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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月有新项目

7月2日，新疆乌鲁木齐甘泉堡经济技术
开发区迎来一个新基建项目。

当天，乌鲁木齐市人民政府与西门子工
业软件 （上海） 有限公司签署合作协议，共
建中欧数字化工业新基建创新基地。创新基
地将依托西门子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等领
域的资源，打造面向智能制造、新能源、工
业互联网等领域的技术创新、智造服务、人
才培育与创新加速等平台。

今年以来，西门子在新基建领域动作频
频：与哈尔滨新区洽谈合作，准备建设数字
化工厂和数字化展厅；和碧桂园旗下千玺餐
饮机器人集团签署协议，共同建立餐饮行业
物联网平台……

“新基建投资将为相关企业带来新一轮市
场机遇。”西门子大中华区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赫尔曼表示，目前，西门子和中国数百家工
业企业开展合作，实施数字化转型升级，希
望继续以可持续方式支持中国创新发展，期
待中国针对新基建出台更多相关政策。“我们
将继续扎根中国、谋求共同发展。”

不仅仅是西门子，抢滩新基建成为不少
外企今年的工作重点。

5 月中旬，霍尼韦尔新兴市场总部暨创
新中心落户湖北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霍
尼韦尔中国区总裁张宇峰指出，希望能抓住
机遇，更贴合中国产业和消费者需求，开发
转化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积极投身到
新基建等工作中。

6 月 30 日上午，山东莱芜高新区与欧洲
最大软件公司思爱普签约，思爱普智能制造
创新赋能产业园项目落地。该项目计划投资
2 亿元，成立数字化创新赋能中心、数字化
产业和服务平台、双招双引平台及数字化人
才平台。

思爱普全球高级副总裁李强表示，接下
来，思爱普将积极参与到新基建中，利用公
司的产品、技术及服务，携手行业伙伴，支
持客户加快数字化转型，助力政府和企业建
设面向未来的新型基础设施。

此外，戴尔、英特尔、微软、高通、施
耐德电气等一批跨国公司近期也纷纷表示，
在新基建领域，公司目前已有或即将布局。

创造好的环境

外资布局新基建，中国的态度很明确：

欢迎！
在日前于韩国举行的一场面向韩国企业

家的网络直播研讨会上，中国驻韩国大使邢
海明表示，中国新基建潜力巨大，欢迎韩国
企业在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创新
基础设施等领域积极参与，共享中国大市场
的广阔机遇。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强新型基础
设施建设，发展新一代信息网络，拓展5G应
用，建设数据中心，增加充电桩、换电站等
设施，推广新能源汽车，激发新消费需求、
助力产业升级。

国务院研究室党组成员孙国君指出，新
基建面对所有市场主体开放，会给内外资企
业带来同等发展机遇。比如，建设新能源汽

车的充电设施，现在新能源汽车市场内外资
都有，设施的普及会给很多外资新能源汽车
企业带来机遇。

与传统基建相比，新基建的一个显著特
点是市场化投资，政府主要给予政策支持、
创造好的环境。

5 月初，上海发布新基建行动方案，梳

理了未来 3年实施的第一批 48个重大项目和
工程包，预计总投资约2700亿元，包括新建
3.4 万个 5G 基站、10 万个电动汽车充电桩、
新增1.5万台以上智能配送终端等。与以往不
同的是，此次方案特别强调以包括外资在内
的各类社会投资为主，建立总规模1000亿元
以上的新基建优惠利率信贷专项，在创新支

持方式、推动资源开放、完善规则标准等方
面加强保障。

湖南长沙日前提出了未来三年第一批拟
建设的 80 个新基建项目。长沙市市长郑建
新表示，政府要在“搭好台”的基础上，放
宽市场准入，坚持“非禁即入、平等竞争”，
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充分吸引内外
资企业等广大市场主体参与新基建。

拉动效应很大

今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跨国投
资带来巨大冲击，世界经济受到严重影响。
在此背景下，新基建为跨国企业投资兴业提
供了新选择、给全球经济注入了新动能。

花旗预计，到2025年，新基建相关直接
投资可能高达10万亿元人民币，间接投资更
可高达17.1万亿元人民币。

高通中国区董事长孟樸认为，中国将在
未来成为最大的5G市场，中国在高通全球业
务发展中扮演的角色也越来越重要。“高通将
抓住5G带来的机会，进一步加深与中国产业
的合作，通过高通的技术为更多产业赋能，
不仅是智能终端领域，还包括工业互联网、
智能交通、智慧城市等相关领域。”

新基建涉及的 5G、新能源汽车充电桩、
数据中心等为新一代半导体材料碳化硅带来
发展机遇。对此，全球领先的半导体公司英
飞凌电源与传感系统事业部大中华区开关电
源应用高级市场经理陈清源表示，英飞凌会
继续推出新的碳化硅产品，预计 2021 年扩展
到50个产品以上，并针对不同的应用场景、价
格考量、瓦特数，提供不同的技术产品方案。

位于武汉经开区的名幸电子 （武汉） 有
限公司是一家日资企业，疫情在全球的蔓延
对公司造成了较大冲击，美、日、欧 100 多
家上游企业停产，订单大幅减少。公司制造
部经理刘庆发介绍，面对冲击，公司积极开
拓中国国内市场。谈及公司的未来，刘庆发
并不沮丧，特别是新基建给了他很大的信心。

“新基建是未来产业升级发展必不可少的
基础设施支撑，将带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为在华外企带来更多发展机遇。作为通讯电
子市场的核芯原件生产商，公司正在对设备
改造转型，提升产品竞争力，抢抓新基建机
遇。”刘庆发说。

科尔尼管理咨询公司全球合伙人宋旭军
认为，新基建带动面广，具有巨大的经济拉
动效应，能撬动广泛的上下游产业链环节。
中国新基建带来的科技成果将通过企业间合
作与贸易由全球共享，在满足世界消费者需
求的同时，也将助推国外相关产业发展。“新
基建能为全球经济长期发展提供基础设施和
高质量供给，注入可持续的发展动能。”

产业数字化转型催生了对新基
建的强大需求，包括新型数字化基
础设施建设和传统基础设施的数字
化改造。戴尔将主要在五个方面为
新基建贡献力量。

——坚定不移支持政府政策，
紧跟政府战略方向。1998 年，戴
尔就已将产品生产乃至研发搬到了
中国。后来，国家提出东北振兴和
西部大开发战略，戴尔就在大连设
立国际服务中心，在成都建立现代
化运营中心。2013 年，国家提出

“一带一路”倡议，戴尔率先利用
蓉欧铁路开展对欧出口，一度占据
蓉欧铁路上货运量的 1/3。2015
年，戴尔科技集团宣布了“在中
国，为中国”战略，开始不遗余力
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进程。戴尔是
中国改革开放的见证者、参与者、
贡献者、受益者。在不断融入本地
的过程中，戴尔用实际行动，回报
国家对我们的信任。

——充分释放戴尔全球数字化
转型的整体实力，加大力度推进制
造业、医疗、教育和中小企业的数
字化转型。新基建强调的三个领

域，即制造业、医疗和教育以及中
小企业，也是戴尔集中发力的三个
方面。智能制造的核心和首要任务
是打造数字化工厂，不久前我们和
贵阳险峰机床厂的数字化工厂项目
顺 利 完 成 验 收 ； 戴 尔 服 务 国 内
3000 多家医疗机构，致力于让科
技惠及更多生命，让5G和AI更好
地结合，帮助整个医疗体系均衡发
展；中小企业是数字化转型中最薄
弱也是最重要的环节，我们特别设
有面向中型企业和小型企业的业务
团队，更好地为他们的数字化转型
服务。

——加大研发投入，加快产
品创新。数字化转型的核心驱动
力在于技术创新能力。戴尔在中
国共有 8 个研发中心，约 5000 名
研发人员，为国内客户量身打造
数字化转型解决方案，同时为全
球客户提供世界一流的产品研发
和技术支持。

——加强数字化人才培养。数
字化转型的核心竞争力是人才。戴
尔科技集团在中国已和 10 所大学
共同设立了创客联合实验室，参与

了几十所大学的产学合作协同育人
项目。缩小数字化转型的鸿沟，不
能忽视欠发达地区的人才培养。从
2006 年 开 始 ， 戴 尔 先 后 为 包 括

“三区三州”在内的20多个省市自
治区捐赠了 396 个戴尔学习中心。
今年，我们还将继续在国家级贫困
地区开展在线编程项目，预计惠及
学生超过40万人。

——继续坚定不移推动“在中
国 ， 为 中 国 ” 戴 尔 中 国 4.0 + 战
略。戴尔科技集团作为本地外资企
业，我们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充满信
心。五年前我们提出“在中国，为
中国”戴尔中国 4.0 战略，如今升
级 成 戴 尔 中 国 4.0 + 战 略 。 这 个

“+”，除了技术上的“数字+”这
层含义外，还可以理解为我们“在
中国，为中国”的信心更坚定，要
用更多更好的创新产品，帮助更
多 合 作 企 业
增 强 数 字 化
免 疫 力 和 竞
争力，为中国
经 济 发 挥 更
大作用。

无论是新基建的信息、融合
基础设施还是创新基础设施，都
以电力为核心能源应用形式，而
既连接能源电力生产又连接能源
电力消费的配电系统无疑将成为
支撑传统产业转型和新兴产业发
展的重要基础。

当前，各地都在推动新基建投
资项目，这些遍布配用电设备的新
型基础设施，对能源电力的消耗巨
大。以数据中心为例，其耗电量增
速已连续 8 年超过 12%，预计到
2022 年中国数据中心业务市场同
比将增长 28.8%，其耗电量更将呈
现爆发式增长。

如何提升运维主动性及高效
性，确保不同类型用电设施、场所
的安全稳定供电，进一步提高能
效，是行业亟待解决的问题。施耐
德电气认为基于新一代信息通信技

术与新型配电需
求深度融合且更
加高等级的数字
化智能配电解决
方案及服务，将
成为实现传统基

建数字化转型升级及新基建快速建
设、可靠运行、智能管理等需求的
绝佳手段。

施耐德电气正积极加速配电行
业的全面革新，依托 EcoStruxure
Power智能配电架构，从硬件、软
件及数据方面，融合更多互联互通
的产品，更专业的边缘控制软件以
及全生命周期数字化顾问服务，实
现电力设备连接、系统架构、应用
场景的全面覆盖，为客户提供安
全、可靠、高效、可持续的数字化
配电解决方案。

针对需求，施耐德电气将根据
新基建不同行业的特殊定位及元件
和成套设备定位策略的不同，聚焦
与电气设备关联度更高的重点领
域，包括城际轨道交通、数据中
心、5G 基站、新能源汽车充电桩
等，并基于行业对配电系统、电气
设备的需求量驱动应用优化、方案
升级，持续开发产品及提升行业服
务能力。

例如，作为上海地铁多年来的
服务提供商，通过基于物联网的
EcoStruxure 平台，施耐德电气帮

助上海地铁实现了四个领域的跨
越：配电、环境控制、连接和服
务，为乘客提供最佳环境等。

总的来看，新基建更加强调对
数字化技术的应用，这给当下的产
业升级提供了适合的路径，也符合
施耐德电气在中国一直以来实施的
利用数字化技术赋能各行业转型和
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可以说，新基
建的到来，不但巩固了中国经济在
此次疫情下表现出的韧性，也再次
提振了整个市场向上的信心，这对
于施耐德电气这样的外资企业来
说，无疑是在中国继续加大研发、供
应链、人才培养等各方面投入的“强
心剂”，并为与期待加速转型的行业
参与者形成更全面深入的合作提供
了绝佳契机。

在这一过程中，凭借在能效管
理和自动化领域的技术专长以及对
这一领域基础性作用的深刻认知，
施耐德电气将在迎合行业趋势，满
足客户需求，提供创新方案，创造
卓越价值方面拥有更大的优势，从
而与合作伙伴一同把握新基建带来
的时代机遇。

搭上数字化基建的快车
戴尔科技集团全球执行副总裁、大中华区总裁 黄陈宏

把握高智能配电新机遇
施耐德电气高级副总裁、能效管理低压业务中国区负责人 李 瑞

开放谈

近期，一批外企布局的新基建项目加速落地——

看好新基建，外资入场忙
本报记者 邱海峰

近期，一批外企布局的新基建项目加速落地——

看好新基建，外资入场忙
本报记者 邱海峰

新基建，正吸引越来越多企业“跑步”入场，其中不乏外资身影。

从微软工业物联网国际加速器落户大连，到英特尔在南京推进未

来科技智慧中心建设，再到西门子携手乌鲁木齐共建中欧数字化工业

新基建创新基地……近期，一批外企布局的新基建项目加速落地。不

少外企表示，新基建有望在接下来几年间提供大量投资机会，他们将

抓住这一机遇，加快投资布局的脚步。

图①：上海临港智能网联汽车综合测
试示范区实现了区域内5G网络覆盖，初步
构建起车路协同智能交通系统环境，吸引
不少国内外企业入驻。图为一辆街道清扫
无人驾驶汽车在技术人员监测下行驶在园
区内。

新华社记者 方 喆摄

图②：欧洲最大软件公司思爱普积极
参与新基建，目前已推出覆盖 25个行业的
数字化转型解决方案。图为其工作人员在
展会上擦拭显示器。

新华社记者 张玉薇摄

图③：近年来，宝马、奔驰和大众等
外资车企纷纷与国内企业加强合作，在华
布局充电桩。图为日前在浙江宁波，工作
人员为公共充电站进行维护。

新华社记者 徐 昱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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