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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 鲁光远

海天味业于 10 月中旬发布了《部分产品

价格调整的公告》，引发行业热议，可见其影

响力。从长期来看，海天到底是不是一家值得

价值投资的企业？带着对企业价值以及阶段

性举措是否合理的疑问，我们走近海天探索

答案。

海天高品质调料是如何打造的
要在调味品行业中保持领先，最核心的底

层逻辑有两方面：一是高品质，二是低成本。那

么，海天在这两方面的竞争优势如何呢？

海天起源于清朝中叶的佛山古酱园，从

局限于佛山一隅，到最终实现全国化布局，其

产品力久经历史和市场的考验。这与海天酱

油独特的晾晒工艺有关，只有经过充分晾晒

的酱油才会品质上乘。今天的海天年产酱油

220 万吨，如此大的产量，海天却一直坚持古

法晾晒，为此专门建造了 1 万多个玻璃晒池，

总面积超过 60 万平方米，只是为了确保每一

滴酱油都能满足消费者的期待。

海天不仅有坚守古法的“拙”，还有善用

科技的“巧”。

海天利用当代大数据技术构建“全面、全

程、全员”的质量保障体系。用智能化手段，将

传统工艺转化为数据，以此作为质量控制的

关键点，实现从原料进厂到终端销售的安全

监测、分析、控制和预防。

海天还在国内率先建立起完整的产品数

据信息链，实现全部产品可追溯。保质期 18
个月的产品均会在车间样本室保留 2 年以

上。市场上每一瓶在售的海天产品，均能追溯

到生产时间、地点、流程等信息。

海天长期秉承工匠精神，坚持古法酿制，

同时又积极融合现代科技，不断革新，从而为

海天产品的高品质打下了坚实的根基。

海天如何应对
消费升级下的调味品市场

现代消费市场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调

味品企业必须跟紧市场步伐，不断创新，积极

布局优化产品架构以满足市场需求。海天对

产品的创新和布局正是顺应市场潮流之举。

在食品安全需求凸显的时期，海天率先

在行业内推出“海天老字号”高端酱油系列产

品———第一道头道酱油、零添加头道酱油、

365 高鲜头道酱油。

针对低盐的消费需求，海天加紧研发，先

后推出了小小盐、淡盐头道酱油等产品。

基于消费者对于饮食与烹饪的需求变化，

海天推动火锅底料、简裸酱油、清简酱油、海天

火锅、快捷复合调味料等多品类新品上市。

面对消费升级趋势，海天努力调整产品

结构，将高中低端产品的比例由上市之前 1:
6:3的比例调整到目前 4:5:1。

不曾停息的创新推动，最终打造出了九

大系列百余品种的海天味业，赢得了市场肯

定，促进了自身成长。

海天强大产品力何以长盛不衰
以工匠精神守拙善巧，不断创新，是海天

能成为行业领头羊的秘诀。海天财报数据显

示，2020 年海天再次以 7.12 亿的研发费用远

超业内其他企业。如此巨大的研发投入，难怪

海天能始终保持行业领先。

好企业离不开好队伍。海天在人才培养

上始终强调“三心”文化。努力建设公平公正

的工作氛围；主张正气、廉洁的企业文化。

2016 年起，海天推进精品工程，培育和挖掘

技能人才，打造最具竞争力的工匠队伍。建立

博士站，从国内外聘请来高端技术人才，引入

欧洲和日本专家驻厂工作建立技术智囊团进

行专项研究和技术创新。

巨大的研发投入、强大的人才队伍确保

了海天远远领先于行业的产品竞争力。

强大的成本控制能力
是如何塑造的

我们再来看看从海天的成本控制能力。

早在 1993 年，董事长庞康花 3000 多万元引

进国外先进生产线，将海天与现代技术相结

合，经过多年的积累和发展，目前的海天味业

具备众多自主知识产权和先进工艺设备。圆

盘制曲技术业内领先；拥有时速达 4.8 万瓶

的全自动智能包装生产线 10 余条；拥有高度

集约化与自动化、高品质保障的立体仓库 4
个……

得益于规模效应和现代科技的深入应用，

目前的海天成本控制能力突出。2020年，公司

人均创收、创利分别为 376.23万元、105.29万

元，均大幅超越调味品上市企业水平。

技术的运用不仅保证了海天产品强大的

产品力，也有力压缩了生产成本，与规模效应

一起，在成本控制层面构筑起海天产品强大

的竞争壁垒。

总体而言，海天还是那个海天。变的是现

代科技的紧密跟进、最新工艺的推广应用、产

品结构的升级扩容；不变的是古法酿制长期

坚持，品质红线的时刻铭记，创新精神的传承

不息。虽然行业还要迎来无数波动，海天还要

跨过无数险阻，但海天有此足矣。

发展韧性持续显现
稳中向好仍需加力
———聚焦10月中国经济

“成绩单”

■ 魏玉坤

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比上

月加快 0.4 个百分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同比增速比上月加快 0.5 个百分点，全国城

镇新增就业全年目标任务提前完成……

历经疫情等多重冲击，15 日出炉的 10
月中国经济“成绩单”表明，尽管多重挑战下

部分指标增速放缓，但总体看，国民经济延续

稳健恢复态势，继续彰显韧性与活力。

经济运行总体平稳遥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

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付凌晖说，10
月份，主要指标同比增速有升有落，但从两年

平均增速看，多数指标均有所加快。此外，从

累计看，主要指标保持了较快增长。

统计数据显示，前 10 个月，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 10.9%，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增长 14.9%，货物进出口总额增长 22.2%；全国

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为 5.1%，全国居民消费价

格指数（CPI）同比上涨 0.7%，均低于年度宏观

调控预期目标。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外汇储备

连续 6个月保持在 3.2万亿美元以上。

发展韧性继续显现遥尽管受到疫情、汛情

不利因素冲击，我国农业生产保持稳定，工业

和服务业经受住冲击，呈现改善态势。尤其是

市场保供取得积极成效，10 月份，我国原煤

产量同比增速由上月下降转为增长 4%，市

场紧缺的金属集装箱、集成电路产量分别增

长 76.2%和 22.2%。

结构调整扎实推进遥 10 月份，规模以上

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7%，比上

月加快 0.7 个百分点；新能源汽车、太阳能电

池产量同比分别增长 127.9%和 12.3%。

“我国经济持续恢复态势没有改变，积极

因素在累积增长。但也要看到，国际不稳定不

确定因素仍然较多，国内经济恢复仍存在制

约，企业成本上升压力加大。”付凌晖说。

值得注意的是，10 月份，全国工业生产

者出厂价格指数（PPI）同比上涨 13.5%，与

CPI 的“剪刀差”高达 12 个百分点，企业成本

持续上涨，保供稳价面临一定压力。

“针对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公司积极寻

找国内替代供应商，在不降低产品品质基础上

优化产品结构，减少原材料浪费。”安徽大汉机

器人集团总经理裴存珠说，当前正整合相对分

散的供应链和生产体系，提升全链路效率，开

拓国内销售市场，平抑原材料价格上涨影响。

付凌晖分析，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

带来的输入性影响以及国内煤炭、金属部分

行业供给偏紧，PPI 涨幅扩大。国内各方面正

加大增产增供力度，增加对企业财政和金融

支持，减轻 PPI 向 CPI 传导。

“对于近期由于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带来

企业成本上升、实体经济困难增多的问题，还

是要高度重视，做好保供稳价工作，积极助企

纾困，促进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付凌

晖说。

放眼四季度及明年初，我国经济面临的

风险挑战依然复杂严峻：全球疫情仍在蔓延，

主要经济体通胀水平持续升高，贸易保护主

义进一步抬头，全球供应链面临冲击；国内疫

情多点散发，消费、投资恢复基础还需进一步

巩固，就业的结构性矛盾凸显……

“尽管面临一些风险挑战，但是总的看，

经济运行总体稳定，发展质量逐步提高的态

势有望保持。”付凌晖说。

国内需求有望继续扩大遥从消费来看，就

业形势总体稳定，有利于增加居民收入，提升

消费能力。社会保障逐步完善，疫情防控形势

改善，消费升级、消费模式创新的带动作用也

会进一步显现。

改革开放红利将继续显现遥 对外开放的

广度和深度不断提升，“放管服”改革持续深

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扎实推进，创新发展势

头良好。

“高技术制造业以及高技术服务业均保

持较快增长，同时高技术产业投资也在加快，

产业升级的带动作用仍会支撑中国经济发

展。”付凌晖说。 渊据新华社冤

■ 王璐

中央企业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力

军、实体经济的顶梁柱，在推进两化融合和数

字化转型中发挥着战略性支撑作用。近年来，

国资委大力推动中央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

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

数字化应用场景打造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和

积极成效。

日前，国务院国资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签

署战略合作协议，共同推动中央企业加快信

息化工业化融合和数字化转型，促进数字技

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国资委“科改示范行

动”扩围也将侧重吸纳能够将 5G 等创新技术

与实体产业融合运用的国有科技型企业。一

系列利好之下，中央企业全面布阵数字化转

型，进一步走深向实。

持续深化升级
赋能业务效果显著

哈电集团汽轮机公司叶片分厂的监控电

子屏上各类数据不断更新跳动，机床加工状

态、分厂生产计划、产量工时等信息一应俱全

……数字化系统的应用让分厂的管理更加简

洁高效，各类信息的统计也更加准确。

“十三五”期间，哈电汽轮机公司对叶片

分厂进行了史无前例的智能设备升级和厂房

改造，叶片加工能力获得了飞速的提升，数控

设备由原来的 102 台增至 140 余台，作业面

积由原来的 11664 平方米增至 18000 平方

米，建成了现代化的叶片加工基地，并被命名

为黑龙江省数字化（智能）示范车间。

随着智能设备的增多，公司在叶片分厂信

息化应用上也加大投入，陆续升级了生产管理

系统、DNC系统以及引进了制造数据采集管理

系统（MDC）和车间制造执行系统（MES）并应

用在生产管理中，实现了数据采集、设备监控、

数据分析处理、报表输出等功能。同时，还通过

引进 ERP 管理平台系统为精准智能制造和智

能管理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先进的数字化系统将管理人员从繁杂

的基础数据中解脱了出来，同时也为分厂采

集积累了大量宝贵的基础数据，分厂的日常

生产管理更加得心应手了。”叶片分厂生产计

划组组长于嘉琳感慨道。

对此，中建科工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董事长王宏有着同样的感受。这家中国最大

的钢结构产业集团实施数字化变革，推进管

理手段升级。把数字化应用到具体业务管理

中心，建成四级大数据管理驾驶舱，将管控指

标与业务过程数据进行系统化分析；建设智

慧工地平台，实现项目进度动态化垂直管理；

打造国内首个钢结构智能制造工厂，形成一

套架构完善、自动化与信息化有机融合的工

厂智能制造系统。

中交集团三航院也不断加强数字化顶层

设计，持续深化以数字化转型来引领企业管

理变革，数字化转型对业务的赋能效果益发

显著。2020 年，三航院新签合同额 52 亿元，

营业收入 27.42 亿元、利润总额 3.51 亿元。

近年来，中央企业积极推进数字化转型，

主动将“数字化”“智能化”融入生产、管理、营

销、产业协作等各个方面，运用新形式、新手

段，开启线上“云模式”，有效提高了运营效

率，探索了新的产业发展机会。

国务院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郝鹏表示，

将引导中央企业立足国家重大战略，加快传

统产业全方位、全链条改造升级，带动引领产

业结构优化调整，积极推动高质量发展。

众多央企正在加速推进相关部署。在中

核集团董事长余剑锋看来，企业数字化转型

就是要通过整合企业内外部资源，利用新一

代信息化技术，围绕数据、业务流程、组织机

构的互动创新，持续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构建可持续的竞争优势。

据介绍，中核集团以数字技术应用推动

产业链升级。在数字核电领域，不断迭代升级

数字核电总体方案，明确提出促成实现核电

数字化设计、数字化工程、数字化交付、数字

化运行以及数字化退役， 咱紧转 P2暂

一滴酱油的期待
海天是如何“酿成”的

荫哈电集团汽轮机公司叶片分厂五轴数控设
备机群

系列利好提振 央企数字化转型走深向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