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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构能力立体生长 勇闯创新“无人区”

重构能力立体生长 勇闯创新“无人区”

本报记者 任明杰 董添

今年6月，嫦娥六号探测器携带的五星红旗在月球背面成功展开。 这款“织物版”五星红旗用到的间位芳纶，正是由泰和新材生产。 登上月球无人区，再次显示了泰和新材在全球芳纶产业的龙头地位，也恰好成为了一个隐喻：经过20年的创新发展，从打破国际技术垄断到引领全球芳纶产业潮流，再到如今走入“无人区” ，泰和新材该如何重构能力、重塑业务、再造组织，应对新挑战？

“说实话，我们现在有点迷茫，有点困惑，压力也很大。 ”泰和新材董事长宋西全对中国证券报记者直言，“因为在全球率先开发一项技术，关系到的不仅是技术本身，还有开发下游应用技术的问题。 我们要把技术摆上货架，把材料变成市场，才能让技术优势真正转化为产业优势。 这对公司形成了新挑战，需要我们迭代能力，突破走入‘无人区’后面临的困境。 ”

“如果我们一直跟随，一直基于过去的能力，就永远做不了未来的事情。 未来的发展应基于未来的能力，基于我们现在没有的能力，而现在没有的能力就是进入‘无人区’后的能力。 ”宋西全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公司正通过“三位一体” ，重构创新能力，并成立了四大事业群、瞄准六大赛道，围绕各个产业“立体生长” ，打造全球芳纶产业的领导者。

创新驱动 打破行业“内卷”

中国证券报：从2004年公司在国内率先实现间位芳纶产业化生产、打破国际垄断，已整整20年。 这期间公司的芳纶业务发生了哪些变化？

宋西全：过去20年我们的芳纶业务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一是我们的第一条产线只有500吨产能，而现在是32000吨，是当时的64倍，极大地缩小了与杜邦、帝人这两个主要竞争对手的差距；二是当年我们第一条产线投产的时候，目标非常简单，就是实现国产化，打破国外的技术封锁与市场垄断。 而当下，我们提出了要做全球芳纶行业的领导者，为中国高性能纤维行业争口气。 所以我们的发展目标发生了很大变化，从解决温饱问题，到希望能够引领全球芳纶产业的潮流；三是最开始我们只有间位芳纶，现在我们的品种是全球最丰富的，2023年我们还在全球率先推出了生物基芳纶和再生芳纶。 另外我们正在构建一体化的生产能力，相信这一点我们也能做到全球领先。 总结这20年，我们芳纶业务的发展其实就是中国高性能纤维产业发展的一个缩影，从跟跑、并跑再到领跑。

中国证券报：在新能源汽车产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公司的锂电池芳纶涂覆隔膜项目受到投资者高度关注。 这个项目前景如何？

宋西全：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很快，但仍有很多行业痛点有待解决，比如安全性问题、续航里程问题。 对此，我们2021年在充分论证芳纶涂覆隔膜具有比重小、强度高、耐穿刺、抗氧化、绝缘性佳以及与电解液相容性好等优异性能的基础上，通过自主创新，于2023年3月实现了年产3000万平方米的芳纶涂覆隔膜产线稳定运转，引领国内芳纶涂覆隔膜的商业化应用。 我们已经给几十家客户送样检测，涂覆性能受到下游客户一致认可。 目前，芳纶涂覆隔膜项目已通过多家电池客户现场审核，同时在动力电池、户储电池、低温电池、半固态电池等项目中取得较好进展，在部分客户中实现了小批量订单，新的车间和产线已在施工建设之中。

中国证券报：当下，“内卷”成了很多行业面临的困境。 结合公司发展实际，您觉得应如何从“内卷”中突围？

宋西全：我觉得“内卷”的根本原因是同质化竞争，比如产能的重复建设，而与之对应的就是创新。 现在提倡要走高质量发展之路，发展新质生产力，转变发展模式。 公司也提出了“以创新穿越周期”的创新口号，聚焦高新技术材料主业，重点打造新能源汽车、智能穿戴、绿色制造、生物基材料、信息通信、绿色化工六大新业务发展方向。 在做好传统产品、保持优势产品的同时，加强技术创新、发展新型业务。 在创新驱动发展这一点上，我们跟自己的客户也都达成了高度共识，当前行业创新的氛围比以前要好很多，最近我们也承办了几场创新发展论坛，进一步凝聚共识。 大家坐到一起，资源共享，一起探讨如何打通产业链，通过创新创造价值，也非常有必要。

市场导向 加强应用技术开发

中国证券报：作为芳纶和氨纶双料龙头，公司成立以来取得了哪些技术突破，有哪些技术处于行业领先水平？

宋西全：我们一直坚持“人才引领，创新驱动”的发展战略，走到今天有5项技术做到全球第一，10项技术排到国内第一，在很多领域已经走入了“无人区” 。 成立以来，依靠自主创新，我们先后打破多项“卡脖子”技术封锁，填补了氨纶、间位芳纶、芳纶纸、对位芳纶、芳纶涂覆隔膜的产业化生产5项国内空白，以及发光纤维、纤维锂电池、绿色印染、生物基芳纶和再生芳纶5项全球空白。 目前，我们有五项全球第一的产品，包括莱特美?发光纤维、纤维锂电池、绿色印染、生物基芳纶、再生芳纶。 另外，我们还有很多产品做到了国内第一，比如泰美达?间位芳纶、泰普龙?对位芳纶、民士达?芳纶纸、芳纶涂覆隔膜，等等。

中国证券报：在保持技术领先的情况下，如何把技术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

宋西全：我们必须自己去开发下游的应用。 作为一家材料供应商，我们要为客户提供解决方案，告诉它怎么用，以及这么用的效果，这是新材料行业的基本特点。 而应用技术的开发如果做不好，大概率是推不动的，因为客户过去就有解决方案，哪怕不成熟或者不完美。 因此，我们现在花了大量的精力在搞应用技术开发，动力电池隔膜这个案例就很典型，我们会自己生产电池、测试电池，还要告诉动力电池厂我们的解决方案与它原来的解决方案相比有哪些提升。

这种新的形势确实给我们提出了新的挑战，要求我们必须对下游产业非常了解。 比如说，如果卖汽车材料，就必须对汽车产业非常了解，至少要跟汽车设计研究院的工程师具有同等水平，甚至在某些领域要超越他们的认知，这对我们的挑战是很大的。 新材料是与国民经济密切相关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要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很大程度上要依托新材料应用技术的持续进步，所以我们必须克服这种挑战。

中国证券报：走入“无人区”后，是否也会让公司感到迷茫？

宋西全：过去我们很多企业的成功经验是堆积产能，因为国内市场足够大，加入WTO后又拥有了广阔的全球市场，所以堆积产能的发展模式相对比较容易，但我认为这样的发展路径是不可持续的。 现在走入“无人区”后，我们觉得有点迷茫，有点困惑，压力也很大，因为在全球率先开发一项技术，关系到的不仅是技术本身，还有开发应用技术的问题。 我们要把我们的技术摆上货架，把我们的材料变成市场，这个过程非常漫长，需要我们的综合能力，甚至包括提高忍受的能力，这对公司是很大的挑战。 但没有别的办法，因为如果我们一直跟随，一直基于过去的能力，就永远做不了未来的事情。 未来的发展要基于未来的能力，基于我们现在没有的能力，而现在没有的能力就是进入“无人区”的能力。 总是基于过去的能力就不可能发展，公司现在也采取了很多措施，想办法突破这种困境。

三位一体 应对“无人区”挑战

中国证券报：您反复提到了能力建设，开辟“无人区”需要具备什么样的能力？

宋西全：在技术开发方面，我们在探索如何把技术平台的能力发挥好。 例如，我们具备高分子材料物理加工的能力，这是高分子材料领域里最复杂的技术，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项能力进行拓展？ 此外，我们可以把生产氨纶与芳纶的复合技术，借助公司现有的72套中试装置，做到一通百通。 遇到一个新的品种以后，我们就会琢磨能不能把这样的能力移植过来。 我觉得可以被移植的复制能力是一种核心能力，掌握了这种能力后，我们就可以把物理加工的能力、合成的能力，还有化学品纯化的能力总结出来，然后快速去移植，这样在进入“无人区”的时候就会提高我们的成功率，现在看来这种办法还是很不错的。

中国证券报：在技术开发方面，是否也可以更好地借助外力？

宋西全：是的。 我觉得进入“无人区” ，首先要解决原理的问题，这不一定是企业所擅长的。 中国的研究所和高校资源很丰富，但它们相对不擅长如何让技术落地，而这恰恰是企业所擅长的。 所以我们优势互补，与复旦大学、大连理工大学、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河北工业大学、宁夏大学、天津工业大学等建立紧密合作，共建联合实验室，协同作战，今年我们还在继续推进这项工作。 我们还与下游客户深度协同，希望它们把行业痛点告诉我们，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市场的真实需求是什么，这样我们在走入“无人区”的时候，相对来讲就不会那么迷茫了。 总结起来，我们正通过自身、高校、市场“三位一体”的方式，来应对走入“无人区”后面临的新挑战。

中国证券报：为了更好地对接市场需求，应对“无人区”挑战，公司采取了哪些措施？

宋西全：我们组建了先进纺织事业群、安全防护与信息技术事业群、新能源材料事业群、化工事业群四个事业群，围绕客户需求开发我们的材料技术，我们叫“立体生长” 。 比如先进纺织事业群，我们在上游堆积材料技术，有各种纤维。 再往下是纺织行业，而印染作为纺织产业链的关键环节，在纺织产业中发挥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我们基于公司的材料技术，推出了全新的Ecody?绿色印染技术，对传统印染进行的革新与优化，可以减少染色过程中高浓度盐碱的使用，大量减少染色过程高盐废水的排放，大大降低生产过程中水和燃动力的消耗，从生产的源头守住绿色发展底线。 再往下，我们在2023年推出了再生芳纶，把废旧的芳纶衣服重新变成纤维，实现从材料到材料的循环。 再往下，我们还在研究衣服的柔性缝制，推动纺织行业的智能化变革。

海亮股份低碳智能第五代盘管生产线 本报记者 罗京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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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亮股份总裁冯橹铭：

打造垂直大模型

锻造新质生产力

●本报记者 罗京

诞生于1989年的海亮集团，拥有有色材料智造、教育、生

鲜供应链三大产业板块。在集团三大业务板块中，海亮股份承

担的有色材料智造产业被视为海亮集团的“压舱石” 。

海亮股份总裁冯橹铭近日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专访时表

示，中国制造业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智能制造将成为

推进新型工业化的重要突破口和着力点。 海亮股份将持续推

动工艺技术创新、高端产业链产品创新、模式创新和AI应用，

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为核心，加快锻造新质生产力，引领有色

金属加工行业更快更好地转型。

科技立身

从偏居一隅的浙江小镇走向全球， 从一个地方铜加工厂

到全球22个生产基地的有色材料智造龙头，回顾海亮人走过

的35年历程，不难发现，公司始终把自主创新、科技驱动作为

核心竞争力，立足创新，摆脱传统发展路径，构建发展新格局。

2023年，海亮股份自主研发的“精密铜管低碳智能制造

技术及装备研究”获得“中国工业大奖” 。据冯橹铭介绍，“精

密铜管低碳智能制造技术” 将铜管生产中的管坯轧制速度从

每分钟1.5米提高至2.4米，并且由半连续生产模式改进为全连

续生产模式，消除了辅助时间，生产效率大幅提高；并通过技

术改造把原先的6台熔炼炉优化为1台竖炉，在提升生产效率

的同时减少碳排放。

“这一技术彻底改变了国内铜加工企业依赖进口国外成

套装备的现状。 ”冯橹铭告诉记者。

目前， 海亮股份 “低碳智能第五代盘管生产线”（包含

“精密铜管低碳智能制造技术” ）的应用已经推广至安徽、上

海、广东、山东等地，通过创新研发工艺和装备成果，显著提升

了产线产能和质量稳定性。

“智能制造是推进新型工业化的重要突破口和着力点。”

冯橹铭表示，公司计划在未来几年内，按照第五代生产线标准

对已建、在建、未建的铜管项目进行改造升级，以充分发挥其

先进加工制造技术的效能，届时，将对我国铜管加工行业技术

进步产生巨大促进作用。

全球布局

从2007年在越南部署第一个海外生产基地，到现在拥有

泰国、美国、德国等11个境外生产基地，与上百个国家和地区

的近万家客户建立了长期稳定的业务关系， 海亮股份作为浙

企代表，躬行实践着“立足全局发展浙江、跳出浙江发展浙

江” 和“地瓜经济” 一号开放工程战略。

全球化发展布局战略是海亮股份长期发展和扩张的关键

组成部分。“在二十多年的海外投资实践与摸索中，我们有两

点深刻体会：一是充分融入世界，在全球范围内寻求资源配置

和利益最大化；二是始终树立自信、立足国内，地瓜的藤蔓伸

向世界各地，是为了让地瓜的‘根茎’越生越大、越来越甜。 ”

冯橹铭告诉记者。

2021年11月，海亮股份宣布进军铜箔材料领域，公司在

甘肃兰州新区设立子公司甘肃海亮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投

资建设年产15万吨高性能铜箔材料项目。 紧接着，2023年2

月，公司宣布在印尼投资8.6亿美元建设年产10万吨高性能电

解铜箔项目。

“公司奉行国际和国内市场双轨并进的战略。”冯橹铭表

示，中国动力电池头部企业为贴近市场，规避贸易壁垒风险，

降低关税和运输成本， 寻求享受欧美动力电池本土化政策红

利，积极寻找海外生产基地，并构建全球供应链，急迫需要国

内铜箔等供应商一并前往海外建设生产基地。 “国内动力电

池行业头部企业十分看重公司国际化经营能力和发展铜箔的

战略定力，积极邀请公司成为其海外铜箔供应商。 ”

在冯橹铭看来，今天的国际市场，有创新开放、产业完备

的无限空间，企业正面临发展处于跨越提升、大有可为的关键

时期，海亮股份将坚持对外寻求开放合作，通过国际市场的拓

展和全球资源的整合，提升企业的全球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

拥抱AI

中国制造业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AI大模型的出

现恰逢其时，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注入新动能。

今年3月，海亮股份与华为合作成立了“海亮-华为” 联

合创新实验室，将基于华为盘古大模型等先进AI技术，结合

海亮股份在有色金属材料产业的成果，共同研发、应用和推广

全球领先的有色金属材料行业垂直大模型， 通过生产流程再

造和企业价值链创新，在生产指挥中心、工业智慧园区、产品

研发、工艺优化、AI质检、计划预测、客户服务等应用场景提

升工业体系的智能化水平。

“在海亮股份的框架中， 智能化是数字化转型的高级阶

段，主要指利用AI、机器学习、大数据分析等先进技术，使企

业的产品和服务具备一定的智能特性，如自适应、预测和推

荐等。 不仅提高了产品和服务的附加值，还为企业带来了新

的商业模式和增长点。 ” 冯橹铭说。

冯橹铭表示， 海亮股份与华为携手打造有色金属行业垂

直大模型正是公司锻造新质生产力的有力证明。 “海亮股份

将持续推动工艺技术创新、高端产业链产品的创新、模式创新

和AI应用，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为核心，引领有色金属加工

行业更快更好地实现新质生产力转型。 ”

泰和新材董事长宋西全：

重构能力立体生长 勇闯创新“无人区”

今年6月， 嫦娥六号探测器携

带的五星红旗在月球背面成功展

开。 这款“织物版” 五星红旗用到

的间位芳纶， 正是由泰和新材生

产。 登上月球无人区，再次显示了

泰和新材在全球芳纶产业的龙头

地位， 也恰好成为了一个隐喻：经

过20年的创新发展，从打破国际技

术垄断到引领全球芳纶产业潮流，

再到如今走入“无人区” ，泰和新

材该如何重构能力、 重塑业务、再

造组织，应对新挑战？

“说实话，我们现在有点迷茫，

有点困惑，压力也很大。” 泰和新材

董事长宋西全对中国证券报记者

直言，“因为在全球率先开发一项

技术， 关系到的不仅是技术本身，

还有开发下游应用技术的问题。 我

们要把技术摆上货架，把材料变成

市场，才能让技术优势真正转化为

产业优势。 这对公司形成了新挑

战，需要我们迭代能力，突破走入

‘无人区’后面临的困境。 ”

“如果我们一直跟随， 一直基

于过去的能力，就永远做不了未来

的事情。 未来的发展应基于未来的

能力， 基于我们现在没有的能力，

而现在没有的能力就是进入‘无人

区’ 后的能力。 ” 宋西全告诉中国

证券报记者，公司正通过“三位一

体” ，重构创新能力，并成立了四大

事业群、瞄准六大赛道，围绕各个

产业“立体生长” ，打造全球芳纶

产业的领导者。

● 本报记者 任明杰 董添

泰和新材生产车间

本报记者 任明杰 摄

三位一体 应对“无人区” 挑战

中国证券报：您反复提到了能力建

设，开辟“无人区”需要具备什么样的

能力？

宋西全：在技术开发方面，我们在探

索如何把技术平台的能力发挥好。 例如，

我们具备高分子材料物理加工的能力，这

是高分子材料领域里最复杂的技术，那么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项能力进行拓展？此

外，我们可以把生产氨纶与芳纶的复合技

术，借助公司现有的72套中试装置，做到

一通百通。 遇到一个新的品种以后，我们

就会琢磨能不能把这样的能力移植过来。

我觉得可以被移植的复制能力是一种核

心能力，掌握了这种能力后，我们就可以

把物理加工的能力、合成的能力，还有化

学品纯化的能力总结出来，然后快速去移

植，这样在进入“无人区” 的时候就会提

高我们的成功率，现在看来这种办法还是

很不错的。

中国证券报：在技术开发方面，是否

也可以更好地借助外力？

宋西全： 是的。 我觉得进入 “无人

区” ，首先要解决原理的问题，这不一定

是企业所擅长的。 中国的研究所和高校

资源很丰富， 但它们相对不擅长如何让

技术落地，而这恰恰是企业所擅长的。 所

以我们优势互补，与复旦大学、大连理工

大学、中科院兰化所、河北工业大学、宁

夏大学、天津工业大学等建立紧密合作，

共建联合实验室，协同作战，今年我们还

在继续推进这项工作。 我们还与下游客

户深度协同， 希望它们把行业痛点告诉

我们， 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市场的真实需

求是什么，这样我们在走入“无人区” 的

时候，相对来讲就不会那么迷茫了。 总结

起来，我们正通过自身、高校、市场“三位

一体” 的方式，来应对走入“无人区” 后

面临的新挑战。

中国证券报：为了更好地对接市场需

求，应对“无人区”挑战，公司采取了哪些

措施？

宋西全： 我们组建了先进纺织事业

群、安全防护与信息技术事业群、新能源

材料事业群、 化工事业群四个事业群，围

绕客户需求开发我们的材料技术，我们叫

“立体生长” 。比如先进纺织事业群，我们

在上游堆积材料技术，有各种纤维。 再往

下是纺织行业，而印染作为纺织产业链的

关键环节，在纺织产业中发挥着承上启下

的重要作用。 我们基于公司的材料技术，

推出了全新的Ecody绿色印染技术，对传

统印染进行的革新与优化，可以减少染色

过程中高浓度盐碱的使用，大量减少染色

过程高盐废水的排放，大大降低生产过程

中水和燃动力的消耗，从生产的源头守住

绿色发展底线。 再往下，我们在2023年推

出了再生芳纶，把废旧的芳纶衣服重新变

成纤维，实现从材料到材料的循环。 再往

下，我们还在研究衣服的柔性缝制，推动

纺织行业的智能化变革。

创新驱动 打破行业“内卷”

中国证券报：从

2004

年公司在国内率

先实现间位芳纶产业化生产、打破国际垄

断，已整整

20

年。 这期间公司的芳纶业务

发生了哪些变化？

宋西全： 过去20年我们的芳纶业务

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一是我们的第一条

产线只有500吨产能，而现在是32000吨，

是当时的64倍，极大地缩小了与杜邦、帝

人这两个主要竞争对手的差距；二是当年

我们第一条产线投产的时候，目标非常简

单，就是实现国产化，打破国外的技术封

锁与市场垄断。 而当下，我们提出了要做

全球芳纶行业的领导者，为中国高性能纤

维行业争口气。所以我们的发展目标发生

了很大变化，从解决温饱问题，到希望能

够引领全球芳纶产业的潮流；三是最开始

我们只有间位芳纶，现在我们的品种是全

球最丰富的，2023年我们还在全球率先

推出了生物基芳纶和再生芳纶。另外我们

正在构建一体化的生产能力，相信这一点

我们也能做到全球领先。 总结这20年，我

们芳纶业务的发展其实就是中国高性能

纤维产业发展的一个缩影，从跟跑、并跑

再到领跑。

中国证券报：在新能源汽车产业快速

发展的背景下，公司的锂电池芳纶涂覆隔

膜项目受到投资者高度关注。这个项目前

景如何？

宋西全： 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很快，

但仍有很多行业痛点有待解决，比如安全

性问题、续航里程问题。 对此，我们2021

年在充分论证芳纶涂覆隔膜具有比重小、

强度高、耐穿刺、抗氧化、绝缘性佳以及与

电解液相容性好等优异性能的基础上，通

过自主创新， 于2023年3月实现了年产

3000万平方米的芳纶涂覆隔膜产线稳定

运转，引领国内芳纶涂覆隔膜的商业化应

用。 我们已经给几十家客户送样检测，涂

覆性能受到下游客户一致认可。 目前，芳

纶涂覆隔膜项目已通过多家电池客户现

场审核，同时在动力电池、户储电池、低温

电池、 半固态电池等项目中取得较好进

展， 在部分客户中实现了小批量订单，新

的车间和产线已在施工建设之中。

中国证券报：当下，“内卷”成了很多

行业面临的困境。 结合公司发展实际，您

觉得应如何从“内卷”中突围？

宋西全：我觉得“内卷” 的根本原因

是同质化竞争， 比如产能的重复建设，而

与之对应的就是创新。现在提倡要走高质

量发展之路，发展新质生产力，转变发展

模式。 公司也提出了“以创新穿越周期”

的创新口号， 聚焦高新技术材料主业，重

点打造新能源汽车、智能穿戴、绿色制造、

生物基材料、信息通信、绿色化工六大新

业务发展方向。 在做好传统产品、保持优

势产品的同时，加强技术创新、发展新型

业务。 在创新驱动发展这一点上，我们跟

自己的客户也都达成了高度共识，当前行

业创新的氛围比以前要好很多，最近我们

也承办了几场创新发展论坛，进一步凝聚

共识。大家坐到一起，资源共享，一起探讨

如何打通产业链， 通过创新创造价值，也

非常有必要。

市场导向 加强应用技术开发

中国证券报：作为芳纶和氨纶双料龙

头， 公司成立以来取得了哪些技术突破，

有哪些技术处于行业领先水平？

宋西全：我们一直坚持“人才引领，

创新驱动” 的发展战略，走到今天有5项

技术做到全球第一，10项技术排到国内

第一，在很多领域已经走入了“无人区” 。

成立以来，依靠自主创新，我们先后打破

多项“卡脖子” 技术封锁，填补了氨纶、间

位芳纶、芳纶纸、对位芳纶、芳纶涂覆隔膜

的产业化生产5项国内空白，以及发光纤

维、纤维锂电池、绿色印染、生物基芳纶和

再生芳纶5项全球空白。 目前，我们有五

项全球第一的产品， 包括莱特美发光纤

维、纤维锂电池、绿色印染、生物基芳纶、

再生芳纶。 另外，我们还有很多产品做到

了国内第一，比如泰美达间位芳纶、泰普

龙对位芳纶、民士达芳纶纸、芳纶涂覆隔

膜等等。

中国证券报：在保持技术领先的情况

下，如何把技术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

宋西全：我们必须自己去开发下游

的应用。 作为一家材料供应商，我们要

为客户提供解决方案， 告诉它怎么用，

以及这么用的效果，这是新材料行业的

基本特点。 而应用技术的开发如果做不

好，大概率是推不动的，因为客户过去

就有解决方案， 哪怕不成熟或者不完

美。 因此，我们现在花了大量的精力在

搞应用技术开发，动力电池隔膜这个案

例就很典型， 我们会自己生产电池、测

试电池，还要告诉动力电池厂我们的解

决方案与它原来的解决方案相比有哪

些提升。

这种新的形势确实给我们提出了新

的挑战，要求我们必须对下游产业非常了

解。比如说，如果卖汽车材料，就必须对汽

车产业非常了解，至少要跟汽车设计研究

院的工程师具有同等水平，甚至在某些领

域要超越他们的认知，这对我们的挑战是

很大的。新材料是与国民经济密切相关的

战略性新兴产业，要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在很大程度上要依托新材料

应用技术的持续进步，所以我们必须克服

这种挑战。

中国证券报：走入“无人区”后，是否

也会让公司感到迷茫？

宋西全： 过去我们很多企业的成功

经验是堆积产能，因为国内市场足够大，

加入WTO后又拥有了广阔的全球市场，

所以堆积产能的发展模式相对比较容

易， 但我认为这样的发展路径是不可持

续的。 现在走入“无人区” 后，我们觉得

有点迷茫，有点困惑，压力也很大，因为

在全球率先开发一项技术， 关系到的不

仅是技术本身， 还有开发应用技术的问

题。 我们要把我们的技术摆上货架，把我

们的材料变成市场，这个过程非常漫长，

需要我们的综合能力， 甚至包括提高忍

受的能力，这对公司是很大的挑战。 但没

有别的办法，因为如果我们一直跟随，一

直基于过去的能力， 就永远做不了未来

的事情。 未来的发展要基于未来的能力，

基于我们现在没有的能力， 而现在没有

的能力就是进入“无人区” 的能力。 总是

基于过去的能力就不可能发展， 公司现

在也采取了很多措施， 想办法突破这种

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