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一个国家攻

关项目，到第一家将

安检高科技产品出

口到发达国家的中

国企业，以及目前全

球大型安检设备领

域市场占有率最高

的企业，同方威视的

经验值得借鉴。

同方威视的国

际化之路，充分说明

中国的自主创新水

平 得 到 世 界 认 可 。

对于高新技术企业

走出国门，我认为在

拥有核心技术的基

础上，一定要做好知

识产权保护。要懂

得国际规则，建立专

利壁垒既可以保护

自己也可以避免无

意 识 的 侵 权 等 问

题。此外，企业需保

持持续创新的动能，

要引领一个产业的

发展，占领行业制高

点，才能长期立于不

败之地。

北京高精尖科
技开发院院长 汪斌

观点
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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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方威视几乎成为所有重大国际赛事上可供媒体挖

掘的中国元素。

近 日 ，同 方 威 视 受 邀 参 加 ICAO 第 2 届 世 界 航 空

论坛和第 39 届大会，更早些时候，同方威视生产的全

球 最 大 型 铁 路 集 装 箱 检 测 设 备 落 成 仪 式 在 波 兰 举

行 、毫 米 波 人 体 安 检 设 备 亮 相 亚 欧 安 防 博 览 会 、为 巴

西奥运会提供安保服务……一向低调的同方威视技术

股 份 有 限 公 司（以 下 简 称 同 方 威 视）越 来 越 多 地 出 现

在公众面前。

中国制造正在以尖端科技为全球提供安全保障，同方

威视在安检领域打响了中国制造的品牌，成为中国企业走

出去的一面旗帜。目前，其产品销售到 140 多个国家和地

区，在 20多个国家设有分支机构。

“同方威视是清华产业的一面旗帜，也是中国高科技

企业国际化发展的标杆。中国制造从低端日用品到高端

装备，挺起了中国产业的脊梁。同方威视大型安检设备全

球第一的背后，是科技创新的厚重与亮剑精神的锋利。”清

华控股有限公司副总裁李中祥认为。

手擎高新技术手擎高新技术 2020年走遍全球年走遍全球
——同方威视的国际化之路

文·本报记者 操秀英

“2002 年我加入同方威视时，公司的销售额只有 2 亿，

去年销售额达到 36亿。”在同方威视副总裁陈伟看来，同方

威视十几年保持高速增长，得益于其始终将自主创新作为

安身立命之本。

这也是同方威视巴西公司总经理陈雍健一再表达的

观点：“我们拥有所有关键部件的全部自主知识产权，可以

根据客户需求定制化技术方案并灵活调整，对客户定制化

需求响应速度很快。”

成立于 1997 年的同方威视其实带着技术创新的基因

诞生。随后，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十余位专家，将“八五”

攻关科技项目的成果，“带土移植”进入同方威视。产学研

相结合是同方威视的一大特色，并为其持续创新提供了源

源不断的动力。

过硬的基本功成为同方威视海外市场的敲门砖。同

方威视总裁办公室主任程伟告诉科技日报记者，该公司的

国际化之路始于澳大利亚，“2001年前后，澳大利亚海关几

次派人前来考察，检测产品，并最终签了订单”。

第一个海外订单极大增强了初次试水走出国门的同方

威视的信心，但真正让其扬名安检领域的还是迪拜“擂台

赛”。2002年，德国、美国、中国3家公司的设备一字码开，迪

拜海关准备查验的车辆在3个设备上都过一遍，美国设备因

为不能适应迪拜的高温在试运行一段时间后最先“熄火”，

只剩下中德之间的“较量”。其中有一辆车，先走德国设备

时被安全放行，到了同方威视的设备检查时则发现有夹层，

当时德国人甚至怀疑是不是同方威视查错了。于是被检查

的车辆又走了一遍安检设备，可结果依然如此。

最后，迪拜海关开箱检查发现车辆真的有夹层，而且竟

然是毒品。同方威视“一战成名”。“这是真正地凭实力赢得

的订单，刚开始迪拜海关甚至并未邀请威视去竞标，而是威

视主动请缨，当时公司真的冒了很大风险。”程伟说。

——技术基因——
自主创新成就走出国门

凭借着自主创新和敏锐洞察市场需求的硬功夫，同方

威视开始在国际市场声名鹊起，与此同时也遭遇了竞争对

手的“围堵”。

2008 年，欧盟对同方威视的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并

征收高达 30%以上的反倾销税，此案亦成为欧盟对中国高

新技术企业发起的反倾销第一案。30%多的反倾销税意味

着同方威视的产品不可能在欧洲继续销售。

面对制裁，同方威视没有退却，而是选择在波兰建立

工厂，将部分核心部件转移到波兰生产，实现欧盟本地化

运营。结果是，3年的反倾销，当时申请发起制裁的竞争对

手几乎没有拿到什么订单，反而是同方威视扩大了在欧洲

的影响力，德国、法国、英国等 40个欧洲国家和地区的客户

都采购了同方威视的大型高科技安检设备。

在同方威视人看来，每一次国际化疆土的拓展都是

敢打敢拼的战果。“因为对产品充分自信，我们看到机会

就敢投。”该公司阿根廷子公司总经理谭帧说，11 月初，

一台价值 100 多万美金的人体 CT 安检设备，已经被拉

到阿根廷机场免费试用，“这其实是个风险挺大的事，因

为试用过程中一旦客户的使用体验不好，那等于断了我

们的后路。”

但幸运的是，正是这一次次大胆尝试，让同方威视形

成了自下而上的口碑。

——拓展疆土——
自信让国际化脚步更快

众所周知，进军国际市场，知识产权保护是中国企业

面临的一大难题，同方威视也在这方面下足功夫。目前，

同方威视已在全球 30多个国家申请了 2800余件国内外专

利，并在数十个国家注册了商标，形成严密的知识产权保

护网。同时，负责起草了 IEC62523 国际标准，这是中国核

工业领域的第一项国际标准。

同方威视从研发阶段开始调研所有的全球专利，并进

行布局，从而让竞争对手无法进入相关领域。2015 年，公

司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投入已达 2000多万元。

在这方面，同方威视有投入更有收获。2011 年 8 月，

同方威视一项前瞻布局的核心专利在美国被启动专利抵

触程序，在此之前并没有中国专利权人在美国遭遇类似情

况。为了充分维护已获得的专利权，公司成立了专项工作

组，由总裁亲自负责，同时聘请国外知名律师积极应对，按

照美国法律要求准备相关证据，果断决策，最终美国专利

局裁定同方威视在此案中获胜。

“中国高新企业走出去，一定要做好知识产权战略

部署，建立起技术壁垒，才能最大程度享受高技术带来

的高收益。”北京高精尖科技开发院院长汪斌告诉科技

日报记者。

——建立壁垒——
享受高技术带来高收益

与国内外经济大环境阴云密布的情况迥然不同，近几

年同方威视的销售额稳步提升，其大型集装箱安检设备连

续 4 年市场占有率全球第一，并逐步从其起家的海关向民

航拓展，向竞争更为激烈的小型设备进军。

“除了处理因国际政治环境带来的各种问题，我们最

重要的事还是要不断推出新产品。”陈伟说，目前全球反恐

形势日益严峻，对检测技术和手段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他介绍道，目前安检产品正往智能化、精准化和综

合化发展，在这些发展要求的驱使下，人体安检技术将

通过快速成像与智能识别加以实现，也就是对被检人进

行快速扫描成像，然后运用计算机分析图像上有没有可

疑物品。

与此同时，本地化和向服务领域拓展也是同方威视今

后一段时间的重要任务。2009 年和 2016 年，同方威视分

别在波兰、巴西建成了工厂，目的就是尽量实现工艺、产

品、人员的本地化，更好服务当地客户。

“我们在巴西有 4 个外协工厂，核心设备由我们提供，

其他部分尽量由更懂巴西生产工艺的本地工厂来完成。”

陈雍健说，在经营模式上，由于巴西习惯分期付款，巴西公

司在销售之外，也采取了更为灵活的租赁模式。正因此，

在巴西经济不景气的大背景下，同方威视巴西公司的销售

没有受到太大影响。

“而且我们正在往提供系统解决方案方面努力，不然

就只能是一个卖产品终端的，想做大很难。”陈雍健说。

——求新求变——
引领行业发展占领制高点

“我急需转变对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刻板印象。

我当过很多创新创业大赛的评委，但我感觉创新挑战

赛的形式别出心裁。比赛中展现的科学技术对接，让

我眼前一亮。”12月 4日，首届中国创新挑战赛（西安）

结束后，评委之一、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院

长王泉教授感慨，“以需求为导向的对接成果，是科研

成果转移转化的希望所在。”

王泉口中的科研成果，是面向全国征集的106项技

术解决方案，经过近一个月的流程审核，3项难题需求进

入大赛的现场挑战赛、22项难题需求进入现场对接会。

一场巅峰对决与需求对接之后，中南大学机电工

程学院、西安复兴文明艺术文化科技有限公司和西安

重友机电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上海市激光技术研究

所团队摘得创新挑战赛优胜奖，22 项需求对接中签

订 15项合作协议、预计金额达 3130万元。

政府来搭台，需求发挥主导力量

中国创新挑战赛（西安赛区）是全国性赛事。它

由科技部指导，科技部火炬中心、陕西省科技厅、西安

市科技局共同承办。

一个月前，第五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新能源与环

保行业总决赛在西安举行；一个月后，中国创新挑战

赛（西安赛）又在西安开战。都是创新，为何在相隔一

个月密集举办？

“创新创业大赛是让好的创业项目找投资，创新

挑战赛是让好的技术找用户。”正如科技部火炬中心

党委书记翟立新在开幕式上所说，进入比赛与项目对

接的 36 项难题需求，是经过筛选分类、智库查新、评

审专家审核甄别等一系列程序遴选而出，让市场需求

为主导，等待好的技术“拥入怀抱”。

“‘创新驱动发展’是我国的战略，其核心是增强

我国的科技创新能力，加速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翟立

新强调。

在翟立新看来，创新挑战赛首先是帮助企业实现

转型升级。只有新技术的注入、新产品的开发，才有

质量和效益的提升。因此挑战赛的需求要来自企业，

结果是实现符合企业需求的科技成果转化为有竞争

力的核心技术。

在创新挑战赛的开幕式上，翟立新就创新挑战赛

举办的背景、特点和期待作了主题发言。翟立新从国

家层面、宏观角度对大赛的解读，引得台下的企业家

与观众啧啧称赞。

翟立新指出，挑战的项目与需求是由企业提出、

行业挖掘的技术问题，这些需求大小适当、难度适宜，

而且报名参赛不设门槛与条件，不管是个人与团队、

民营或者国立企业都可以参与，就是为了激发民间高

手的活力，实现企业需求的充分反映与主导。

翟立新坦言，过去政府主要通过政策、平台和资

金支持企业创新，有很多经验，也存在不足。这次挑

战赛是一个新的探索，企业提出需求，专家评审把脉，

最终由用户企业决定跟哪家企业以何种方式进行合

作，探索一个政府支持企业创新的新机制新模式。

比赛环节，一个特殊的权利放置在技术需求方的

手中——一票否决权。赛事实施单位西安生产力促

进中心刘海宁主任告诉科技日报记者，“不论评审组

的专家如何评判相关技术，最终签约的权利依旧把握

在企业需求方手中。”

市场定位要有，先进技术更关键

“我一直专注于技术研发，如何产业化并不是强

项，站在台上讲起话来拗口生涩，我们的表现力实在

是太逊色了。”拿到智能制造领域优胜奖的中南大学

电机工程学院的团队成员万万没想到，最后的获胜方

会是他们。

他们是做复合浇铸工艺的技术团队，在讲述解决

方案现场，需求代表——中国重型机械研究院股份公

司冶金装备研究所的高琦举了个例子：地下铺设的金

属管道，用不锈钢抗氧化却不结实，用碳钢很结实却

不耐腐蚀，如果造一个表面用不锈钢、内层用碳钢的

管道岂不是最好？这就需要复合浇铸。

“我给三位竞赛选手的打分非常接近，但是最高

分还是给了中南大学。”高琦向记者透露，他选择技术

的标准是，一方面看重技术提供方的创新能力。“如果

完全照搬国外已经在理论上提出的技术，则没有创新

点”；另一方面强调企业是否有中试环节和生产设备

的能力，“是否是本行业的领军人物，或者具有相关行

业的成功经验可以进行工艺‘嫁接’”。“相比于其他两

个团队，中南大学在相关领域有成熟的应用经验，理

论创新也不欠缺，成功的结合度更高。”高琦说。

市场要求既然给定，在技术需求者看来，核心技

术的先进性自然成了提供方要挑战的“难点”。

专家评审组组长、西安理工大学教授刘丁在给出

的最终点评意见时，第一句话就说，这个技术需求有

一定的技术难度。所以，竞争者在给出方案时谁给出

的解决办法既新颖又成熟，谁就离优胜奖更近。

除挑战赛，对接会给需求代表贾婷的最大感受

是，高校的技术优势“强悍”，而企业的产品呈现“动

人”。从具体需求来看，创新挑战赛更需要的是科技

提供能力。

在对接时，东南大学的技术展示在贾婷眼前一

亮：“面对 AR/VR 大行其道，东南大学提供的技术竟

然在虚拟现实的环境中打破视觉与听觉的局限，将触

觉加入其中。”这给专注于历史文化产业的贾婷极大

的震撼，她觉得这是一个新的机遇，“如果将触觉融入

到虚拟文化的展示中，绝对是一种全新的用户体验”。

实现成果转化，专家把脉很重要

挑战赛与对接会“齐头并进”时，有一个技术需

求——汉杜陵大遗址数字化复现与匹配成像技术研

究非常火爆，挑战赛中三个劲旅在 PK，对接会上三个

提供方在争抢。

如何斟酌与遴选合适的技术成果，前来“号脉”的

专家显得异常重要。

西北大学历史文化产业研究院的陈敏则是汉杜

陵项目请来的“郎中”，“我负责对接会的把关”，陈敏

告诉记者，挑战赛上有专家把关，项目对接也需要研

究型的人士从技术层面衡量供给方的真实实力。

感同身受的还有作为挑战赛中技术需求方的高

琦。“专家提出的问题都是我困惑却又很难提炼的方

面。”高琦举例，有的技术提供方不实诚，讲解的内容

与实际不符或有溢美之词，专家往往会有严肃的质

疑。有时候，我在台下听着都会闻到一股“火药味”，

这是心里最踏实的时候。

说到科技成果如何转化？刘丁教授总结，面对给

定的市场需求，技术提供方如果想解决企业问题，实

现成果转化，技术细节应该更加清楚。“找准诉求，提

前‘备课’，结合自己以往的工作基础和积淀，提出破

解关键性技术难题的精准方案。”

刘丁向技术提供方建议，想形成一个好的对接效

果，事半功倍的方法是利用好展示平台提供精细化的

技术成果。平台不仅帮供需方有效对接，还可以使技

术提供方看清企业的需求，及时调整研究和后续开发

方向，提高研发工作效率。

挑战大赛，资源整合的好时机

“西安复兴文明艺术文化科技有限公司的负责人

在吗，我对您的项目感兴趣。”

演讲完毕的代紫暄还没有落座，陕西省旅游协会

的张先生专门找代紫暄交换了联系方式，原来，张先

生是慕名而来，在旅游文化的全新体验方式上，旅游

协会正在寻求合作伙伴。

张先生算是文化产业领域的“前辈”，他向代紫暄

传授文化服务经验，两人交谈甚欢，约好赛后抽空多

多联系。

……

比赛结束后，因为大赛而建立的交流平台并没有

因此沉寂下来，创业者们的自发对接仍在继续。

翟立新在比赛开幕式上表示，希望通过一种比拼

的方式，使创新挑战赛成为推进科研成果转移转化、

培育和服务企业创新的重要抓手与展示平台。

“大赛规格高、规模大，能很好地推动成果转

化”刘丁觉得赛事的最终目的是要提升成果转化的

内生动力。“比赛，最好是能发挥供需双方有效对

接的作用。”

“虽然企业展示时间短，但评委也会根据自己的

经验，为他们给出合理化建议，让他们少走弯路。而

且，正因为展示时间有限，这就逼着技术供给方对自

身的技术方案做一个清晰规划和重点分析，理清自己

的技术优势。”王泉说，技术提供者应该保持积极的心

态，珍惜机会，在挑战赛中展示自己。

中国创新挑战赛在全国 7 个省、市、国家高新区

试点开展，西安成为首届试点单位之一，说明陕西是

全国创新的一片热土。开幕式上，陕西省科技厅副厅

长赵怀斌表示，陕西省科技资源富集，科技实力雄厚，

“十二五”期间，陕西科技进步综合指数从 52.93%提升

至 60.73%；科技进步贡献率从 50.67%提高至 55.81%；

全社会研发投入从 189.5亿元提高到 367亿元。

赵怀斌表示，富集的科技资源夯实了大众创业万

众创新的基础。目前，陕西省建立了创新创业联盟，

出台了“众创空间”孵化基地建设方案与创新创业类

专业大赛组织规程，每年举办全国创新创业大赛陕西

分赛区比赛、“挑战杯”大学生创业大赛等活动……希

望利用好陕西省的科技资源，将中国创新挑战赛打造

成为成果转移与技术对接的一次有益尝试。

政府搭台需求做主，企业抱得“美人”归
记首届中国创新挑战赛（西安）

本报记者 何 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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