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线 调 查 2015年8月24日 星期一 11

本世纪第一个 10 年，中国制造业
迎来迅猛发展的黄金 10 年。但两个
问题接踵而至：第一，赚了钱，做什
么？第二，机遇红利逐渐消退，“新常
态”下主业怎么升级？

2006 年、2007 年，很多制造业企
业将资金投向房地产、太阳能等热门
领域赚取“快钱”，“转型还是转行”的
迷茫弥漫在实体经济中。很快，一些

“热门”行业拥挤不堪，产能严重过剩，
迅速沦为明日黄花。

在纺机行业，有一批与同和前后脚
“做出名堂”的民营纺机企业，其中不少
在二次创业的选择中出现问题：有的把
核心产品做成了大路产品，有的产品转
型跨度太大难以把控，有的诚信经营出
了问题，有的甚至在行业内销声匿迹。

相比之下，同和显得本分甚至有
些“保守”：不炒地，不借款，不“跨界”，
靠自有资金，专心做主业。即使在纺
机主业上，也强调稳扎稳打，每个产品
都力争做到极致，在拥有竞争优势时
再做下一个项目，不盲目扩张。

常言道：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同
和要在纺机主业做大做强，转型升级
是必须的。2008 年，在纺机专件领域
走得顺风顺水的同和还是做出了新的
选择，那就是进军纺机主机市场。这
一转变引得同行议论纷纷；即使在企
业内部，也有不少高管持怀疑态度。

这些质疑看起来不无道理：第一，

同和走惯了小而专、专而精的专件产品
路线，改做“大而全”的主机，不仅技术
经验和客户资源从零开始，而且原来的
客户一夜之间变成竞争对手，无形之中
压力倍增。第二，2008年以后，纺织行
业面对的经济形势和市场环境发生了
巨大变化，纺机需求从激增转而放缓，
这时候上主机，市场压力可想而知。

然而，崔桂生的道理则阐明了此次
转型并非完全逆水行舟：在资源和经验
上，同和具有纺机核心专件的技术优
势，做整机只是顺水推舟。在市场上，
中国是世界最大的纺织服装生产国、出
口国和消费国，今后最大的纺机市场在
中国。同和纺机的目标是跻身世界纺
机品牌前三强，目前最强的竞争对手仍
是日本和德国同行，那么，离市场近，产
品改进速度快，与客户沟通效率高，服
务好。有这些优势，没有理由做不好。

这番见解说服了同和的团队，于
是大家开始着手组织研发棉纺、毛纺
一系列整机产品，同和的二次创业正
式开始。

从配件供应商“变身”主机制造
商，同和遇到很多新问题。

比如，一家棉纺厂用户向同和投
诉，细纱机集聚纺装置的过桥齿轮经
常坏，影响生产。什么原因呢？同和
派人到供应这种塑料齿轮的配件厂
24 小时跟踪调查。结果发现，配件厂
在生产齿轮时加入回料，影响了齿轮

的强度。同和马上向配件厂提出警
告，并在合同中写明不准添加回料的
条款，但屡禁不止。不得已，同和干脆
自己生产这种配件，既为了保证整机
质量，也为了保住同和的信誉。

崔桂生在一次参观日本纺机大牌
企业时，发现其自我配套率达到 90%
以上。“越是大厂，自我配套能力越
强”。崔桂生感悟：“这样做，有利于产
品快速创新，提高附加值；有利于提高
先进技术的保密性；有利于打破垄断，
提高产品话语权。”从此，提高自我配
套能力变成了同和的主动选择。

转型的路不只一条，适合自己的
才是最好的。近几年，同和在主机业
务上的进步有目共睹。2013 年，同和
TH578J 集聚纺自动落纱细纱机通过
鉴定，它得到的评语是：“自主创新、集
成创新性强，主要技术性能指标已达
到国际先进水平，可以取代进口。”目
前，同和细纱机的产值早已超过专件，
并极大地带动了自产专件的销售。至
今，同和产品已拥有全球 20 多个国家
的 6000 余家用户，其中包括德国特
吕茨施勒、意大利马佐里、法国 NSC
等国际知名企业。

二次创业任重道远。同和明确了
坚持主业、做精纺机的信念，紧盯国内
外先进水平，制定了主机产品的赶超
目标：2015 年跻身国内前三，2020 年
跻身世界前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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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造2025”蓝图绘就之际，正

是我国传统制造业发展速度减缓、转型

升级任务紧迫之时，其中有众多民营“草

根”企业，一面深度承压，一面积极转

型。中国民营制造企业的发展现状如

何？在转型升级中面临何种机遇与挑

战？企业家的心路历程又是怎样？近

日，本报调研小组带着这些疑问，深入苏

南一家民营纺机企业，就“中国制造”转

型升级的微观体现进行调研。

创新让“中国制造”成领军
——来自一家民营纺机企业的制造业升级样本调查

经济日报社（集团）调研小组

选择一家民营纺机制

造企业作为样本来审视

“中国制造”的现实和未

来，是非常接地气的。通

过深入采访，记者感到，实

体企业，传统制造，民营草

根，这 3 个关键词叠加出

中国传统制造业芸芸众生

的集体特征，他们的命运

和现实生态应该得到更多

的关注和重视。

通过同和两次创业的

努力，我们看到中国制造

企业从“草根”向“大树”升

级过程中的共性经历和历

史贡献。一次创业，中国

高效的生产率和占主导地

位的全球市场份额，不仅

降低了中国制造的产品价

格，还迫使世界各地的工

厂 降 低 价 格 ，与 中 国 竞

争。这最终受益的是全球

消费者。二次创业，“中国

制造”们回归产品本质，探

索产业核心技术，提高高

精尖产品的创新能力，希

望用延续百年的恒心和毅

力，成长为推动世界制造

技术进步的核心力量。

理想很丰满，未来靠

创造。目前，“中国制造”

尚在夯实根基的过程中，

有些共性问题值得特别

重视。

“中国制造”应得到更

多尊重和呵护。在当前大

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背景下，尊重实体经济，悉

心保护发明创造、钻研技术的工匠精神极其重要。

社会应尽快告别一夜暴富的浮躁心态，回归到以实

干创造价值的根本上来。

“中国制造”企业应有成熟心态。从业者需摆脱

“靠天吃饭”和“短时投机”的心理，避免“机遇好时，

点石成金，一拥而上；形势趋紧，大浪淘沙，一哄而

散”。在浪高时要有“冷头脑”，在低谷时要有“平常

心”，彻底告别粗放发展的心理依赖。

“中国制造”产业链上下游须协同创新、共铸精

品。从原材料到通用设备，每一个环节的短板都影

响到“中国制造”的最终质量；关键技术的突破，也需

要上下游合力递进。此外，高素质的公共创新平台、

产业服务平台，以及健全完善的市场规范和诚信机

制，都须及早到位。

“中国制造”的传承发展应得到重点关注。企业

家的高度决定企业的高度。塑造自主品牌需要“做

百年企业”的胸怀和责任感。当下，不论是国有企业

还是民营企业，都存在传承事业的难题。企业家的

自身素质和理想抱负固然重要，体制机制的顶层设

计更是需要下一番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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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

﹄
何以变

﹃
大树

﹄

王

冰

8 月 4 日，记者走进江苏省常
州市同和纺织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宽敞而简洁的车间时，看到正在
生产的竟是敢和国际品牌叫板的
纺机核心专件：罗拉、板簧摇架和
集聚纺装置。细纱机因为有了这
些国产化专件，设备成本比选用
进口产品降低了一半以上。

就在十几年前，这些国产专
件的质量性能还不能满足纺织企
业的需求，大多依靠进口。德国
青泽的罗拉，德国绪森的摇架，瑞
士立达、日本丰田的集聚纺，都是
中国纺机制造企业可望而不可即
的世界一流品牌。现如今，“中国
制造”已在全球占有越来越大的
市场份额，同和公司就是其中最
活跃的一分子。

罗拉，即英语“roller”，意为
辊或轴，是纺机上用来拉紧纱线
的机件，其质量直接影响输出纱
条的均匀度。如果按一台 480 锭
的细纱机需要配备 240 根罗拉计
算，仅罗拉的成本在整机上就要
叠加 240倍。

“德国青泽的罗拉当时 300
元一根，交货要一年半到两年时
间。尽管国产罗拉每根只有 22
元，但质量却相差很大。纺织产
品要提高质量走向世界，必须买
设备高精的进口货，可大部分纺
织企业买不起。我们从中看到了
商机，马上集中技术人员攻关，经
过反复实验，终于成功推出高精

度无机械波罗拉。在保证利润的情况下，我们每根只卖
150 元，一下子抢占了市场。”同和公司董事长崔桂生说
起当年的创业故事，仍然振奋如初。

今年已满 60 岁的崔桂生经历可谓丰富。他参过军，
干过公务员，当过国企负责人，还做过外企高管。1999
年，崔桂生和其他 5 个股东，筹集 96 万元资金，建立了同
和纺织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瞄准那些“中国企业做不了
的”纺机专件，开始了与国际品牌叫板的创业之旅。

“罗拉的加工难度并不太大，但产品精度要求很高，
国货和洋货的差距就在于此。同和正是抓住这一点，在
钢材选择、工艺创新和质量管理上精雕细琢，实现了质量
突破。”国内精梳工艺资深专家潘增荣告诉记者。

在同和，有关精益生产、严细管理的故事俯拾皆是。
为减少员工在产品加工、安装调试过程中的磕碰损伤产
品，公司要求员工在上岗之前进行拿、放鸡蛋的练习。要
求检验员在检验每道工序和产品时，必须做到“一看，二
摸，三量，四听，五问，六记”，平时要“鸡毛当令箭，无事找
事做，小题大做”。要求产品出厂前确保达到“三个
100%”：产品装箱合格率 100%、开箱合格率 100%、开机
合格率 100%，产品出厂后，凭着其中不为人知的“密
码”，可实现终身追溯。

但是，崔桂生发现，光是做好自己的事还做不出精品
国货，有时候，产业链其他环节的问题更让人操心。比
如，为保证产品质量，同和需要含碳量为 0.45%—0.47%
的 45 号 钢 。 但 国 产 45 号 钢 含 碳 量 普 遍 为 0.42% —
0.50%，质量不稳定。为选购到理想的原材料，崔桂生专
门找到国内某大型国有钢铁企业要求定制，但因为批量
太小而被拒绝。

经过研究，崔桂生了解到德国钢材和国产钢材的冷
却方法不同，前者使用冷却设备缓慢冷却，冷却均匀，后
者进行瞬间冷却，致使应力较大，无法满足要求。怎么办
呢？崔桂生反复与钢铁厂技术人员商量，最后想出一个
用时间换质量的“笨办法”。他们提前订货，让钢铁厂将
做好的钢材存放半年，进行自然冷却，这样才有效消除钢
材的应力。

因地制宜的土办法实乃无奈之举，但中国制造业的
追赶与超越，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千方百计完成的。

短短三五年，同和罗拉的创新成果就收到了丰厚回
报，创造了上亿元的年销售“神话”。目前，同和罗拉的
产量、质量和品种均雄踞世界第一，甚至为世界知名的
5 家主机厂配套，全球市场占有率达到 70%，成为当之
无愧的“罗拉大王”。而同和各系列摇架和集聚纺装置
等纺机专件的产量、质量和品种，也在 10 年左右的时间
里迅速跃居世界第一，全球市场占有率分别达到 40%
和 50%。

﹃
工匠精神

﹄
造就国货精品

纺织业是我国最具国际竞争力的
传统支柱产业，产品的国际市场份额高
达四分之一。目前全国共有规模以上
纺织企业 3.8万户，各类纺织产业集群
地近200个，规模以下的中小企业则数
不胜数；其中民营企业占到 95%以上。
纺机企业作为纺织企业生产设备的提
供者，无疑拥有巨大的市场空间。

然而，再大的市场也不可能无限
度地增长。受全球经济进入长期结构
性调整期的影响，2012 年，纺织工业
多项指标结束了十几年来年均 20%
以上的高速增长，逐渐回归到个位数
低速增长。今年上半年，纺织品服装
出口总额 1318.6 亿美元，甚至出现了
2.9%的负增长。

纺织行业遇到困难，作为上游的
纺机行业日子更是不好过。今年 1 至
5 月，纺织机械行业主营业务收入、利
润总额等经济指标增幅均出现不到 1
个百分点的小幅下降，新开工项目同
比下降明显，行业运行较为艰难。

在市场深度盘整的形势下，同和公
司却依然保持着稳定发展，甚至集聚纺
细纱机还跃居行业领先地位。2013年
同和公司完成销售收入6亿多元，实现
利润 6000多万元，速度和经济效益均
比上年增长200%。即使在市场低迷的
2014年，仍完成销售收入5亿多元，实
现利润4500多万元。2015年上半年，
同和产品仍供不应求。

同和的低谷生存之道是什么呢？
一是随势而变，紧贴市场。

近几年，中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上
涨很快，以纺织企业为例，每年都以10%
至15%的速度递增。虽然纺织投资增长
放缓，新的纺机需求不振，但纺织企业为
提高劳动生产率，节约成本，必将加快设
备改造和升级。为此，同和设计了覆盖
市场需求的产品战略，不论纺织企业是
要配套、改造还是升级，都能满足要求。

二是逆势而上，重视人才。
跟上游纺织业一样，在行业不景

气时，纺机企业也存在技术骨干流失、
熟练技工流动太快的问题。即使在日
子好过时，民营制造企业也普遍面临
着中高级管理人才缺乏的窘境。企业
怎么破解这个难题？

葛志峰是同和公司的一名磨床
工，他从江苏淮安老家到常州打工，在
同 和 一 干 就 是 8 年 。 他 告 诉 记 者 ，
2007 年他进厂时，同和的收入高出附
近其他工厂 1 倍。进厂后工资年年有
增长，现在，他的工资与刚进厂时相比
已增加了 1.5倍。

今年市场平淡，按照一般绩效挂
钩的思路，销售业绩不好，员工的收入
必然会受到影响。但同和却在特殊时
期反其道而行，每月按去年同等标准
补齐员工工资。这样一来，极大地提
振了员工的士气。

在日常的人才战略上，同和也有
自己的特色。同和注意人才储备，外
请内提，着力打造老中青多级技术人
才梯队，形成了稳固合理的队伍搭
配。目前在同和员工中，有高级工程

师50人、工程师150人，大专以上学历
的 300 人。公司每年拿出销售收入的
3%投入技术创新，并设立员工创新奖
励基金，通过及时激励和长效激励，让
技术人员的创造价值得到充分体现。
这使企业的核心技术力量在市场不景
气的情况下仍然保持着稳定和活力。

三是平常心态，韬光养晦。
“市场起伏是经济规律，形势不好

的时候正是企业积蓄力量的最佳时
机，这样才能为未来发展做好准备。”
崔桂生认为，企业家要知大势、谋战
略，要有能力给未来“算命”，要给企业
做顶层设计，要有做百年企业的胸怀，
这样，才不会因一时的困难而乱了方
寸。他“算”了今后 3 个“五年”，确定
今年同和要重点做好制度强化、新品
推广、自制率提升、外贸拓展和团队集
聚这 5 件大事。低谷中的“平常心”让
同和各项工作目标明确，有条不紊。

记者看到，在离现址不远的地方，
一块面积约 500 亩的同和新基地已经
圈定，预计明年动工。“新基地将按照
国际顶级制造企业进行设计，建设全
球纺机行业标志性工厂，建成百年不
落后的企业。”崔桂生充满激情地向记
者描绘着他的“百年企业梦”。

同和二次创业的探索正在路上。
“中国制造”们如何度过眼前困难，达
到转型升级的彼岸，也还有很多问题
需要破解。像同和一样的成千上万个
制造业个体，他们的未来值得我们持
续关注。

低谷生存注重“顶层设计”

转型难题考验“中国制造”

在同和公司，一根根罗拉被工人精心加工出来。 盖 佳摄

同和的货箱上印着对客户的承诺。 王 冰摄

同和车间里的告示牌通报着企业的大事小情。

王 冰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