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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拉桥优美的弧线飞架两岸。清风
徐来，邕江微波荡漾。两岸如茵的绿草
间点缀着挺拔的椰树。极目远眺，山峰
丘岭起伏蜿蜒，勾勒出灵动的天际线。
这里是初冬时节的壮乡南宁。在邕江之
畔刚落成的南宁启迪东盟科技城，清华
大学第二届“一带一路”合作论坛暨第
十届启迪创新论坛隆重开幕。来自中国
和东盟的各界嘉宾云集。在论坛上，本
报记者采访了启迪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王济武。

王济武近影。王济武近影。

启迪控股源自清华大学，注入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清华基因。（本报图片库）

“我认为中国—东盟合作应把推进科技创新作为
重中之重。共建 ‘一带一路’也应如此。”王济武开
宗明义阐释对中国—东盟合作和共建“一带一路”的
看法。他说，这是基于经济发展规律和广大“一带一
路”参与国家基本国情得出的判断。从发展水平看，

“一带一路”参与国家有相当大比例处在第二次工业
革命和第一次工业革命发展阶段，经济结构以农业、
牧业和轻工业为主。只有完成向现代化工、电气和
智能工业等的演进和升级，他们才能实现经济转
型。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创新。“如果
不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促进产业升级，危机就无法
避免。比如，一个初级工业国家，如果不搞科技创
新，就不能实现产业升级。即使筹来大量资本，在
初级工业投资饱和情况下，也必然投到金融、房地

产等领域，将大幅推高资产价格，制造虚假繁荣。
一旦崩盘，就会陷入危机。”王济武说。

基于“科技创新为重中之重”的判断，启迪在共
建“一带一路”过程中，高举创新旗帜，积极参与和
推动科技合作。刚投入使用的启迪东盟科技城就是启
迪促进中国和东盟合作创新的例证。“启迪东盟科技
城是综合性科技合作平台，一方面，致力于整合双方
科技资源，促进产生更多创新成果；另一方面，致力
于创新成果转移转化，驱动东盟和中国的战略性新兴
产业跨越式发展。”王济武表示。此外，启迪还与广
西高校合作，建立了启迪数字学院和中国第一个沿边
跨境孵化器——东兴启迪之星。可以预期，广西将以
此为依托，实现科技创新能力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实力
跃升。

启迪东盟科技城、东兴启迪之星孵化器是启迪
全球创新服务网络的一部分。经过 24 年奋斗，启迪
构建起这个规模宏大、气势雄伟的创新服务网络。
它包括近 300 个孵化器、科技园、科技城等载体，不
仅遍及北、上、广、深、港、澳等国内各主要城市，
而且覆盖到美、英、意、俄、澳等国的约 70 个城市。
可以说，启迪已经成为国际科技创新体系中的一支精
锐之师。

启迪在国际科技创新体系中的地位和影响力体现
在哪儿？王济武给本报记者举了两个例子。

在今年9月2日召开的国际科技园及创新区域协会
第35届世界大会上，启迪控股常务副总裁陈鸿波全票
当选协会副主席并将在两年后接任主席。“在该组织
30多年历史上，主席要么是美国人，要么是由英国等
国家人担任。中国人将接任主席，这是第一次。”王济

武说。的确，启迪的创新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由此可见
一斑。

今年 7月 19日，启迪剑桥科技园隆重开幕，这标
志着启迪科技园与剑桥科技园联袂打造的创新平台开
始运作。“英国是世界科技园的发源地之一，剑桥科技
园是世界科技园界的先驱，启迪作为后起之秀，以平
等合作者的姿态把创新网络载体建设到世界科技园的
故乡。这就是我们的实力。”王济武说。值得一提的
是，就在今年5月，在距离剑桥不到400公里的地方，
纽卡斯尔启迪科技园正式开业运营。启迪两所科技园
在英伦交相辉映。

“科技园等创新载体占启迪控股 2000 亿总资产的
比例不到3成，其余超7成分布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各
个领域。启迪是当之无愧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动机。”
王济武表示。

据了解，启迪搭建科技园等创新载体并不盈利或者微利。那么随之而
来的问题是，启迪为何还在全球构建创新网络体系呢？

对此，王济武表示，这是启迪准确把握并适应人类“创新范式”变革
趋势的必然选择。他说，传统科技创新范式可以大体上概括为“区域性的

‘独行侠’式创新”。无论是当年的发明大王爱迪生还是硅谷科学家群体，
他们大都在有限的区域内，通过单个或者若干科学家合作做出创新成
果。随着创新全球化进程加速发展，新的科技创新范式即“全球协同的
集群式创新”正在形成发展，通过在全球范围内合理配置创新资源，实
现跨区域、跨领域的空前大协作，形成创新成果。鉴于此，启迪较早就启
动了国际化战略，建立起辐射全球的创新网络体系。“这是科技创新的基
础设施，必须建立起来。研究英国工业革命的历史，我们发现，工业革命
之所以率先在英国发生，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它掌握了全球舰队这个特
殊形态的基础设施，借此在全世界获取资源、技术和劳动力并进行自由
贸易，率先完成资本原始积累。”王济武说。

在全球建设创新基础设施并不容易。王济武坦言，启迪国际化战略早
期遇到不少困难。彼时，创新全球化还没有在国际同行中形成共识，在合

作建立科技园和孵化器等创新载体方面还没有解放思想，不愿分享经验，
有些甚至干脆拒绝与启迪进行交流。

为什么近些年启迪国际化进程能够加速推进呢？王济武认为，除了创
新全球化理念日渐深入人心、启迪在国内的科技创新网络优势进一步凸显
等原因之外，还有两个重要因素。

一是中国的应用场景优势和研发规模优势日益显现。创新成果只
有应用于实践并从中不断获得反馈，才能实现技术持续演进。中国的
应用场景非常丰富，技术一旦在华落地，就可获得快速进步的动力。
中国培养了规模宏大的工程师队伍，他们是国际创新机构高度依赖的
宝贵资源。国际同行非常希望通过与启迪的合作，能快速切入应用场
景，高效组建研发队伍。

二是“一带一路”倡议的东风带来重大机遇。自该倡议2013年提出以
来，启迪参与国际科技合作获得了更为广阔的平台。在此框架下，启迪在
东南亚、南亚和中东等国家迅速布局，一批创新载体建成并运转起来。

“我们将不断扩大创新‘朋友圈’，努力把启迪打造成为实力雄厚的综
合性全球化组织。”王济武最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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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全球创新网络成就斐然建设全球创新网络成就斐然

两重要因素赋予更多优势机遇

科创是中国东盟合作重中之重

本报北京11月23日电（记者冉永平） 记者从国家电网获悉，藏中电
力联网工程今天竣工投运，该工程是继青藏电力联网、川藏电力联网工
程之后，国家电网公司建成的又一项突破生命禁区、挑战生存极限的高
原超高压输变电工程。

藏中电力联网工程由西藏藏中和昌都电网联网工程、川藏铁路拉萨至
林芝段供电工程组成，起于西藏昌都市芒康县，止于山南市桑日县，跨越西
藏三地市十区县。工程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复杂、最具建设挑战性的高原
超高压输变电工程，也是一项突破生命禁区、挑战生存极限的工程。工程
打破了现有电网工程建设运行的多项纪录，创造多项世界之最。

该工程是世界海拔最高的超高压电网工程，平均作业海拔超过4000
米，最高塔位东达山海拔5295米。工程也是西藏自治区投资规模最大的
电力工程，工程总投资达162亿元。藏中电力联网工程的投运，实现了青
藏联网工程与川藏联网工程互联，西藏电网电压等级可实现从220千伏升
压至500千伏的历史跨越，藏中电网将实现与全国主网统一互联，为工程
沿线 3070个小城镇 （中心村）、156万各族群众生活提供可靠电源保障，
标志着西藏电网迈入超高压时代，为实施国家整体发展战略和维护边防
安全、保障川藏铁路供电，加快西藏清洁能源开发外送、推进电网向西
藏阿里地区延伸打下坚实基础，对助力国家打赢“三区三州”深度贫困
地区脱贫攻坚战、服务西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促进西藏经济繁荣和长
治久安具有重要意义。

世界海拔最高、海拔跨度最大输变电工程

藏中电力联网工程竣工投运

新 闻 点 击

基诺族仅有两万多人，主要居住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
基诺山基诺族乡。在各级党委政府的关心下，当地的民族教育事业蓬勃发
展。近年来，当地还实施了“两免一补”“营养改善计划”及“人口较少民族学
生生活补助”等措施，并确保适龄儿童全部入学。如今，基诺族学生在宽敞
明亮的教室里接受教育，快乐学习，健康成长。 (新华社发)

云南西双版纳基诺族儿童乐学堂

近年来，河北省唐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将机器人产业作为推动经济
转型发展的重要载体，聚集机器人及相关企业48家，形成以工业机器人
为支撑、特种机器人为特色的机器人产业体系，构筑了“研发+孵化+产
业化”机器人全链条生态圈。图为开发区机器人孵化中心科研人员在组示
教机器人。

(新华社发)

河北唐山构筑机器人全链条生态圈

新华社北京11月23日电（记者胡喆） 记者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
508所获悉，该所近日成功进行了我国首次大型群伞系统及大载重着陆缓
冲系统的空投试验，对多项载人航天领域的关键技术进行了考核验证，成
功验证大型航天器回收关键技术。

与我国目前神舟飞船的回收系统相比，大型群伞系统和大载重着陆缓
冲系统相结合，将回收重量从神舟飞船的 3.5吨增加到了 7吨以上，与美
国新一代的猎户座飞船、CST-100飞船达到了同一水平。

508所回收着陆技术专家雷江利介绍，在降落伞系统方面，不同于神
舟飞船的单伞系统，采用了2顶减速伞、3顶主伞组成群伞系统，以热备
份的方式工作，并通过多级收口与展开，降低开伞载荷，使各级最大开伞
载荷基本保持一致，大大降低了对结构的强度要求。

考虑到缓冲过程时间极短，研制团队经过攻关研制出了高灵敏度着陆
敏感器等产品，解决了快速响应的着陆缓冲控制问题，保证了系统工作的
可靠性和返回舱着陆稳定性。

为实现返回舱的垂挂转换功能，为气囊着陆缓冲创造条件，研制团队
采用新型材料，研制了耐高温、耐磨损的高强度垂挂吊索，其强度达到神
舟飞船垂挂吊索的4倍，但重量只有前者的60%左右。

据悉，多项大型航天器回收重大技术取得突破，不仅能为载人登月、
运载火箭回收以及重型装备空投等重大任务提供技术基础，也向后续 15
吨级载荷无损回收目标迈进了一步。

中国成功验证大型航天器回收关键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