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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报记者 刘 燕

中国人很聪明，中国有
大量的智力资源，无论数量
和质量上，都丝毫不亚于欧
美发达国家。如果我们的
产学研的环境能够进一步
的改善和提高，将极大的提
升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实
现企业和科研机构双赢。

■实验室动态

2010年，移动网络和移动多媒体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经科技部批
准，依托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启动建设工作，2012年 11月 30日通过
科技部组织的专家组验收。目前，实验室已建立完善的科研平台，为基础
关键技术研究创造了良好的科研、试验环境，承担着“国家科技重大专
项”、“973”和“863”等重大科研计划项目，取得了多项关键技术突破。

■一线对话

工业排放气综合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
一批排放气综合利用技术产业化

日前，从工业排放气综合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传出消息，我国工

业排放气综合利用取得重大进展，一批技术目前正在大规模开展成

果转化与推广，将推动重污染工业排放气制清洁能源或大宗化学品

工作。

据介绍，工业废气主要有焦炉气、兰炭尾气、煤层气、垃圾填埋

气、转炉气、高炉气、黄磷尾气、电石炉气、炼厂气、有机废气等，此前

长期难以得到有效回收利用，造成严重的资源浪费与环境污染。依

托西南化工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组建的工业排放气综合利用国家重

点实验室现已成功开发焦炉气甲烷化制天然气、工业排放气合成乙

二醇、醋酸(酯)加氢制乙醇、煤矿瓦斯脱氧富集制天然气、电石炉尾

气度净化与提纯等成果，并已大规模开展成果转化与推广。

其中，首套焦炉气制压缩天然气装置近日在河北省邯郸市裕泰

燃气有限公司成功投产，产出的合格压缩天然气直接进入邯郸市煤

气管网。据裕泰燃气总经理陈满贵介绍，焦炉气甲烷化项目总投资

约 2 亿元，年可减排二氧化碳 90 万吨、二氧化硫 726 吨、粉尘 10 吨，

预计年产天然气 1 亿立方米，可实天然气股份公司内蒙古乌海市海

勃湾区千里山 LNG工厂工程项目一期已建成投产，目前装置运行安

全稳定，二期工程土建与设备安装正全面展开。该项目年可回收

200 亿立方米焦炉气，生产约 85 亿立方米天然气，节约标煤 1032 万

吨，年产值 255亿元以上。

在工业排放气制乙二醇方面，重点实验室已开发出安全节能的

工艺流程配置，可降低能耗与物耗，目前正在河北辛集化工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开展 3万吨/年工业弛放气制乙二醇产业化示范，预计今年

10月可建成投产。

在醋酸酯化加氢制乙醇方面，年产 20万吨乙醇产业化示范装置

正在建设，投产后既可解决醋酸行业产能严重过剩的困境，又能实现

煤化工路线替代粮食路线生产清洁能源产品。

在煤矿瓦斯富集制天然气方面，该实验室开发的煤矿瓦斯脱氧

催化剂和多段脱氧流程，突破了煤层气安全利用的技术瓶颈，显著提

高了脱氧处理能力与脱氧深度，降低了过程能耗。目前已进入实质

推广阶段。

半导体照明联合创新国家重点实验室
牵头组织编写三项国家标准

近日，由半导体照明联合创新国家重点实验室牵头组织编写的

三项国家标准，在北京国家半导体照明工程研发及产业联盟召开启

动会，飞利浦、欧司朗、勤上光电、洲明科技、晶元光电、晶科电子、万

润科技、北京大学宽禁带半导体研究中心等 40多家国内半导体照明

产业龙头企业、科研院所和检测机构参加了此次启动会。

半导体照明联合创新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李晋闽表示，我国半

导体照明产业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标准体系的支撑对于半导体照

明产业的健康发展十分重要，国标委正在尝试以联盟标准来引导创

新及市场发展，作为试点产业之一的半导体照明产业，其相关联盟标

准已由半导体照明联合创新国家重点实验室负责协调及推进。目前

已有 26 项联盟标准正式发布，五项联盟标准正在制订中，两项联盟

标准在征求意见当中。

在以LTE为代表第4代移动通信正在普及应

用的时候，第 5代移动通信（5G）的研发已经拉开

帷幕。在不久前举办的5G Summit上，中兴通讯

无线 CTO 向际鹰作了题为“Identify the details

that impact 5G”的发言，首次提出Pre 5G概念。

业界曾普遍质疑“5G 到底是什么？”、“5G 在

2020年之后才会到来，未来 6年怎么办？4G+是

否可以支撑 6 年？”中兴通讯 Pre 5G 的概念从新

的角度回答了这些问题。

中兴通讯发现，在特定场景下可将 5G 中的

部分技术直接应用到4G中，甚至可以不需要改变

空中接口标准，直接采用 4G终端就可以实现，使

用户提前得到类似于 5G的体验。而中兴通讯前

几年投入巨资开发4G矢量处理器芯片亦将在5G

时代发挥效力，该芯片平台具有灵活的可软件扩

展架构以及超强的处理能力，能够在硬件不变，只

简单地调整指令集，就可满足Pre 5G的要求。

从 2012 年起，中兴通讯对 5G 进行战略投

入，开发 5G 需求与结构、关键技术和原型机，并

首次公开了 5G SDA 技术，目前，SDA 技术已成

为 5G 的研究热点。中兴通讯亦是 5G 全球标准

研 究（例 如 ITU、NGMN、3GPP、IEEE、中 国

IMT-2020 推进组等）活动主要贡献者与参与

者。作为中国 IMT-2020（5G）推进组的核心成

员，中兴通讯牵头负责 5G 超过 30%课题的研究，

如面向 IEEE 的 5G 技术研究、5G 的网络架构研

究、5G物理层突破性技术研究等。

中兴通讯内部流传的一句话“2G 跟着跑，

3G 并肩跑，4G 领先跑”鲜明地反应了中兴通讯

通过技术、专利储备提升中兴全球化竞争实力、

提高市场份额的产业地位改变。

如果没有强大的创新基因和积累，中兴通讯

无法成长到今天的地位，还只能是在产业链利润

下游徘徊。

5G研发已超前并领先
作为中国 IMT-2020（5G）推进组的核心成员，中兴通讯牵头负责 5G 超

过 30%课题的研究，如面向 IEEE 的 5G 技术研究、5G 的网络架构研究、5G 物

理层突破性技术研究等

中兴通讯7月14日发布2014年半年度业绩预

告修正公告，预计半年净利大幅提升最高至 11.5

亿，最高增幅达270.96%。

随着全球通信设备制造业市场格局变动，中

国通讯企业快速走向行业前端。在移动网络和移

动多媒体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这一创新平台的支

撑下，中兴通讯正从跟随型向主导型转变，逐渐实

现超越。

移动网络和移动多媒体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移动网络和移动多媒体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带领中兴从跟随跑带领中兴从跟随跑，，
到并肩跑到并肩跑，，直到领先跑直到领先跑

2010 年，移动网络和移动多媒体技术国家

重点实验室经科技部批准，依托中兴通讯股份有

限公司启动建设工作，2012 年 11 月 30 日通过科

技部组织的专家组验收。目前，实验室已建立完

善的科研平台，为基础关键技术研究创造了良好

的科研、试验环境，承担着“国家科技重大专项”、

“973”和“863”等重大科研计划项目，取得了多项

关键技术突破。

实 验 室 研 发 的 新 型 移 动 通 信 网 络 架 构

C-RAN，相对于传统分布式部署的基站系统，

可节省能耗 68％，同时降低运营成本。

针对互联网的“可信身份”问题，实验室开展

了标识网研究，其基于身份位置分离的设计思

想，为网络虚拟社会的可控可管、互联网业务的

安全运营提供了保障。

面向芯片设计这一战略性新兴产业，实验室

组建了处理器研究团队，在国内外率先开展高效

数据处理矢量处理器新兴技术研究，已完成矢量

处理器的人才布局、专利布局和技术积累，自行

研制的矢量处理器经过两次投片测试，从功能兼

容性、面积、功耗等性能指标已跻身国际前列，尤

其是处理能力，是传统处理器的 60倍以上，达到

国际顶尖水平。

该成果标志着我国不仅拥有了自主知识产

权的矢量处理器指令集、架构和实现，而且设计

水平也跻身国际前列，对于国防、安全信息产业

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

在多媒体编解码技术及算法研究方面，实

验室致力于提高用户的视听体验，研究低码率

高清算法，实现 2M 带宽传输高清图像，逼近商

用 8M 带宽的高清图像效果，带宽节约了 75％，

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在欧洲市场获得客户好

评 ，获 得 了“全 球 最 佳 IPTV 中 间 件 和 引 擎 大

奖”提名。

多项关键技术突破奠定超越根基
自行研制的矢量处理器经过两次投片测试，从功能兼容性、面积、功耗等

性能指标已跻身国际前列，尤其是处理能力，是传统处理器的 60 倍以上，达

到国际顶尖水平

在以拼技术为游戏规则的通信业，中兴通讯

正在建立起自己的创新帝国，它的自主创新能力

和以客户需求为导向的市场策略获得了全球运

营商的认可。

截至 2013年底，中兴通讯在全球获得了 140

个 LTE/EPC商用合同，在已投资 LTE的国家中，

中兴通讯已进入的国家达 70%。2013年，中兴通

讯 LTE产品获得了全球约 20%的市场份额，成为

全球增长最快的 LTE 供应商（根据全球知名咨

询公司 IHS 的报告）。在国内，中兴通讯是目前

国内最大的 LTE解决方案供应商。

中兴通讯推出的 4G“地空宽带”移动宽带

数据解决方案采用 LTE 技术，拥有全部的关

键技术知识产权，通过了国内外机构的适航认

证，使它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提供并商用 LTE

航线覆盖的设备商。4 月 16 日，在北京飞往成

都 的 中 国 国 航 CA4116 航 班 以 及 对 开 的

CA4109 航班上，全球首次启用了机上 4G 互联

网服务，中兴通讯作为本次地空宽带系统地面

基站通信设备唯一供应商，全程提供技术和业

务保障。

通过多年持续的自主创新，中兴通讯在操作

系统、数据库、终端、应用、安全防护及芯片等领

域都拥有了深厚的技术储备，改变了中国企业在

技术上受制于国外通信巨头的战略困境，为全球

16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电信运营商和企业网客

户提供创新技术与产品解决方案，成为民族通信

产业“走出去”的典范。

开创全球首次航班4G互联网服务
4月 16日，在北京飞往成都的中国国航 CA4116航班以及对开的 CA4109

航班上，全球首次启用了机上 4G 互联网服务，中兴通讯做为本次地空宽带系

统地面基站通信设备唯一供应商，全程提供技术和业务保障

生产线测试生产线测试

1.6万件，研发用专利说话

目前中兴通讯拥有 5 万多件全球专利申请、1.6 万件已授权专

利，其中涉及标准的 LTE 基本专利超过 800 余件，全球占比 13%，居

领先地位。所持有专利 90%以上为具有高度权利稳定性和技术品质

的发明专利，包括众多覆盖国际通讯技术标准的基本专利，以及覆盖

通讯产业关键技术的核心专利。PCT 申请量已超 1.3 万件，全面覆

盖英、法、德、美等主要发达国家以及新兴发展中国家。

中兴通讯总裁史立荣曾说：知识产权尤其是专利是创新的最好

的载体，能够体现和保护企业的智力成果。从中兴通讯开始大发展，

到后期持续的高速发展和全球的拓展，知识产权行动始终贯穿其中，

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以拼技术为“游戏规则”的通信业，知识产

权的储备往往就是最强竞争力。

中兴通讯从创立之初就非常重视专利，中兴通讯申请的第一

份专利是侯为贵董事长于 1996 年 4 月 3 日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交

的一份关于程控数字交换机用户板技术的实用新型专利，其发展

过程付出的一笔笔高昂专利许可费激励中兴通讯迸发出强烈的专

利储备意识。

作为国内最早一批实行“走出去”战略的高科技企业，2005年以

来，中兴在相继突破非洲、亚洲、南美等市场之后，开始进军知识产权

发展最成熟的欧美地区，海外专利竞争的残酷性更激发了中兴大力

发展布局专利的意识。如今，中兴通讯是唯一一家连续三届获得“信

息产业重大技术发明”的企业，四度获得中国专利金奖，十一届专利

评奖中获得两金两优。而以用户为中心，改善用户体验，已成为中兴

推动应用创新、提高产品设计与研发能力的强大动力。 （刘燕）

目前中兴通讯拥目前中兴通讯拥
有有55万多件全球专利申万多件全球专利申
请请、、11..66 万件已授权专万件已授权专
利利，，涉及标准的涉及标准的LTELTE基基
本专利超过本专利超过800800余件余件

中兴通讯每年坚
持将 10%的收入投入
研发

中兴通讯每年坚持将 10%的收

入投入研发，即使在金融危机期间

也不减投入，近 5 年研发投入累计

已超过 400 亿元，并在瑞典、美国、

法国以及中国的深圳、上海、北京等

地设立了 18 个研发机构，与欧美主

流运营商携手建立全球 10 大国际

联合创新中心。

33万余名技术研发人员万余名技术研发人员

占公司总人数近占公司总人数近44成成

近近44成成
中国拥有研发人员最多的上

市公司就是中兴通讯，3 万余名技

术 研 发 人 员 ，占 公 司 总 人 数 近 4

成，而实验室自建设以来引进了 19

位海外人才，包括 3 名“千人计划”

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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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兴通讯副总裁江华负责中兴通讯的技术

战略和技术规划工作，同时也是移动网络和移动

多媒体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在

长期从事技术战略和技术规划工作过程中，和相

关高科技企业，科研机构、以及高等院校等建立

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他对我国的产学研用现状

有比较多的观察和思考。“最近学习了习主席在

两院院士大会上的讲话，深有同感。我国在技术

创新与产业化之间，还存在比较多的体制和机制

的障碍，要最大限度解放和激发科技作为第一生

产力所蕴藏的巨大潜能，还有很多路要走。”

实验室的目标之一就是打造“产学研
用”合作示范基地

实验室定位于开展基础性应用研究、产业化

关键性技术创新，通过加强行业应用基础研究、关

键技术突破和储备，积极推进产学研合作。实验

室科研试验环境达6000平方米，建有11个科研试

验平台、8个科研实验配套设施，建设了世界先进

的移动核心网络、移动接入网络和移动多媒体及

终端科研平台，大幅提升了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

充分发挥了对行业的引领、示范和辐射带动作用，

促进了我国移动通信行业的技术进步。

而实验室的目标之一就是打造“产学研用”

合作示范基地，这也是实验室比较有特色的模式：

积极开展与国内和国际高校、科研机构进行技术

开发合作与创新。目前，实验室与国内30多所高

校、科研院所合作建立联合实验室，开展高水平学

术交流，成为我国信息技术领域的重要国际交流

窗口，与19所高校、4家研究机构联合成立中兴通

讯产学研合作论坛。在促进研发资源共享的同

时，努力促进研究成果的市场化、产业化运作。

如果我们的产学研的环境能够进一步
的改善和提高，将极大的提升我国的自主创
新能力

这些高校及科研机构不局限于中国本地及

香港，美国、欧洲、日本的顶尖高校亦在合作名单

之中，这样的合作交流让实验室能够及时获知全

球顶尖科研机构如何思考问题、在解决什么问

题，使实验室的建设获益匪浅。与此同时，江华

也认为：“中国人很聪明，中国有大量的智力资

源，无论数量和质量上，都丝毫不亚于欧美发达

国家。如果我们的产学研的环境能够进一步的

改善和提高，将极大的提升我国的自主创新能

力，实现企业和科研机构双赢。”高等院校或科研

机构更关注论文和专利，对于技术如何产业化，

需要在政策和制度上面，给予更多的润滑和支

持，并且清理部分衔接不畅的环节，对科技转化

的过程进行松绑。同时，需要更多企业加强前期

的技术预研和技术投资工作。鼓励类似天使投

资的专业机构和个人来参与创新。

中兴通讯与各类科研机构的合作重心，
是放在基础技术研究，以及有潜力的核心技
术挖掘方面

具体到中兴通讯所在的通信行业，产品研发

目标周期一般定在三年左右；而战略型的预研项

目，一般科研攻关的周期在五年左右。所以，中

兴通讯与各类科研机构的合作重心，是放在基础

技术研究，以及有潜力的核心技术挖掘方面。正

是由于关注点的不同，使得中兴通讯和各类科研

机构有着良好的合作契合点。中兴通讯更加关

注技术的市场价值，通过挖掘和判断技术的市场

价值，来开展和各类科研机构的合作。而各类的

科研机构，更多的关注基础技术研究本身的工

作，更加关注基础技术和论文的产生。企业与高

校密切的合作，创造了更好的产学研用环境，对

于推进企业创新，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江华：
技术创新与产业化间，还有很多路要走

文·本报记者 刘 燕

3万名技术研发人
员，占公司总人数近 4
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