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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发展看鲁企①

走在前列,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工作提出的明确要求。作为一个传统产业占工业比重约70%的经济大省，
要实现走在前列，就要下功夫推动发展动能转换，促进经济转型升级提质增效。

目标就在前方。转换旧动能，培育新动能，我省企业有哪些方法途径，又面临怎样的问题，取得了什么样的
新成果？本报今起推出“创新发展看鲁企”系列报道，在解答这些问题的同时，为企业转型升级鼓劲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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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风口下，山东企业的谋变之路

布布局局新新能能源源，，老老车车企企占占领领制制高高点点

本报记者 张玉岩

玉米油戴上“蓝帽子”
食品变保健品

今年的8月8日，在邹平各
大超市，一款糖尿病人能吃的
糖上市了，这是西王集团最新
开发的产品——— 西王果糖。

果糖由液体到膏状再到结
晶体的制造，堪称世界性难题，
西王集团率先破解了该难题，
填补了国内空白，将果糖一次
性结晶收率提高至50%。不仅
如此，新一代西王果糖生产成
本已与蔗糖的成本相当，一袋
400g的果糖，原来的价格需要
二三十块钱，而现在只需要
8 . 9元。目前西王正积极推进
建设世界第一条30万吨的结晶
果糖生产线和以结晶果糖为主
要成分的50万吨玉米绵白糖生
产线，持续扩大果糖规模。

在西王董事长王勇的新旧
动能转换路径里，未来企业将
从生产加工型向品牌贸易型转
型，而这个转型之路就是以大
健康理念为统领。在大健康理
念下，已经有了多种产品面世。
国内打点滴用的葡萄糖有87%
来自西王集团。西王集团还给
玉米油戴上“蓝帽子”，申请成
为保健品，西王的保健玉米油
是全国玉米油行业唯一的“健
字号”产品，没有任何添加。

“我们依托企业国家博士
后科研工作站等系列科研平
台，在玉米由初级加工向精深
加工迈进中取得了很多成果，
之前是初级产品玉米淀粉，到
葡萄糖、麦芽糊精，再到药用级
无水葡萄糖、结晶果糖等高新
产品。玉米加工的副产品胚芽

则加工成了高附加值产品玉米
胚芽油和保健玉米油。”西王集
团执行总裁王红雨说。“从食品
级到功能级、药用级，产品技术
含量和附加值得到了几倍直至
十几倍的提升。”当前，西王集
团结晶葡萄糖、结晶果糖的规
模为世界最大，食用葡萄糖、玉
米胚芽油、药用葡萄糖、麦芽糊
精的规模为亚洲最大。

为发展大健康产业，2016
年，西王食品并购了世界最大
运动营养保健品公司——— 加拿
大Iovate公司，使企业一举跨
入了运动营养保健品领域，为
企业打造全球运动营养第一品
牌注入了新动力。

以新能源为突破口
打了一个漂亮仗

有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
客车销量累计53 . 77万辆，同比
减少9 . 14%。不过，2016年，中
通客车销售客车18466台，销售
额108亿元，净利润6 . 96亿元，
各主要指标增幅均位列行业前
列。新能源客车销售突破14000
台，占公司总销量的80%以上，
利润贡献度达90%。

中通客车从1971年开始就
生产客车，然而近年来，客车市
场并不景气。迫于行业萧条，从
2011年开始，中通客车的竞争
对手就陆续转移阵地，有的进
入皮卡行业，有的进入轿车行
业，有的进入工程机械行业。而
面对复杂多变的形势，中通客
车以新能源客车为突破口，打
了一个漂亮仗。

在“十二五”初期，中通客
车公司经过充分论证，认为新
能源是客车产业的发展方向，
也是行业迈向更高端的代表。
也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中通客
车开始了以新能源客车为方向
的转型之路，最终站到了国内
新能源客车产业的制高点。

而风口上，总是会遭遇“陷
阱”。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山
东省级财政累计筹集节能与新
能源汽车奖补资金22 . 4 4亿
元，支持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
业做大做强。而新能源汽车的
发展，特别是本土生产厂家，对
于政策补贴的依赖性过强。

2013年9月国家取消对常规
混合动力客车的补贴，仅对插电
式混合动力客车和纯电动客车
进行补贴，不少企业措手不及。

而中通客车早在2011年常规混
合动力尚未大规模普及时，插电
式混合动力客车就已成功下线。
面对国家取消补贴，中通客车

“快人一步”，立即将新产品推向
市场，赢得市场先机。

到了“十二五”末期，中通
公路客车结构明显优化，大中
型客车所占比例迅速提升；同
时，校车及燃气客车市场占有
率高居行业前列。而新能源客
车更是跃居行业第二位，中通
多功能客车及高端商务客车也
连续签订多个大单。

在中通客车董事长李树朋
看来，“新旧动能转换就是要企
业补短板，客车企业的价值短
板在哪里，动能转换的空间就
在哪里。”

废旧塑料禁止进口后
着手布局回收系统

废旧塑料瓶在车间里走一
圈，摇身一变，变身为一条条五
彩斑斓的地毯、毛毯，然后进入
企业、酒店、千家万户，甚至出
口远销国外。位于滨州市阳信
县的龙福环能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的主要产品，就是用废旧塑
料瓶加工生产成毛毯、地毯。

打包好的废旧塑料瓶首先
经过红外光学自动分选系统，
然后自动拆包，去除瓶盖、标
签。再经过高温消毒、清洗，最
终分解为玉米粒大小的塑料瓶
片，成为生产长丝的原料。

龙福环能原本是一家利用
原生材料生产涤纶长丝的企业，
以石油聚酯切片为原料，生产涤
纶长丝。当时的原料不可再生且
年产量只有3000吨，很难与南方
同类企业竞争。危难之际，龙福
环能走上了谋变之路。

可以说，龙福环能抓住了
第一次风口上起飞的机会，并
且实现了安全着陆。当时利用
再生材料生产长丝的并不多，
龙福环能研制成功了“利用废
旧塑料瓶片生产再生涤纶长
丝”技术，填补了国内技术空
白。公司常务副总经理雷景波
介绍，直到现在，利用可再生资
源制造涤纶长丝的技术也只有
很少的企业能掌握。

不过，现在龙福环能面临着
新的困境。7月27日，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的《禁止洋垃圾入境推进
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制度改革实
施方案》对外公布，全面禁止洋
垃圾入境。而龙福环能每年需废
旧塑料20万吨，其中，约有10万
吨废旧塑料是由国外进口，一方
面国外塑料质量相对较好，另一
方面国外再生资源回收体系相
对完善。禁止废塑料进口，让包
括龙福环能在内的以进口废塑
料为原料的加工企业面临难题。

为此，龙福环能开始布局
废旧塑料智能回收体系。“目
前，已在淄博开始试点。”据龙
福环能相关负责人介绍，该套
体系将在社区终端布设智能回
收设备，在每个城市建设2-3
个智能中转站，3-5家打包站，
封闭管理，实现数据自动传输。

该负责人介绍，目前山东
省废旧塑料总量就有30万吨以
上，智能回收体系的前景广阔。
根据商务部和中国物资再生协
会联合编制的《中国再生资源
回收行业发展报告(2017)》，
2016年国内废旧塑料回收量已
经达到1878万吨。

“不过由于各地标准不一
样,目前担心项目在落地过程
中会有阻碍。”该负责人表示,
该回收体系正在积极推进中。

大健康产业、新能源汽车、环保产业……当新的风口到来时，每个企业都想要搭上这班车。近日，记者跟随“创新发展展看鲁企——— 集聚山东新动能”
采访团走访了几十家山东企业，其中的不少企业已经将自己深耕的行业嫁接到风口之上，开启了转型升级的大幕。而当当风吹起来的时候，企业该怎么做
才能把握机会，乘风破浪？当风渐渐散去，又如何实现软着陆？

在龙福环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机器吐出一条条彩带。 本报记者 张玉岩 摄

中通客车的生产线。本报记者 朱洪蕾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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