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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
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
期，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相互
交织，“三期叠加”影响持续深化，经济
下行压力加大，如何应对？如何破局？1
月 7 日，以“驭变新时代 赋能新活

法”为主题的“基业长青第十四届‘一
带一路’人才发展论坛”在京召开。国
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办公厅主
任、新闻发言人、研究员余斌在会上提
出了“通过改革破除发展面临的体制机
制障碍，激活蛰伏的发展潜能”等方面

的应对建议。
本次论坛由北京基业长青管理咨询

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基业长青”）、
“一带一路”国际工程人才发展专家委员
会、北京长青在线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联
合举办，300 余位来自政府、“走出去”
企业、研究院、金融机构等领域的专
家、代表齐聚一堂共话未来，就行业趋
势、风险机遇、政策解析、人才建设等
国际基建行业热点话题进行探讨，受到
了中国交建、中国电建、中国路桥、中
土集团、华电科工等 100 多家工程、投
资领域企业的关注。

驭变新时代

据商务部统计，2019年1-11月，我
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的61个国家
新签对外承包工程项目合同6055份，新
签合同额 1276.7 亿美元，占同期我国对
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的61.2%，同比增
长41.2%；完成营业额746.1亿美元，占
同期总额的55.3%，同比增长1.3%。

2020 年是我国实施“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口之
年，也是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开启十四五规划建设布局谋篇
的关键之年。

“我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
本趋势没有改变”，余斌表示，在党的坚
强领导下，在雄厚物质技术基础和超大
规模的市场、技术、人力资源等方面优
势基础上，全党全国坚定信心、同心同
德，一定能战胜各种风险挑战。

站在经济下行、业绩增长乏力的关
口，企业如何破局？企业发展以人为
本！基业长青董事长刘日明提出，面向
2020乃至“十四五”，企业人才工作要高
度重视和关注三个导向：一是重视人才
机制创新导向，关注赋能；二是重视人
才转型开发导向，关注人才规划；三是
重视树立数字化时代的人才发展观，关
注人才合作。

赋能新活法

中国对外承包工程企业业绩的逆势
上扬离不开高水准的项目管理，更离不

开企业对国际化人才开发和培养的高度
重视。为分享先进人才培养经验、树立
标杆，“一带一路”国际工程人才发展专
家委员会从业务支撑、人才规划、人才
体系建设和品牌形象四个维度综合评选
出“一带一路”人才建设先锋企业及先
进个人，并颁发了 2019 年度“一带一
路”人才强企长青奖、人才培养创新奖
及十佳项目经理系列奖项。

回顾2019年，尽管国家宏观经济形
势呈现软着陆，然而中国电建集团贵州
工程公司创新营销模式，从国内市场的
战火硝烟中突围挺进海外，营业收入、
利润率较2018年取得了明显的增长。中
国电建集团贵州工程有限公司党委书
记、董事长郭玮做了题为《新商业模式
及组织能力变革》的主题分享，围绕经
营提质增效、业务模式创新、业务结构
优化、改革发展创新及组织能力建设等
方面做出了总结，提出了发展建议。

“企业正经历着从传统的控制型架构
逐渐调整为适应性组织这一过程。要想
实现业务转型、组织变革，首先要实现
人力资源能力建设的创新变革。”基业长

青副总经理刘建华分析了当下企业人力
资源普遍面临的新挑战，并提出了三点
价值主张：第一，企业需要面向“一带
一路”重构能力体系；第二，企业需要
构建面向转型升级的人力资源能力开发
体系；第三，企业需要借助数字化手段
赋能组织能力。

2020年，基业长青推出了为工程企
业转型升级组织能力提升制定的咨询、
培训、在线三位一体的解决方案，围绕
战略规划、业务咨询、人资建设、模式
创新等核心话题一一相应提出应对策略。

针对“海外培训实施难，回国培训
成本高”的难题，长青在线凝集行业优
势资源，推出了“海外学”项目，O2O
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培训模式有效破解工
学矛盾、显著提升培训效果，内含的

“一带一路”在线“诊所”，特邀来自世
界 500 强企业一线企业家与行业权威专
家“坐诊”，帮助学员把脉指导海外投
资、风险评估与应对、区域国别市场开
发、属地化运营等业务难题，将培训转
化为生产力，有效解决培训“最后一公
里”的问题。

驭变 新 时代 赋能新活法
基业长青第十四届“一带一路”人才发展论坛在京召开

□本报记者 方佩岚

2016 年 11 月 30 日，上海建工安装
集团承建的萨摩亚法莱奥洛国际机场升
级改造一期工程胜利竣工。在萨摩亚总
理图伊拉埃帕总理的见证下，萨工程、
交通与基础设施部部长李航、中国驻萨
摩亚大使王雪峰、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
主任钟晓敏共同为法雷奥罗国际机场升
级改造一期工程竣工剪彩。

台下，我和项目部的成员们满怀着
激动见证了这一时刻，心绪起伏间，不
由回想起来到萨摩亚后的种种情景。

如果说，波利尼西亚群岛是南太平
洋上熠熠生辉的一顶“皇冠”，那么位于
群岛西部的萨摩亚独立国就是“皇冠”
上最动人的一颗“明珠”。然而对于大部
分人而言，萨摩亚只是个遥远而陌生的
名字。龚加明和他的团队也是如此，在
安装集团承接法莱奥洛国际机场升级改
造工程前，我和同事们甚至从来没有听
说过这个位于南太平洋上的岛国。

在施工的无数个日日夜夜，我最难
忘的是在萨摩亚度过的第一个春节。
2016年的除夕之夜，本应该是阖家团圆
的时刻，我和项目部的员工却为了确保
工期而留守在萨摩亚。萨摩亚当地的网

络较差，有时普通的文字聊天都无法保
证，和亲人视频通话更是一种奢望。为
缓解员工的乡愁，项目部特意搭起了舞
台，上演了一台由在萨摩亚驻守的员工
自导自演的“春晚”。当项目部成员穿上
当地特色裙装LAVALAVA，与业主的本
地员工共同表演起萨摩亚特色舞蹈时，
晚会的气氛被引向了最高潮，掌声和口
哨声此起彼伏，欢声笑语间，大家忘记
了无法与家人团圆的遗憾，全情投入在
异乡度过的第一个新春佳节……

萨摩亚机场项目作为上海建工与萨
摩亚独立国签订的EPC总承包项目，是
中萨两国人民紧密合作的结晶，凝聚了
中萨两国工程技术人员的汗水和智慧。
除常规各机电系统外，机场项目机电部
分还包含了航空弱电系统、安检系统、
行李系统与登机桥。同时，由于改建过
程中机场必须照常运营，该项目又有

“不停航施工”的重任。为了顺利完成任
务，我带领项目部进入现场后，按专
业、系统单独与各专业分包管理人员进
行沟通，针对工程难点及关键时间节点
进行整理，并开展讨论和探索研究，确
保项目部所制定的各项施工方案更具针

对性和有效性，从而确保“不停航”落
到实处。一期工程竣工后，项目部的大
家在新航站楼登上回国的班机的那一
刻，内心充满了难以言喻的骄傲与自豪。

作为EPC项目中的机电管理方，项
目部的任务不仅在于施工管理，还要参
与设计方案，并依据设计规范解释业主
的提问。项目开展过程中业主有时也会
提出自己的想法，甚至质疑我方的设
计。由于设计单位并无驻场代表，而且
萨摩亚当地与国内有六小时时差，紧急
问题设计常常无法及时给予回复。因
此，项目部各专业施工员都成了“多面
手”，在做好本专业工作的同时还认真学
习设计规范，协助总包针对业主的问题
作出有理有据的回复。项目部先后向业
主阐述了项目整体用电负荷计算、雨水
计算、冷负荷计算、设备选型等问题，

以专业的水平和不亢不卑的态度应对业
主方的质疑，充分维护了上海建工形象。

在驻外项目部，语言是绕不开的一
大难题。萨摩亚官方语言为萨摩亚语，
通用英语。刚来到萨摩亚时，项目部成
员对当地语言一窍不通，英语水平也是
参差不齐。为了尽快克服语言关，项目
部充分发挥学习型项目部特色，以老带
新，互相学习交流。现在，人人都能和外
方沟通，甚至萨摩亚语的日常问候“你
好”、“再见”、“谢谢”等都能来上两句。

为了圆满完成施工任务，我和项目
部的成员牺牲了太多太多。萨摩亚风景
优美如画，是南太平洋上的一处旅游胜
地，然而由于工期紧张，即使是周末的
时间，大家也一心扑在工程现场，无暇
四处游玩。萨摩亚的天空更蓝了，看，
上安人在奉献。

萨摩亚的天空萨摩亚的天空
□龚加明

爪哇7号项目是中国制造成体系、高水平、大协作“走出去”的大型火力
发电项目，汇聚中国电力工程设计、装备制造、施工建设、管理运营的优秀范
例。作为践行“一带一路”倡议的主力军，中央企业“走出去”新添成功案
例。

近日，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建设的单机容量最大、拥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火电机组——国家能源集团国华印尼爪
哇7号2×1050兆瓦燃煤发电工程1号机组正式投产。

这也是印尼电力建设史上装机容量最大、参数最高、
技术最先进、指标最优的高效环保型电站。印尼这一“海
上丝绸之路”首倡之地再添能源新地标。

国家能源集团新闻发言人张玉新介绍，爪哇7号项目
是中国制造成体系、高水平、大协作“走出去”的大型火
力发电项目，是汇聚中国电力工程设计、装备制造、施工
建设、管理运营的优秀范例。

印尼爪哇7号项目位于印尼爪哇岛万丹省，项目总投
资 120 亿元人民币 （18.83 亿美元），总装机容量 2×
1050MW。项目整体投运后，年发电量约150亿千瓦时，
将有效改善印尼区域电力供应现状，大大缓解爪哇地区用
电紧张局面，对当地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起到强有力的拉
动作用。

项目建设期累计纳税约11000万美元，直接吸纳当地
人员就业逾 3000 人；预计运营期年纳税约 4000 万美元，
将提供近700人的就业机会，第三方服务人员逾500人。
该项目2号机组预计也将于近期投产。

随着全球化不断发展，中央企业“走出去”不断推
进。到2018年底，中央企业境外单位有11028户，分布在
185个国家和地区，境外资产总额7.6万亿元，全年营业
收入5.4万亿元。

国资委秘书长、新闻发言人彭华岗此前在国新办新闻
发布会上表示，在践行“一带一路”倡议中，中央企业

“走出去”逐步从资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拓展到更多元
的产业合作，各类创新投资方式也不断丰富。从资源开发
到基础设施建设，再到产能的合作、产业的合作，各个企
业根据自身发展要求和企业发展战略做了大量工作。

彭华岗表示，央企“走出去”在自身发展的同时，也
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社会就业，为推动中国与
项目所在国的互利共赢、融合发展、共同繁荣做出积极贡
献。

去年国务院国资委、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中央企业海外
社会责任蓝皮书》显示，超九成中央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
设，主要参与制造业、采矿业、建筑业。央企在“一带一路”
相关国家共雇佣当地员工36万余人。76%的央企建立了培
养与晋升的平等雇佣制度。

国家能源集团国华电力公司已建成运营的印尼南苏电
厂多次斩获印尼及亚洲电力奖项，打造了中国煤电在印尼
的闪光名片。印尼爪哇7号项目是国华电力在印尼成功建
设的第二家发电厂，依托印尼南苏电厂成功管理经验，不
仅仅投身于项目建设与运营，还积极践行社会责任。

国华印尼爪哇电厂还出资对爪哇7号项目附近的河流进行清淤、建设清真
寺、在印尼传统节日慰问周边村民。爪哇7号项目还致力于环境保护和生态建
设，与当地居民共建蓝天碧水，积极推进生态保护工程，涵养海边湿地生态，
基建期海工沿岸红树林覆盖率在原有基础上提高了30%以上。

国家能源集团国华电力党委书记、董事长宋畅表示，作为较早“走出去”
的中国企业，国华电力走深走实国际化进程，致力于集产学研用为一体的清洁
燃煤发电技术开发与国际化合作。本次投产的国华印尼爪哇电厂，将与国华印
尼南苏电厂、建设中的国华印尼美朗电厂共同构成服务印尼经济发展的国华能
源矩阵，印尼籍员工超过2/3。

“同时，国华电力还与印尼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不远的将来，一批批印
尼本地优秀电力人才将从这里走出，成为印尼经济发展的有生力量，助力当地
人民共享繁荣、开放、创新与文明。”宋畅说。

彭华岗强调，下一步中央企业要立足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更加重视
学习国际规则，尊重国际规则，运用国际规则，不断提升跨国管理能力，提升
国际化经营的意识、管理经验和人才培养水平，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坚持本土
化经营，主动融入当地社会，努力促进当地就业，同时要特别注意保护环境和
节约资源，提高安全意识和风险防范能力，确保“走出去”要走得更远、走得
更深、走得更实。 （源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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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永新燃煤电厂一期项目日前举
办以“开放、合作、共享”为主题的开
放日活动。中国驻胡志明市总领事馆、
越南平顺省政府、越南科技部、越南电
力集团、投资方及当地民众等近 200 名
代表走进电厂，近距离感受中越合作共
赢的新成果。越方代表对中企联合投建
的现代化电力工厂生产、运行、管理等
各项工作予以高度评价。

代表们通过参观现场、观看专题
片、互动交流等多种形式，零距离走近
永新项目。实地参观了煤码头、煤场、
集控室等区域，参与了关于环境保护、
运营管理和社会责任方面的互动交流，
充分感受永新项目在精益管理、安全生
产、绿色环保、社会责任和文化融合等
方面做出的不懈努力。

开放日当天，越南永新一期电力有
限公司、EPC联合体、中电永新运营有
限公司等项目相关单位，分别向越南永
新乡捐赠共计34.29亿越南盾 （约合110

万元人民币）。与永新乡政府共同签署
《共创和谐社区、绿色电厂倡议书》，与合
作单位签署《粉煤灰综合利用框架协议》，
体现项目积极参与公益事业、主动承担保
护环境责任的担当，为经营生产营造和谐
稳定的社会氛围。

越南平顺省委副书记杨文安表示，
越南永新项目是平顺省的重点基础设施
项目，给当地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
也带动了越南电力产业升级，有效弥补
了越南电力供应缺口，为越南的经济发
展提供了新的支持。希望项目在中越两
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继续高度重视安
全、环境、质量的管理，克服困难，努
力把项目建成“先进、可靠、绿色”的
示范性精品工程，为越南经济社会发展
和越中两国经贸合作、人民友谊作出贡
献。

中国驻胡志明市总领事馆副总领事
郝志刚表示，永新一期是中越经贸合作
的重点项目，是“一带一路”和“两廊

一圈”对接的重要项目。项目实施过程
中，建设方始终严格遵守本地法律法
规，落实安全责任，注重环保，出色完
成了建设和运营的各项工作。希望永新
一期成为中国企业在越南的精品工程、
示范工程、形象工程。

当天，越南电力集团副总经理吴山
海还向越南永新公司颁发“2019年度供
电工作成绩优异奖”，对电厂投产一年来
的生产、运行、管理及合同履约工作表
示高度赞赏。

永新一期是中国企业在越南投建的
首个采用建设—经营—转让 （BOT） 投
资模式的项目。项目建设规模为两台62
万千瓦超临界燃煤发电机组。越南永新
一期电力有限公司总经理徐京伦介绍
说，永新一期是越南第一个采用超临界
W火焰锅炉技术的电厂，这一技术让越
南无烟煤燃烧更充分，相对于亚临界同
类型机组，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
两万吨。项目同步建设脱硫、脱硝、除

尘等设施，烟气排放指标优于越南国家
标准，废水处理后的中水全部再利用、
对外零排放，最大限度减少对环境的影
响。

永新一期双机商业运行一年来，机
组连续高负荷运行的优势凸显，2 号机
组还实现新机投产后连续运行 277 天的
记录。永新一期投产一年来发电量达
86.86 亿度，提前 17 天完成本年度合同
约定的可用小时数。平均负荷率、年等
效满负荷发电小时数等重要衡量指标，
在越南已投产的同类型机组中遥遥领先。

徐京伦介绍，之所以称永新一期为
“一带一路”能源合作的样板项目，是因
为投资方除南方电网、中电国际两大中
方央企外，还邀请越南央企越煤电力总
公司共同投资建设。中越双方企业共商
合作意向、共建合作项目、共享合作成
果，让当地企业也能分到“一带一路”
合作的蛋糕。 （刘刚 李佳竹）

越南永新电厂举办开放日 中越合作厚育新成果

近日，在新任埃及驻华大使穆罕默
德·巴德里阁下的见证下，中国能建葛
洲坝集团与埃及孔雀投资公司在京签署
埃及500兆瓦光伏电站EPC合同。

埃及 500 兆瓦分布式光伏电站项目
位于埃及首都开罗、赫嘎达市等地，主
要内容包括项目设计、采购、施工、安
装、调试及试运行等。项目建成后将为
周边地区提供充足的电力供应保障，为
埃及能源结构转型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
新动力。

葛洲坝国际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
理刘怀亮与埃及孔雀投资公司首席执行

官齐亚德·阿里先生代表双方签字。该
项目是葛洲坝集团继签约埃及35.7兆瓦
分布式光伏电站项目后，签约并实施的
埃及第二个新能源EPC项目，是葛洲坝
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推动新能源业务高
质量“走出去”的最新成果。

当前，中埃合作势头良好，前景广
阔。葛洲坝集团愿充分发挥工程建设和
投融资优势，与埃及政府、企业一道，
以项目建设为契机，持续深化在埃及基
础设施建设、新能源、海水淡化等领域
战略合作，共同书写中埃合作新篇章。

巴德里大使介绍了埃及政治、经

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表示，中国和埃
及同为世界文明古国，两国友谊源远流
长。在两国领导人的关心和推动下，中
埃双边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共建“一带
一路”成果丰硕。巴德里大使对葛洲坝
集团近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钦佩，
欢迎葛洲坝集团广泛深入参与埃及能源
基础设施建设，埃及政府将为葛洲坝集
团在埃及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阿里先生对葛洲坝团队在项目推进
过程中展现的创新、敬业精神给予充分
肯定。他表示，该项目的成功实践将为
双方在埃及乃至中东、非洲的发展奠定

坚实基础。希望双方继续加强全方位多
领域合作，实现共同发展。

据了解，埃及地处欧亚非三大洲的
交通要冲，是非洲第三大经济体，也是
北非最大经济体。借助于优越的地理位
置，埃及致力于成为非洲、中东以及欧
洲的能源中心。近年来，埃及政府积极
改善国家整体能源结构，大力发展可再
生能源，其中太阳能和风电项目开发前
景广阔。根据埃及新能源局发布的2018
年年报，预计到2035年底，埃及可再生
能源将占全国总发电量的42%。

（张敏 裴晓波）

葛洲坝签约埃及500兆瓦光伏电站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