度上解决了长白山高寒地区机器人电池续航问题，可连续多日

不间断不下塔巡视。截至 2 月 20 日，国网白山供电公司已配备 2 套

输电线路巡检机器人，今冬上岗工作时长达 480 小时。

近年来，国网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全力打造气候适应能力强、安

全性能好、保障水平高的新型电网，先后获得省部级及以上科技项目

立项 11 项、发明专利 309 项，并通过不断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建

设新型能源体系，为寒地经济社会发展安全可靠用电提供坚强有力

的保障。

在高合汽车官宣停摆半年后，围绕高

合汽车的员工讨薪、供应商讨债、渠道崩塌

等相关连锁反应开始接踵而至。不过，日

前有报道称，高合汽车正与长安汽车接触，

洽谈收购事宜，引发业界期待。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

速，在电动化与智能化浪潮引领下，近年来

涌现出一大批造车新势力。这些造车新势

力凭借互联网思维、高科技属性、多渠道融

资以及快速迭代能力，给汽车行业带来新

理念、新技术、新产品和新模式，并推动我

国新能源汽车产业高歌猛进。

然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并不是

所有的新力量都会成功。仅去年，就有威

马、天际、爱驰等新势力爆雷。每当一家

新势力倒下，就会出现员工薪资和供应商

货款被拖欠、经销商和用户群体被抛弃以

及 各 路 资 本 和 地 方 政 府 投 资 受 损 等 问

题。由于缺乏合理的善后方案，特别是在

某些新势力创始人“跑路”后，常常“一地

鸡毛”。

面对越来越多造车新势力的出局，有

人提出，国家应出台相关政策引导新势力

规避创业失败后带来的风险，防止因为某

个新势力创业失败，造成整个行业不稳定

和风险管理失衡。其实，从市场经济角度

来看，当前加快加大汽车行业兼并重组力

度，就能最大程度避免或减缓造车新势力

突然退出所引发的塌方效应。

如果说，新势力因经营不善倒闭的社

会损失是 100，那么因经营不善而被重组

并购造成的社会损失很可能只有 10，甚至

可能局面得到扭转。理由在于，汽车是资

金、技术和人才密集型行业，其产业链供

应链长，上下游和社会关联度大，成败皆

有较强联动效应。以理想“盘活”位于北

京顺义区的北京现代一工厂为例，不仅大

大缓解了北京现代产能过剩问题，而且增

加了地方经济产值，创造了更高税收和更

多就业机会，推动了北京汽车产业的转型

升级。因此，通过市场化手段，运营成功

的企业兼并重组处于困境中的企业，理应

得到更多鼓励。

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带

来行业兼并重组，这也是实现产业结构调

整和提质增效的重要途径。从国际汽车产

业发展经验来看，现存的美国福特、通用和

克莱斯勒三大传统车企，也是经过当年上

百家车企激烈竞争、合并的产物。小企业

经过大企业重组之后，通过整合资源，输入

先进的技术和管理，优化产品结构，能够更

好地实现生产与市场的再平衡。

虽然近年来我国汽车市场已淘汰不少

企业与品牌，但与德国、美国的汽车产业主

要集中于“三大”相比，当前国内汽车企业

和品牌数量仍然过多，存在生产分散和重

复建设等问题。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

仍有 77 家车企（集团口径）；在中国市场仍

有 129 个乘用车品牌在竞争。过多的企业

和品牌分散了资源，不利于摊薄经营成本、

形成规模效应。

汽车是一个高度依赖技术和规模优

势竞争的行业。目前，成熟汽车工业国家

的企业竞争格局已相对稳定，前十大乘用

车企业市场份额基本稳定在 90％以上，而

我国尚在 75％左右。由于产业集中度不

高，中国汽车行业盈利水平也不乐观。虽

然去年我国汽车产业整体收入突破 10 万

亿元大关，但利润仅为 5086 亿元，利润率

为 5.0％，低于整个工业企业利润率的平

均水平。具体到企业，去年斯泰兰蒂斯集

团净利润达 1400 多亿元，现代起亚净利

润也有 1284.7 亿元，国内没有一家车企净

利润突破 500 亿元，特别是新能源车企和

品牌，绝大部分还在亏损的泥潭中挣扎，

值得深思。

价格战的背后是淘汰赛。随着汽车市

场竞争的白热化，接下来会有不少企业和

新品牌遇到经营和资金问题，面临关停并

转。在电动化和智能化方面落后的大型汽

车集团，静待造车新势力靠拢过来；而部分

大型汽车集团也需要造车新势力来完成拼

图，为自主品牌

崛 起 注 入 新 动

能 。 这 是 全 球

汽 车 产 业 百 年

未有之大变局，

也 是 我 国 汽 车

产 业 加 快 新 一

轮兼并重组、向

新 图 强 的 重 要

窗口期。

国网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下属国网长春供电公司员工在对

变电站设备和线路开展隐患排查。 宋俣昕摄（中经视觉）

2024 年 1 月，中国中铁自主研发制造的“四超”泥水平衡盾构机“领航号”正式下线。 （资料图片）

在中铁大桥局承建的常泰长江大桥施工现场，工人在进行斜拉索架设相

关作业。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