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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天入海]

“要想不被‘卡脖子’，就要敢于‘迈步
子’！”20多年前，南亚新材董事长包秀银
看到了覆铜板在地化供应的机会与重要
性，立志要向高端化产品发起冲击。

覆铜板，因其导电、绝缘、支撑的功能，是
无数电子产品的“命脉”所在。然而，在这一
具备战略意义的关键市场，国外企业曾一度
保持垄断。经过多年的深耕，南亚新材实现
多项高端材料的在地化供应，并成为国内一
家各介质损耗等级高速材料全面通过华为认
证的企业，市占率也是一路上扬。

近日，我们走进南亚新材位于上海南
翔的生产基地，探寻“小巨人”背后的成长
故事与科创基因。

决不制造不良产品
步入南亚新材的工厂，无需抬头，即

可看见一行醒目的红色标语：“我们承诺：
不制造不良品！”

对于一家高新技术制造企业来说，这是
最低，也是最高的要求。“覆铜板是现代电子
信息产业的基础核心材料，担负着印制电路
板导电、绝缘、支撑三大功能，被广泛应用在
通讯设备、计算机、消费电子、汽车、工业控
制和航空航天等终端领域，其发展水平很大
程度上反映着一个国家电子信息产业发展
的硬实力。”南亚新材总经理包欣洋介绍道。

作为万千应用的“幕后英雄”，覆铜板在
生产中稍有差池，就可能带来风险。包欣洋打
了个比方：“如果覆铜板掺入了灰尘等杂质，应
用在服务器上，整个主板可能会直接烧掉。”

为了保证产品的良率，南亚新材在每
一道工序都下足了苦功夫。工厂内专门
设置的告示栏里，贴满了有缺陷的样品，
载明样品不合格之处、外观判级，每个样
品都经过了制作、核准、审核、品保部审核
等四轮签名确认。

除了雕琢生产流程，南亚新材还不断提
高工厂的数智化程度，争取让精益生产再上
一个台阶。包欣洋透露，工厂已经引入了
MES和EAP管理系统，EAP负责数据采集、存
储与预处理，MES负责数据的整合与应用，将
生产过程中的生产信息、质量信息直接下发
至设备，并将设备信息采集回MES，用数据和
人工智能的力量提高生产效率与产品品质。
目前江西工厂的数字化转型已小有所成，未
来南亚新材所有工厂将全面实现数字化。

穿梭在一道又一道的工序之间，“以
质为本，不懈追求”“有品质才有市场”等
标语随处可见。井然有序的车间里，不仅
有覆铜板从无到有的诞生过程，更有着一
家科创企业对精益制造的执着与决心。

中国企业不能缺席
这种对于产品质量近乎执拗的追求，

早已刻在了南亚新材的基因里。
回望南亚新材的诞生，公司董事长包秀

银感慨万千。20多年前，还在电器开关厂工
作的包秀银偶然发现，覆铜板在国内没有一
家叫得上名字的本土民营企业，来自美国、欧
洲、日本的巨头几乎蚕食了整个市场份额。

面对如此具有战略性意义的市场，中

国企业绝不能缺席。在日本、欧洲多次调研
后，包秀银下定决心做好、做成一件事——
让市场用上由中国企业制造的覆铜板。

包秀银决意创业后的第一步，居然是立
刻更换电话号码，奔赴上海搭建团队、选址设
厂。包秀银打趣道：“温州人学习能力太强，
所以我们把消息封闭了三年。三年后公司站
住脚了，我才和亲朋好友重新联系起来。”

做覆铜板在地化供应，也是包秀银顶
着各方质疑所力推的。当年要建第三工
厂时，南亚新材的现金流并不充裕，又遭
遇金融危机，身边不少人持反对意见，“甚
至有好多人问我，是不是疯了？”他说。

外界的质疑没有减缓包秀银前进的脚
步，他深知，既然未来要做在地化供应，必须要
早点做准备。他也一直相信一个朴素的道理
——要想不被“卡脖子”，就要敢于“迈步子”。

经过多年深耕，南亚新材已在核心技
术上实现了多项突破，实现了高端材料的
在地化供应，成为全球为数不多的掌握超
低传输损耗多层电路板材料核心技术的
企业，成功打破国外企业的市场垄断。

有了技术的加持，公司有了更大的底气。
包欣洋介绍道，“自2022年底开始，公司开始着
眼于海外市场。在原有华东、华南’一核两翼’
的发展格局上，立足国内，放眼全球，先后设立
新加坡、香港地区、泰国子公司，韩国、台湾地区
办事处，以开拓更大的海外高端市场。”

持续创新步步登高
南亚新材从一开始便有着不一样的

志向——做高端化的产品。
谈及近年来南亚新材在高端化上取

得的成就，包欣洋信手拈来：在高速材料
上，公司NOUYA6等级材料已广泛应用于
100G、200G交换机，BBU和5G通讯产品中，
为国内头部通讯设备企业批量稳定供货3
年以上；在高频材料上，公司突破技术壁
垒，自主研发的碳氢高频材料已获得国内
主流通信终端认证……

高端化之路并非一蹴而就，南亚新材
也曾栽过不小的跟头。包秀银至今回忆
起来还有些沉重：“当时我们引进最好的
设备做高端产品，但高端产品不是说一做
出来对方就用，大多数客户是要先看产品
能否通过头部企业认证。”

南亚新材当时没考虑到这一点，花大
价钱引进设备，奔赴“无人区”做实验。那
几年也是南亚新材的艰苦岁月，甚至有人
一度都怀疑公司是不是撑不下去了。

秉持一以贯之的初心，加上多年的稳扎
稳打，南亚新材成功度过磨底期。凭借产品技
术上的出众优势，南亚新材的产品顺利打入了
多家头部企业的供应链，市占率也一路上扬。

包欣洋说，新需求、新技术的不断出
现，对前端原材料提出更高的技术要求。
企业想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
之地，唯有不断创新，不停突破，才能摆脱
传统产品低价无序竞争，进而迎来高质量
基础之上的业绩高增长。

南亚新材的管理层期待，在数字化时
代，公司胸怀锻造民族品牌的使命感，继续
在覆铜板领域持续深耕，从而加速构建覆铜
板行业的新生态。致远，南亚新材的“登高”
之路，走得一步比一步坚定。 文/周建荣

胸怀锻造民族品牌使命感，加速构建覆铜板行业新业态

据长征六号丙运载火箭总体主任设
计师余延生介绍，长征六号丙（CZ-6C）运
载火箭是一款新型单芯级液体运载火
箭，火箭采用两级构型，700公里太阳同
步轨道运载能力约2吨，500公里太阳同
步轨道运载能力约2.4吨。卫星整流罩
包括3.35米、3.8米等不同尺寸，可根据
不同任务进行适配。

为满足日益增长的中、小载荷各类
卫星发射需求，CZ-6C运载火箭以高可
靠、适应性强、快速研制为目标，可执行
多种轨道发射任务，支持单星发射、多星
发射和搭载发射，具有可靠性高、发射成
本低、适应能力强、履约周期短等优点，
进一步完善我国新一代长征系列运载火
箭型谱，形成能力梯度覆盖。

长征十二号运载火箭总体主任设计
师曾文花则介绍了长征十二号运载火箭的
有关情况。长征十二号运载火箭是我国首
型3.8m直径单芯级液体运载火箭，最大的
特点是在长征系列家族里面首创3.8m箭

体直径，这是根据我国新一代主力液氧
煤油发动机YF-100系列的改进研制情
况，和我国铁路运输能力最大包络边界
约束情况下，经过反复论证研究，以及与
铁路部门做了大量运输试验，既能铁路
运输至我国各发射场，又可以实现箭体
直径与发动机数量的最佳适配，实现能
力拓展和一箭通用，并为未来重复使用
火箭奠定基础。

同时，长征十二号运载火箭积极创
新、追求先进，突破了一系列新技术攻
关，提升了火箭性能和可靠性、安全
性。进一步完善和拓宽了我国新一代
运载火箭的型谱，助力我国航天运输体
系的高质量发展，将单芯级液体火箭运
载能力和大整流罩包络提升了一个新
台阶。

目前长征十二号运载火箭已完成各
项研制工作，正在开展首飞箭的总装总
测，计划2024年在海南文昌我国首个商
业发射场，完成首飞箭的发射任务。

2024年上海航天这两型运载火箭

首飞任务发布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2月26日发布《中国航天

科技活动蓝皮书（2023年）》，介绍2024年宇航任务整体情
况。2024年，中国航天全年预计实施100次左右发射任
务，有望创造新的纪录。其中，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
司八院抓总研制的长征六号丙运载火箭和长征十二号运载
火箭今年都将完成首飞任务。 青年报记者 刘晶晶

中国航天
全年预计实施
100次左右发射
任务，有望创造
新的纪录，我国
首个商业航天
发射场将迎来
首次发射任务，
多个卫星星座
将加速组网建
设；中国航天科
技集团有限公
司计划安排近
70次宇航发射
任务，发射290
余个航天器，实
施一系列重大
工程任务。

新华社 图

首次在大西洋开展下潜作业的中国

载人潜水器“蛟龙号”，目前已在南大西

洋完成23次下潜并创造九天九潜的下潜

新纪录。

记者27日从中国大洋事务管理局获

悉，“深海一号”船执行的中国大洋83航

次第一航段聚焦南大西洋中脊热液区。

截至 2 月 23 日，“蛟龙号”在南大西洋顺

利完成23次下潜，并创造九天九潜的下

潜新纪录。目前“蛟龙号”技术状况良

好，已在彤管、洵美等多个环境复杂的热

液区开展精细调查和高效作业，获取了

地质、生物等样品约300件和环境、视像

等数据约4TB。

中国大洋83航次是中国载人潜水器

首次在大西洋开展下潜作业，也是“蛟龙

号”与其支持母船“深海一号”首次在大

西洋开展深海调查研究。本航段首次在

南大西洋彤管、洵美等多个热液区开展

载人深潜精细化调查，获得了盲虾、贻贝

等热液区典型生物类群，并将大西洋热

液生物区系的南部边界向南扩展1300公

里（自南纬15°扩展至南纬27°）。

据新华社电

“蛟龙号”首潜大西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