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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 ICT 产业有了一
些新的变化：以往那些纯粹
的硬件提供商告别了奋力的
吆喝，取而代之的是对某个
领域的软件和服务的热情。

曙光也不例外。在曙光
总裁历军看来，曙光一直在
转型路上行进。“其实早在
2000年，曙光便已提出卖服
务器、卖解决方案、卖服务的
战略。”历军说。

而今，作为国内知名的
服务器厂商与云计算解决方
案供应商，曙光旗下的系列
产品和娴熟的经验技术已渗
透到我国的政务信息化、教
育信息化等各个领域。在这
背后，是曙光由“服务器硬件
提供商”向“信息服务与解决
方案供应商”的转型。

技术后盾

在高性能计算机和服务
器领域，企业有了高精尖技
术，才会更有话语权。
在历军看来，多年的技

术积累，国家“863计划”的支
持，中科院计算所研发成果
的转移，是曙光技术实力的
来源。
据了解，曙光公司联合

中科院计算所自主设计了包
括主板、体系结构、刀片服务
器、刀片机箱系统、网络交换
系统、水冷散热系统在内的
全部系统。在自主创新的研
制过程中，曙光在业界实现
多个第一：首次实现了 4 路
16 核的高密度刀片系统；首
次实现了单刀片机箱 40 颗
CPU 的高密度机箱设计；首

次实现了基于 DDR 的 Infiniband 的交换结
构，及 20Gb 高速互联和小于 1.3us的低延迟。
此外，曙光还首次采用了水冷散热系统，降低
了高性能计算机对机房系统的要求，减少了系
统功耗。
“技术创新是曙光创新体系的核心与灵

魂。从 1993年至今，曙光在技术创新上面临过

很多个技术方向上的选择，一步错，很可能会
导致步步错。实践证明，曙光在把握技术方向
是有正确战略意识的。正确的技术决策是创新
能否成功的关键所在。”曙光云计算技术有限
公司总裁聂华对《中国科学报》记者感叹。

多领域系统布局

在 2012年中国高性能计算机 TOP100排
行榜上，曙光继续蝉联冠军。更值得关注的是，
入榜的 36套机器分布于政府、互联网、云计
算、科学计算、教育等多个领域。

以曙光的“高校信息中心系统解决方案”
为例，高校信息化平台的搭建实现了基于教
学、科研、管理、生活的各种服务应用信息化建
设工作，从而将校园网络及其应用系统构成整
个校园的神经系统，完成实现校园的信息传递
和服务。
信息平台的搭建不仅建立完善的教务系

统、学校 web首页系统、视频点播系统、电子
邮件系统、校园网公告栏（BBS）系统和网络计
费管理系统等基本的信息平台，FTP下载系统
和数据库系统也可以独立出来，从而做到了几
乎所有需要共享的系统都可以访问到存储。

信息化助力民生

“曙光的信息化系统是指曙光利用在高性
能计算、安全、存储、云计算、服务器等方面高
科技优势为各行各业搭建的信息系统平台。”
历军介绍说。
将统筹信息化发展与改善民生相结合，已

成为“信息化系统供应商”曙光公司的头等大
事。城镇化的建设就是例证。
“城镇化建设不是简单的建新城，更不是

房地产化，而是要以人为本，以提高人民生活
水平为目标，不断提升城市服务功能和城市管
理水平。”历军指出，要达到这一目标，打造智
慧城市是重要举措，信息化是实现这一目标的
主要手段。
在曙光建设智慧城市的布局中，有围绕改

善民生、增强企业竞争力、促进城市可持续发
展，有为企业和个人提供智能信息资源及开放
式信息应用。此外，城市运行和资源配置所需
的智能响应控制、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效
能的提升，都纳入了这一建构中。
“也许在不久的未来，我们市民、企业、政

府之间信息互通的平台将更人性、更高效，这
亦是曙光的目标。”历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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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本报记者 原诗萌
让国产发动机与大飞机一起“翱翔”在蓝天

之上，是几代航空人的梦想。如今，我们离这个
目标又近了一步。
据中国兵器工业集团网站近日报道，我国

在航空发动机粉末涡轮盘挤压技术方面取得了
重大突破，填补了我国航空事业的一项空白。
“这意味着我国在航空发动机的材料和加

工制造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虽然距离民用航
空发动机的国产化还有一段距离，但我相信，随
着时间、资金和人力的投入，未来会有更大的突
破。”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魏法
杰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说。

新的突破

涡轮盘是航空发动机的核心部件，其制造
难度很高，被称为航空发动机的“皇冠”。
据了解，以前涡轮盘的制造采用的是铸

锭—锻造技术，但随着航空发动机的发展，高
温合金材料的使用越来越广泛，如果用传统的
锻造技术，一方面加工比较困难；另一方面，由
于高温合金成分比较复杂，铸锭—锻造方式会
造成偏析，无法保证材料的可靠性。
因此，将高温合金生成粉末，再通过热等静

压、挤压、超塑性等温锻造等加工制造成涡轮盘
的方法———粉末涡轮盘材料技术，成为航空发
动机领域的主流选择，而我国最近所取得的突
破正是这方面。
“航空发动机粉末涡轮盘材料挤压技术对

于发动机制造非常关键，掌握该项技术的国家
尚在少数，该项技术的突破对于我国发动机制
造是极大的利好消息。”中投顾问机械行业研究
员李文倩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说。
李文倩同时指出，突破此项技术也有必然

性，是对我国航空工业发展的肯定，也是前期大
量资金、人力投入的结果。
前瞻产业研究院行业研究员严超波也认

为该项技术突破具有重要意义。“这说明中国
在航空材料高精密加工领域已经迈出了非常
重要的一步，中国的先进国产航空发动机正由
探索阶段走向研制阶段。”严超波对《中国科
学报》记者说。

仍面临挑战

虽然我国在航空发动机的材料方面取得了
上述突破，不过距离真正实现“民用”航空发动

机的国产化，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严超波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在材料方

面，中国在高温合金材料、钛合金材料、复合材
料的高精密生产和加工方面仍有一段路要走，
发动机涡扇高精密成型技术也难以满足先进发
动机的需求。此外，在发动机整体设计方面，中
国需要进一步优化。而在制造方面，中国航空发
动机缺少质量控制方法，量产发动机的质量仍
难以保证。
魏法杰告诉记者，造成我国发动机落后

现状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是体制机
制问题。在过去，我国将航空发动机的发展和
飞机绑定在一起，飞机型号若不立项，发动机
也不能立项。然而，飞机的研制周期是 10~15
年，发动机则是 15~30 年，这使得航空发动机
的发展一直追不上飞机前进的“脚步”，而国
家又急于将飞机投入使用，于是只能购买国
外的发动机。
另一方面是资金投入问题。魏法杰表示，由

于航空发动机的结构非常复杂，只靠理论计算
远远不够，还需要进行大量实物试验。在国外，
一台发动机设计出来后，往往运行上千台样机
进行测试，以确保其性能的稳定和可靠。而国内
投资较大的发动机，也只有几十台进行运行测
试，与国外的差距显而易见。
不过，我国航空发动机即将迎来改变落后

现状的好机会。据记者了解，航空发动机重大科
技专项目前正在国务院审批，该专项预计投入
至少千亿元资金，主要用于支持国产航空发动
机相关领域的自主研发。
“预计专项启动是一系列重量级技术突破

的序曲。”李文倩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说。

多重意义

实现航空发动机的国产化，不仅意味着我
国在技术上不再依赖于人，在经济方面也具有
多重的意义。

据光大证券统计，预计到 2020 年，中国将
购买 2000 架大飞机，需要 6000 台发动机，将
产生 300多亿美元的市场需求。到 2026年，我
国飞机需求总量接近 3000 架，有望带动航空
发动机市场需求量达 6500 台，市场规模约为
650亿美元。
李文倩表示，航空发动机重大专项的获批，

将成为发动机市场的“强心针”，相关发动机制
造企业在实体制造市场会获得较大飞跃，在资
本市场也会备受追捧。“发动机市场会成为我国
宏观经济的有力带动者。”

此外，发展航空发动机对于我国战略性新
兴产业也有重要的引领和带动作用。魏法杰表
示，航空发动机的技术突破会带动一系列产业
的发展。比如，航空发动机需要高温合金等先进
材料，因此会带动原材料产业的发展。航空发动
机加工难度较大，且需要高精度的加工设备，因
此会促进我国制造业的升级及高端装备制造业
的发展。

数据

3月 20日，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据《破产
法》裁定 ,对无锡尚德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尚德）实施破产重整。作为昔日全球四大
光伏组件制造商的尚德，走到今天破产重组的
地步，除了受全球光伏行业不景气影响以及自
身经营不利的因素，更折射出了由地方政府主
导的产业发展方式的问题。

在政绩驱动导向下，地方政府在发展当地
经济时往往会忽略一般的市场规律，而是利用
各类扶持政策和手段，助长企业进行脱离供求
关系式的盲目扩张。而对于企业而言，在初期或
许会迎来快速发展，但长此以往，将导致产能过
剩，进而引发同质化竞争加剧，不利于行业发
展，给企业经营也带来了很大的潜在风险。

由盛而衰的尚德

尚德的发展历史，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2001~2005年是尚德初创期。2001年 1月，

在无锡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当地的小天鹅集
团、无锡国联信托投资公司等 6 家国企共携
650万美元资金入股，施正荣以 40万美元现金
和 160万美元的技术入股，占 25%的股权，国企
占 75%股权。而后无锡政府又帮助尚德争取了
江苏省多个创新项目扶持资金。

2005~2011年是尚德业务快速发展期。2005
年，施正荣注册成立 100%控投无锡尚德的尚德
电力公司，并在纽交所上市。这期间，无锡政府
为确保尚德顺利上市，强令国有股份退出，引入
数家海外投资机构。

上市后，尚德股价不久涨至 40 美元，施正
荣以 23亿美元成为 2006年的“中国首富”。此
后，受益于欧美光伏市场的一系列强有力政策
的刺激，以及国内对光伏产业的扶持，尚德产业
规模迅速扩张，2006~2011年的 6年间，尚德电
力主营收入从 44.9 亿元提升至 202 亿元，股价
曾一度超过 90美元。

2011年至今是尚德衰败期。自 2011 年开
始，全球光伏产品价格暴跌，行业内企业呈现
全面亏损，尚德形势急转直下，加之其在多晶
硅价格判断、产品研发、项目投资上的频频决
策失误，导致尚德陷入连续亏损。目前，企业负
债总额已达到 35.82亿美元，资产负债率已高
达 81.8%，市值已从上市之初的 49.22亿美元跌

到 1.49亿美元。今年 3月 15日到期的 5.41亿
美元可转债，最终将无力还债的尚德推向破产
重组的境地。

政府的错位

回顾尚德的兴衰始末，除行业不景气和自
身决策失误，地方政府难辞其咎。

从拉国企“入伙”帮施正荣创立尚德，到强
令国企退股，力推尚德上市，从为尚德提供土
地、税收、补贴等各类支持，到不惜动用公共资
源为尚德还债。地方政府可谓是煞费苦心，甚至
是越位干涉也要确保尚德这一利益共同体的平
稳运行。

但与政府的“利益捆绑”并未挽救尚德，反
而害了尚德，最终利益双方出现分歧，当年被无
锡政府“劝退”的国企无锡国联回归接手尚德，
施正荣被迫出局。

进一步分析整个事件背后的原因不难发
现，由于我国财政分权和以考核 GDP增长为核
心的政府官员政治晋升体制，使得地方政府具有
强烈的干预企业投资和利用各种优惠政策招商
引资的动机，特别是对于具有高投入、高产出特
征的行业。

同时，地方政府借助为投资企业提供低价
土地、减免税收、帮助企业获取金融资源等不当
干预微观经济的手段吸引企业投资。这种模式
可能会扭曲企业的投资行为，导致企业进行过
度的产能投资，行业内出现重复建设和产能过
剩。长期来看，会导致行业环境恶化，企业利润
下降、亏损增加、金融风险凸显、资源严重浪费
等诸多问题。

以尚德所在的光伏产业为例。光伏产业投
入较大，非常符合以投资拉高地方 GDP的政绩
需求。同时，又能推动节能环保的发展，符合国
家所提倡的促进经济转型的政策导向。在这种
双重驱动之下，地方政府自然对发展光伏产业
有较高的投资冲动。

自 2009年起，我国新能源产业相关政策陆
续出台，各地方政府开始大力扶持本地光伏项
目上马，并通过补贴、税收、配套资源、融资等方
式，对光伏企业进行了过度的扶持，也为日后产
能过剩、债务风险、双反惩罚等埋下了隐患。

2011年，外部需求萎缩使国内光伏产能严

重过剩的问题逐渐暴露，由此所引发的同质化
竞争加剧使得市场环境进一步恶化，行业产品
价格大幅下跌，债务风险持续攀升，许多中小企
业因此倒闭。据统计，2011年，中国光伏组件总
产能达到 30吉瓦，而同期全球装机需求仅为 20
吉瓦。同时，国内光伏行业利润率从 2007年的
139%下滑到目前的 10%左右。
政府对企业过度的扶持，也导致了企业好

大喜功、盲足扩张，降低了对市场及债务风险的
警惕性。以尚德为例，自上市后，尚德在地方政府
的推动下开始大规模产能扩张，到 2012年时产
能已达到 2.4吉瓦，而此时市场已出现了严重的
产能过剩，多晶硅价格暴跌。在扩张的过程中，尚
德的银行贷款也从 2005年底的 0.56亿美元攀升
至 2010年的 17亿美元。2012年欧美“双反”使尚
德陷入困境，地方政府再次出面，协调银行提供
2亿资金贷款推动尚德继续增加产量，看似是帮
助尚德摆脱困境，实际上却令其越陷越深。

应遵循市场规律

尚德走到今天的地步，的确与地方政府越
位干预和过度扶持有着直接关系。但如果政府
部门对光伏产业发展有清晰规划，而不是冲动
投资和盲目扩充产能，或许尚德也不会是“大跃
进”式的超速发展。

尚德的破产，再次暴露出政府主导下的产
业发展模式所存在的诸多问题，也为处于战略
性新兴产业内的企业敲响警钟。

对企业而言，面对政府所主导下的产业，
企业“紧跟政府”、“绑定政府”的模式不利于可
持续发展。这可能会对企业发展方式产生一定
程度上的误导，导致企业战略决策的失误。同
时，过度依赖政府还可能会导致企业的竞争主
要体现在资源投入、产量扩张以及价格竞争
上，不利于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和产品及服务
质量的改善。

因此，在进军战略性新兴产业时，企业应正
确面对地方政府所提供的各类扶持政策和配套
资源，处理好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业务发展应遵
守市场规律，及时洞察分析供求关系的变化，避
免盲目决策或冲动的投资扩张。同时，企业不仅
要注重提升资源竞争力，还应把打造核心技术
竞争力摆在更为重要的位置上。

民用航空发动机酝酿新前景

尚德破产启示录
姻赵琦

发展航空发动机对于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有重要的引领和带动作用。 图片来源：http://www.ldshj.com

3月 VC/PE投资案例环比增 52.6%

本报讯清科数据库最新发布的统计显示，
2013年 3月，中国创业投资暨私募股权投资市场
共发生投资案例 29起，披露金额案例 25起，投资
总金额 6.05亿美元。3月份VC/PE投资总金额较
上月差别不大，但总投资案例数环比上升 52.6%。
从披露的投资金额来看，连锁及零售行业因

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的约 1.40亿美元定
向增发融资排在第一位，占总投资金额的 23.1%；
食品饮料行业以约 1.23亿美元排在第二位，占总
投资金额的 20.2%；能源及矿产行业排在第三位，
投资金额 7639万美元。
值得注意的是，在市场整体低迷的背景下，互

联网行业依然为众投资机构首选行业，继 2月份京
东商城获得融资后，3月份又有两家电子商务企业
获得投资，行业回暖迹象显现。
此外，网络营销和网络服务也是 3月获得投资

的互联网细分领域。清科研究中心认为，这是因为
基于大数据的营销策略可以通过对客户偏好的精
准定位，达到资源的优化配置，因此越来越受到商
家和投资者的重视。 （李准）

一季度出境并购规模占比近 50%

本报讯记者近日从投中集团了解到，一季度
中国并购市场交易完成规模略有回暖趋势，在中海
油 151亿美元出境收购尼克森的重大交易推动下，
能源行业的并购交易规模居各细分行业之首，同
时，促使一季度出境并购交易在整个并购市场规模
占比近 50%。
据投中集团统计，自去年三季度起，中国并购

市场整体趋于活跃，并购交易规模开始平稳攀升。
一季度已完成交易案例数量为 490起，环比下降
10%，同比下降 22%；披露金额 466.6亿美元，环比
上升 31.62%，同比上升 46.91%。一季度中国并购市
场交易完成的案例数中，制造业、金融、能源及矿业
的并购案例数量分列前三位，以 95、63和 60起，分
别占并购案例总数量的 20%、13%和 12%。（贺春禄）

2018年可穿戴设备将达 4.84亿台

本报讯谷歌眼镜的推出引发了人们对于可穿
戴计算设备的持续关注，相关分析机构也纷纷看好
可穿戴计算设备的发展。根据 ABI Research最新
预计，2018年全球穿戴式智能设备的出货量可达
到 4.84亿台，七年复合增速达到 56%。

ABI Research最看好用于运动健身和动作追
踪的穿戴式设备的市场前景，因为此类设备可以将
数据自动上传，同时能分享、分析与执行分析结果。
ABI Research认为 2013年会有 60%以上的穿戴设
备市场来源于此。
此外，谷歌眼镜的市场前景也被看好。平安

证券近日发布研报指出，谷歌眼镜现在的售价为
1500美元，由于谷歌眼镜是全新的电子产品，热
度虽高，但价格较贵，因此，按第一代谷歌眼镜上
市第一年销售 100万台，前两年销售 500 万台
（全球明星手机机型的门槛），同时售价降至 800
美元来估算，市场规模大致为 40亿美元，约 250亿
元人民币。 （李准）

飞机的研制周期一般是 10~15年，发动机则是 15~30年，这使得航空发动机的发展一直追不
上飞机前进的“脚步”，而国家又急于将飞机投入使用，于是只能购买国外的发动机。
最近我国在航空发动机粉末涡轮盘挤压技术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虽离产业化还有一段差距，

但足以让我们看到航空发动机国产化的一线曙光。

异言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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