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于穿上了用新材料制成的特
殊服装，参加“北京八分钟”表演的
演员们在平昌的寒夜中翩翩起舞；
归功于石墨烯电池材料关键技术的
突破，未来的手机只需要几分钟便
能充满电，而且待机时间更长……

新材料与人们的生产生活息息
相关。它的每一步创新，都为相关
产业带来广阔的发展空间，为新一
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奠定基础，
引领方向。

去年年底，我市在国内率先出
台新材料首批次应用保险市级补贴
实施办法，帮助新材料企业加大研
发力度，推广应用，解决长期以来
困扰企业发展的“有材不好用，好
材不敢用”难题。

目前，我市已有 18 家新材料
生 产 企 业 投 保 ， 保 费 2735.79 万
元，参保新材料产品涉及石墨烯、
磁性材料、光学膜材料、高分子材
料、高端金属等 22 种，保险金额
超过9亿元。

保险护航
新材料加速研发推广

“有了保险，公司在新材料推
广应用上变得更有底气。”宁波长
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金亚东
告诉笔者，自今年一月购买新材料
首批次应用险后，公司加快了太阳
能背板膜的市场推广速度，预计今
年该产品的销售额可突破一亿元，
同比增三倍。

新材料是宁波重点发展的两大
战略性新兴产业，但在实际发展中遇
到了研发风险高、初期市场销售难、
客户不信任等问题。为了帮助企业克
难攻坚，市经信委、市财政局、市金融
办、宁波保监局等部门在国家有关政
策文件基础上，结合宁波实际，创新
推出新材料首批次应用保险。

该保险属于政策性保险，包括
质量险和责任险两部分，其中，质量
险对刚刚研发上市，因质量缺陷导
致修理、更换和退货的新材料产品
进行理赔；而责任险主要对因产品
缺陷造成的用户损失和在研发推广
过程中发生的人身伤亡进行理赔。
这种双管齐下的保险方案，极大地
减少了企业研发和产品推广的风
险，从而增强了企业开展科技创新
的积极性。

随着“新材料险”的深入推
进，越来越多的宁波新材料企业享
受到政策的红利。“新材料进入市

场的初期需要经过较长时间的应
用、测试、评价，需要投入大量的
人力物力，用户使用新材料也存在
较大风险。”宁波恒河材料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邬柏儿介绍，
有了“新材料险”后，公司立刻投
入近 250万元购买保险。现在，保
险补偿机制打消了购买者和使用者
对产品的顾虑，解决了“好材不敢
用”的问题；其次，发生损失时，
企业还能获得经济补偿，保障了企
业的资金运转和健康发展。

重定《目录》
让更多企业迎接“风口”

某国际一线品牌的高档碳纤维
公路自行车由于使用了国外碳纤维
复合材料，重量只有 2.5 公斤，但
售价高达 9万元。如果使用国产碳
纤维复合材料，整车售价可以大大
下降。但是，出于对国产碳纤维质
量的担心，我国代工生产的一线国
际品牌自行车基本选用进口材料，
从而大大影响了国内企业研发碳纤

维的积极性。
新材料发展之所以面临“卡脖

子”问题，主要是因为重点新材料
的质量有待提高，此外研发有时与
应用脱节。“新材料进入市场初期
需要经过应用考核，资金、时间
成本较高，用户使用也存在较大
风险。”市经信委原材料产业办公
室相关负责人说，保险杠杆的出
现 ， 将 企 业 的 研 发 与 应 用 “ 捆
绑”在一起，降低风险的同时，
也极大地节省了成本，从而让更
多企业可以放心地站上创新的“风
口”。

该负责人说，为加快宁波新材
料产业创新成果的推广应用，激
活、释放下游应用的有效需求，
我市“新材料险”在工信部编制
的 《重点新材料首批次应用示范
指导目录》 基础上进一步扩容，
除了国家目录收入的相关新材料产
品外，还结合宁波实际，增添了

“ 量 子 点 膜 ”“PTFE 水 处 理 膜 ”
“ECO 改性聚氨酯混凝土”等国际
领先的“宁波智造”新材料。比
如，针对我市重点支持的八大千亿

级产业，我市编制的《宁波市重点
新材料首批次应用示范指导目录

（2017 版）》 在石墨材料领域就增
加了石墨烯粉末、石墨烯散热涂
料、电池用石墨烯复合导电浆料等
品类。

此外，与国家及其他省市的
补 贴 政 策 相 比 ， 宁 波 新 材 料 首
批 次 应 用 保 险 补 贴 的 范 围 广 、
力 度 大 ， 企 业 操 作 更 为 便 捷 。
比 如 ： 参 保 新 材 料 首 批 次 应 用
保 险 的 企 业 ， 可 申 领 的 保 费 补
贴至少超过保费总额的 80%；签
署 保 险 合 同 后 便 能 申 请 补 贴 ，
减轻企业负担……

“新材料保险是打通新材料与
市场应用‘最后一公里’的重要举
措。”该负责人告诉笔者，下一
步 ， 市 经 信 委 将 加 快 重 新 制 定

《重点新材料首批次应用示范指导
目录》，力争下月推出。同时还将
进一步加大保险补偿机制中企业
用户的服务力度，在国家政策基
础上适当扩大保险保障范围加大
宣传力度，让更多企业享受政策红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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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殷 聪
通讯员 储昭节

前沿碎语最前沿

张正伟

近日，甬城媒体关注了宁波企
业在最新的 《中国 500最具价值品
牌》榜单上的表现，在此我们不讨
论这份榜单的权威性，但有一个信
息值得我们深思：15 年来，宁波
品牌的上榜数量与排名持续“双
降”。

先看数量。今年，宁波上榜品
牌只有 6 个，分别为雅戈尔、帅
康、奥克斯、大红鹰、杉杉和公
牛，而往年最多的时候有十四五个
品牌上榜。再看质量，今年榜单前
十名难觅宁波品牌踪影。想当初，
宁波品牌在国内都是叫得响的，例
如“大红鹰”“杉杉”等。如今，
虽然有些品牌依然在列，但风采已
不似当年。

为什么会造成今天这样的局
面，探讨下去原因可能很多，有人
会说宁波以制造业为主，传统产业
多，也有人说宁波的企业家相对低
调，做得好也不对外说。

笔者从来不认为“低调”是一
种缺点，在品牌创建这一点上，我
们可以选择低调，但绝对不能再这
样低迷下去。

宁波的产业特色可能决定了在
品牌创新、产业集群与市场推广上
不如其他城市。但是这不代表我们
不去关注产业发展的前沿趋势，甚
至以制造业为借口绕道而行。制造
业与其他产业融合，开展现代技术
应用，一样能产生很好的品牌效
应。世上没有落后的产业，只有落
后的产品。对企业而言，无论传统
产业，还是新兴产业，只要产品有
市场竞争力，就能打响品牌。

我们应该看到，在全国上下都
在追求创业创新的大潮中，有的宁
波传统企业没有了化危为机、变压
力为动力的决心与斗志，只想守住
现有的“一亩三分地”。殊不知，成
功永远是拼出来的，而不是守出来
的。

当然，也要看到，我们这座城
市在服务企业品牌创建方面还存在
诸多短板，比如人才引进政策、科
研支撑力度、技术成果保护等。在
这些方面，宁波倒不妨高调点，遍
发“英雄帖”、广引“天下才”、大
打“创新牌”，帮助企业燃起斗志。

品牌创建：

可以低调
但不能低迷

半年多18家企业投保 保险金额突破9亿元

保险创新推动新材料研发迎风起舞

保险创新助力新材料产业加速发展。 （殷聪 摄）

中国最大的汽车全产业链平台
“众车联”落户慈溪后稳步推进。
记者近日从相关部门获悉，自 6月
9 日上线以来，“众车联”不断优
化平台功能，完善服务体系，通过
源头采购为部分股东企业综合降低
成本10%至15%。

近年来，宁波华翔电子、宁波福
尔达等汽车零部件重点企业，面临着
人工成本、采购成本、融资成本等日
益增加的现状。企业家们发现，单个
企业无法解决整个产业面临的这些
问题。

为此，宁波汽车零部件企业决
心抱团发展，在国内知名金融投资
集团“蓝源资本”顶层设计下，
以“特色产业链+产业互联网+金
融资本”为核心路径，打造中国
最大的汽车全产业链整合服务共
享平台。

“众车联”董事长、宁波福尔
达创始人龚福根表示，“众车联”
将汽车零部件企业的采购和公共服
务集中到平台，通过消除中间环
节，帮助企业降本增效。下一步，

“众车联”将联合行业协会、科研
院校和大数据机构筹建“众车联”
大数据 （上海） 子公司、杭州技术
研发中心，注册“众智联”（香
港） 子公司，招募产业合伙人和合
作商，引进电子元器件、集成电路
芯片、新材料、智能装备和汽车备
件等产业投资项目，逐步实现从零
部件到汽车整车、从制造销售到全
产业链、从数据平台到智能汽车生
活的三大升级，力争平台交易额年
底突破60亿元。

未来“众车联”还将向汽车整
车定制和销售、二手车、汽车服务
后市场、汽车保险等领域延伸，赋
能汽车全产业链。

（易鹤）

赋能汽车全产业链
“众车联”年交易额剑指60亿元

本报记者 张正伟

近日，一本名为《工业物联网
革命》 的新书亮相甬城新华书店。
书的作者是宁波柯力集团董事长兼
总裁柯建东。

2010 年，物联网成为我国大
力推进的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之
一，2015 年又被定义为“中国制
造 2025”的重要组成部分。柯力
集团不仅是国内称重行业的龙头企
业，也是较早实施物联网战略的宁
波企业之一。

尽管如此，物联网产业目前在
我国仍处于试水阶段。当机遇与风
险并存时，先行者可能成为收获成
功的人，也可能碰得头破血流。这

正是大多数传统企业至今仍站在物
联网的路口踟蹰不前的原因。

柯建东希望通过《物联网工业
革命》一书，把柯力集团多年来拥
抱工业物联网的经验和教训记录下
来，坚定继续走下去的意志与决
心。更希望通过柯力的先行先试，

“在新时代发挥先头兵的作用，引
领衡器行业向物联网转型”“在挺
进‘中国制造 2025’的征途中，
为 宁 波 制 造 企 业 闯 出 一 条 通 道
来”……

推进物联网战略，不论是为行
业探路，还是为企业自身寻找新
路，成功才是关键。物联网归根结
底只是一种应用工具，如何将它与
商业本质结合起来，是柯建东和他

的《工业物联网革命》重点探讨的
内容。

记者：在您看来，物联网战略
对柯力集团的发展将产生哪些影
响？

柯建东：从机械化到电气化再
到自动化，工业革命已经走过了三
个阶段，同时也推动着制造业经历
了三轮的升级换代。而伴随着物联
网时代的到来，以智能化为特征的
工业革命4.0时代已然开启。

物联网的发展使称重元器件和
整机厂的战略定位开始变得模糊，
称重产业从传统商业模式向物联网
商业模式转型。物联网将加速推
进称重产业从制造为主向服务为
主转型，带动设备故障监管、产
品生命周期跟踪、设备运营效率
与选型分析、服务快速启动及服
务管理信息化建设等全新服务需
求。物联网给质量部门的市场监
管带来了新任务、新压力。一方
面，物联网产品的出现，要求称
重行业的相关标准与时俱进，另
一方面，物联网产品新功能的出
现，也为产品强制周期检定提供
了技术可能，也为催生第三方检
测服务提供了新空间。此外，物联
网也在加速称重行业的洗牌，迫使

制造型企业走向分化。
记者：那么，拥抱物联网，对

传统工业企业来说又意味着什么
呢？

柯建东：工业物联网正引领
着 整 个 制 造 业 的 “ 数 字 化 运
动 ”， 是 智 能 制 造 的 神 经 中 枢 ，
也是数字经济的灵魂所在，它与
传统工业企业的融合创新，将不
断促进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和营
销服务模式的变革。

首先，工业物联网能有效采集
和汇总设备运行数据、工艺参数、
质量检测数据、物料配送数据等来
自生产现场的数据，然后通过数据
分析和反馈，在制造工艺、生产流
程、质量管理、设备维护和能源管
理等具体场景中优化应用。

其次，在企业的决策管理中，
工业物联网通过企业内部数据的全
面感知和综合分析，可以进行数据
链决策，帮助企业根据市场需求变
化和内部资源情况随时进行动态调
整。而在企业信息化管理决策中，
工业物联网可实现制造自动化和信
息化的融合，形成完善的企业管理
信息化决策体系。

此外，工业物联网还可以为企
业优化社会化生产的资源配置和产

品全生命周期管理。
记者：从宏观上看，您认为工

业物联网的未来应该如何发展？
柯建东：从传感器制造企业到

物联网企业，从称重物联网到行业
物联网，从工业物联网到宁波工业
物联网产业园。柯力集团的物联网
战略追求的是一个生态建设的过
程。

我们会以开放的心态，拿出宝
贵的物联网资源与设备厂家甚至国
际客户合作，共同组建物联网系
统，同时开放平台链和产业链，把
工业设计、软件外包、云工厂、数
据分析等资料与物联网生态圈中
的企业集聚在产业园等平台上，
形成一个订单、供应、服务等知
识和技能互补、条理清晰的价值
平台，最终形成一个完整的生态
系统，也为宁波乃至中国在工业
物联网应用领域培育“瞪羚”企业
和“独角兽”。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
要保持平常心，要明白物联网生态
不是一朝一夕能建成的，要保持务
实创新的精神，敏锐感受需求并深
入挖掘，加快迭代开发和商业模式
创新，直面物联网时代新的企业革
命。

工业物联网与甬企战略转型工业物联网与甬企战略转型
——访柯力集团董事长柯建东

柯建东接受采访。 （章培杨 张正伟 摄）

新材料首批次

应用保险补贴内容：

属于国家目录的新产

品在保费上由国家财

政补贴80%，宁波市

财政首年度配套补贴

20%。从第二年开

始，市财政补贴下降

至10%，第三年新产

品成熟时，财政补贴

退出。而符合宁波目

录的首年保费市财政

补贴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