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想把这台最美的车，送给我最爱
的人。”12 月 9 日下午 2 点，家住厦门的刘
先生在惠胜吉利汽车 4S 店员工的帮助
下，精心设计了一场浪漫的求婚仪式，把
一辆博瑞送给了相恋多年的女友，引发现
场潮水般的掌声。

像刘先生一样，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正
在成为吉利博瑞车主。最新数据显示，11
月份吉利博瑞销量再创历史新高，达到
5427 辆，较上月增长约 9%。自从今年 4
月上市以来，博瑞的累计销量已超过 2.7
万辆，成为国内自主品牌中高级轿车市场
当仁不让的销量冠军。在博瑞的带动下，
今年前 11 个月，吉利汽车销量达到 45.62
万辆，同比增长约 23%，已提前完成今年
全年的销量目标。

为什么在轿车市场低迷的大背景下，
吉利博瑞能够异军突起？“主要是产品力
上来了。”浙江吉利汽车集团 CEO 兼总裁
安聪慧表示，无论是研发设计还是生产制
造，和过去相比吉利都有了质的飞跃。

以外观造型为例，博瑞的外观在现代
的简约大气中融入了中式的韵味之美，中
网、后保险杠以及音响等多个位置都采用
了华夏回纹、水波涟漪的经典中国元素，
在挖掘中国之美与汽车工业设计之间找
到了平衡和统一，被业界誉为“最美中国
车”。而为了做好造型设计，目前吉利已

在上海、瑞典哥德堡、西班牙巴塞罗那和
美国洛杉矶建立了 4 个设计造型中心。
安聪慧表示，“上海和哥德堡之间基本已
实现无缝对接，可以做到一天 20 个小时
都在研发”。

在吉利汽车春晓制造基地，记者看
到冲压、焊装、涂装、总装车间，均以国际
一流标准打造。“焊装车间主要承担博瑞
和即将上市的吉利全新 SUV 博越两种车

身总成混线生产，以及分总成的焊接、检
测和调整，这里的上百台机器人与夹具保
证了车身焊接的精度。”春晓公司总经理
凌世权介绍。

在总装车间，一辆黑色的博瑞和一辆
同样黑色的奥迪 A6L 并列放在一起，引发
了记者的兴趣。“这是开进春晓工厂的第
二辆奥迪车。第一辆奥迪车旧了后，今年
6 月份，我买了这辆新车。”凌世权直言不

讳：“在制造工艺上，我们参照的是 A6，再
给我一年时间，我们将达到它的水平。”凌
世权表示，发展自主品牌没有捷径，以产
品为基础，是吉利不断前行的关键。

去年春天，吉利汽车发布新的品牌战
略，将原有的三大子品牌调整为不同的产
品线，集中优势资源，从“造老百姓买得起
的车”转向“造每个人的精品车”。

经过精心准备，2014 年 7 月 26 日，吉
利正式推出新帝豪。在此基础上，吉利推
出了 FE 平台、KC 平台以及吉利与沃尔沃
联合开发的中级车模块化架构 CMA 三大
全新整车平台。这三大平台具有强大的
延 展 性 ，每 个 平 台 都 包 含 两 厢 、三 厢 、
Cross和 SUV 等多种类型。

当然，企业产品力的提升，也离不开
一系列创新营销的助力。今年以来，吉利
活动不断，无论是博瑞冠军计划，还是冠
名美丽中国摄影赛，吉利在品牌打造上已
经自成体系。这些创新营销与品牌宣传
在提升吉利品牌力的同时，也在大幅提振
经销商信心。

“与外资品牌百年历史相比，吉利造
车只有 10 多年时间，品牌向上还有很长
的路要走。”安聪慧有着很清醒的认识，

“眼下市场不可能再像以前一样高增长，
会有新一轮的洗牌，吉利要做的就是稳扎
稳打，造好每一辆精品车。”

德盛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是位于青岛
平度城区工业板块的一家摩托车曲轴生
产企业。乍一看，这是一家不起眼的、似
乎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企业。然而，当它
一亮出自己的“成绩单”，你就得对它刮目
相看了：被国际著名企业评价为“中国最
好的摩托车曲轴制造企业”；中国摩托车
历史上第一家替代曲轴进口的企业；中国
国宾摩托车曲轴的唯一供应商，还专门为
美国哈雷、日本本田、德国宝马等世界顶
级摩托车配套；中国中小型曲轴行业综合
实力评价第一⋯⋯

这家几十年只专注于生产摩托车曲
轴的小企业，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行业“隐
形冠军”！

在业界有这样一种说法：发动机是摩
托车的心脏，曲轴又是发动机的心脏。一
家小小的民营企业如何能攀到产业链的
金字塔顶端？“做专、做精。”总经理张海德
的回答简单明了。从 1972 年开始生产摩
托车曲轴，早于同行 20 年，近半个世纪的
历程只做曲轴这种单一产品，一个“专”
字，德盛的确已做到了其他企业难以匹敌
的地步。

“掌控发动机心脏脉搏的是一支年轻
的团队，平均年龄 36 岁。”张海德说，作为

山东省级研发中心，德盛研发年投入保持
在销售总额的 4%以上，年开发新产品达
100余个，申报著作权、专利等 30余项。

2011 年，美国哈雷来到中国寻找合
作商，因产品技术含量极高，没有找到有
能力承接的厂家，最后他们来到德盛公
司。面对着从未研发过的顶端产品，德盛
成立了以技术骨干为主体的攻关小组，测
绘、设计各类技术文件 30 余份，全新设计
各类工装、夹具、检具 50 余套，在客户要
求的时间内，高质量地完成哈雷摩托车曲
轴连杆总成的研制。哈雷曲轴的研发成
功，使德盛成为哈雷除美国本土之外的全
球唯一供应商。

“德盛公司目前已是国家级高新技术
企 业 ，山 东 省 和 青 岛 市 级 企 业 技 术 中
心”。张海德介绍说，公司目前年生产能
力达 500万套（件）。

“我们现在正在通过实施‘互联网+制
造’，向工业 4.0 迈进。”德盛公司董事长孙
佩章告诉记者。2014 年，德盛建成了信
息化调度指挥中心，实现现场作业的数据
自动采集、分析，实时监控、调度、指挥。

“目前，公司正在进一步实施信息化管理
升级，通过 MES、OA、CRM、ERP 系统的
实施和完善，实现生产计划、设备、产能、

成本、质量等各项管理信息化，充分发挥
出信息化在企业管理中的‘千里眼’‘顺风
耳’和‘预警器’的作用。”孙佩章说。

“我们还建成了行业内首条发动机曲
轴智能化生产线。”孙佩章说，这条智能生
产线将制造物联技术与机械设备离散制
造相融合，应用了以 RFID 技术为核心的

物联网技术，改造现有的工艺环节，提升
信息化系统的功能，真正实现制造物联技
术在企业的落地。

目前，德盛已开展了工业机器人研究
与应用，使企业业务流程化繁为简，实现
了从原材料到加工、销售、售后服务整个
业务流程集成运行。

吉 利 集 团 ：打 造 最 美 中 国 车
本报记者 杨忠阳

德盛机械：创新成就“隐形冠军”
本报记者 刘 成 通讯员 张德杰

中国制造须抱诚守真
朱 磊

一周前，TCL 发布公告，乐视网出资
19 亿元认购 TCL 多媒体新股，以 20%的
持股比例成为 TCL 多媒体第二大股东，
双方将在战略资源和商业模式方面形成
多维度的深度战略合作。以大屏为入口
的“客厅经济”，形成两个来自不同业界代

表企业合作的交集。
“与其成为竞争对手，不如成为合作伙

伴，共同建立一个互补双赢的商业模式。”这
既是TCL集团董事长李东生对互联网企业
的态度，也是他对互联网生态的理解。

作为国内资深的制造业企业，TCL正积

极推动向“智能+互联网”的战略转型，建立
“产品+服务”的新商业模式。而重生的机会
就是准确把握互联网发展的趋势。

“原先TCL给人的印象是一个聚焦在
产品领域的公司，但是在过去几年中，TCL
产业格局已经覆盖了消费电子的所有环节，
包括了产品、服务、投资。”TCL多媒体副总
裁梁铁航介绍，“TCL转型的核心是从以产
品为中心的硬件销售商业模式，过渡到今天
以用户为中心，智能+互联网、产品+服务的

‘双+’商业模式”。
一直信奉“实业的力量”的李东生，使

TCL成为为数不多的同时拥有智能手机和
智能电视全球领先的企业，这也构成了融通
互联网的优势。而TCL对竞争能力的打造
也相当全面——产品技术能力、工业能力、
品牌及全球运营能力、互联网应用服务
能力。

2015年，TCL和三星、LG一起成为全
球电视品牌出货量前三名，全年电视机总生
产量超过1700万台。TCL多媒体具备了全
球研产销一体化的服务能力，销售网络覆盖
全球80个国家和地区，海外的销量占到全产
业链的50%。

目前，TCL是国内第一家在电视制造领
域提供从芯片到液晶、模组、整机完整一体化
的企业。这是乐视选择其作为合作伙伴的

最大吸引力所在，也是双方互补的体现之一。
对于进军互联网，TCL一直是个先行先

试者，但传统制造业的深刻背景使其转型任
务颇为艰巨。“在2000年那一股互联网热的
时候，我们就曾经尝试过在互联网方面寻求
突破。”李东生坦陈，“虽然我们意识比较早，
行动也比较早，但是总感觉在转型当中，要建
立起互联网应用和服务这种基因，对一个传
统企业来讲难度是比较大的，我们一直在寻
求有效的方式来加快转型”。

自 2014 年开启“双+”战略转型以来，
TCL正逐步改变传统定位，并不断清晰自
己在互联网生态中的角色。TCL 多媒体
成立了互联网中心，以TV+智能电视、TV
智能机顶盒、游戏主机、IMAX顶级私人影
院系统等为智能终端入口，构建了欢网、全
球播等用户运营平台。至 2015 年，TCL
多媒体已激活了智能电视终端数超过
1100 万 台 ，通 过 欢 网 连 接 智 能 终 端 数
3200 万 台 ，而 全 球 播 的 用 户 数 已 超 过
400万。

把握趋势、积极转型，使TCL在消费电
子行业整体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依然保持了
不俗的成绩。今年三季度报告显示，TCL集
团实现营业收入 741.10 亿元，同比增长
7.08%。通讯与多媒体两大主营产业继续保
持全球领先优势。

TCL 集团：“触网”转型谋突破
本报记者 韩 霁

青岛德盛机械公司高端大排量整体多缸曲轴生产线，该生产线属单元式控制智能

化生产线。 本报记者 刘 成摄

今年 9 月份，一则有关诚信的消息震惊全

球制造业——德国大众汽车因为“排放门”事

件被处以 180 亿美元的罚款，随之而来的是股

市市值狂泻 350 亿欧元。大众汽车成立 78 年来

所沉淀的企业信用和品牌信誉几乎毁于一旦，

整个德国经济都受其影响和拖累。

制造业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石，而诚

信问题则会动摇这块基石的根基。正在追赶

“德国制造”的“中国制造”，更应从“排放

门”事件中汲取经验教训，在惊诧之余引以为

戒，重新审视我国制造业信用体系建设进程。

据有关部委的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制造业

规模全球第一，但企业每年因为信用缺失而导

致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高达 6000 亿元。其中

制造业每年因质量问题造成的直接损失达 1700

多亿元，因产品质量问题造成对下游产业影

响、市场份额损失、污染治理等带来的间接损

失超过 1 万亿元。而这，还只是有形的可以用

数字计算的损失，更多的则是不可以用数字衡

量的损失，后者对社会产生的危害更大。

我们引以为傲的“中国制造”一旦失信,不

但会扰乱国内的市场秩序，还会在境外造成不

良影响。当人们得知，一些不讲诚信的制造商

正在以次充好、以假冒真，不以为耻、反以为

荣的时候，他们对这类“中国制造”还能有什

么荣耀之感呢？

可以预料，将来还会有越来越多的制造企

业参与到国际商品的交换和国际竞争中去。诚

信就是他们能否成功的“通行证”和“生死

牌”。没有诚信，再大的买卖都会变成“一锤子

买卖”；没有诚信，再强的制造业都会在瞬间大

厦倾倒。所以，在“中国制造”快速发展的进

程中，信用管理和信用体系建设必须要跟上发

展的脚步，甚至要走在“中国制造”开疆拓土

的最前列！正如商务部一位负责人所说的，当

前“中国信用”重于“中国制造”，诚哉斯言！

加强制造业诚信体系建设，首先要先从制

造业企业做起。培养和树立企业的信用风险意

识，加强内部信用风险管理，防范来自外部的

信用风险。另外，不能仅依靠企业的道德标准

来约束行为，更要完善法制机制。“法者，国家

所以布大信于天下也”。讲诚信，就要讲法治。

讲法治，就要靠制度和监管，要做到有法必

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只有这样社会诚信

才有坚实的保证。笔者建议尽快建立信息公开

和资信评估制度。只有诚信信息的市场化、公

开化，才能使欺诈无处遁形。资信等级差的单

位和个人，就会在各种经济活动中遇到“黄

牌”，甚至被“红牌”罚下。只有建立诚信获

奖、失信受罚的诚信激励机制和惩戒机制，固

化制度，才有望形成以诚信为荣的整体氛围。

2014 年，国务院印发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规划纲要 （2014-2020 年）》。这是我国首部国

家级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专项规划，全社会信用

体 系 建 设 驶 上 快 车 道 。 2015 年 ，《中 国 制 造

2025》 行动纲领颁布。其中重点强调“推进制

造业企业信用体系建设,建设中国制造信用数据

库,建立健全企业信用动态评价、守信激励和失

信惩戒机制”。

在国家政策和政府的指引下，越来越多的

企业愿意将信用纳入企业的成本计算，甚至有

些企业已经开始分享“信用红利”。

在湖北，一家生产铝型材的企业在 40 项重

点工程中，帮对方完善设计节约铝材，自己则少

进账 3000 万元。在铝型材全行业遇冷的前提

下，他们依靠诚信经营逆市飘红，销售额一年超

过 5 亿元。甚至还通过了美国苹果公司的苛刻挑

选，成为其电脑产品外壳铝材的指定供应商。

在深圳，148 家制造业企业由于诚信经营，

获得的银行授信额度提高到了 80 亿元。企业诚

信经营形成了良性循环，为整个社会信用体系

的建设作出表率⋯⋯

经历过诚信的“淬火”，制造业企业才能浴火

重生，“中国制造”这柄“利器”才能无往不胜。

2015年美国CES展上，TCL展区吸引大批观众参观。 本报记者 韩 霁摄

吉利汽车春晓制造基地博瑞电装线。 本报记者 杨忠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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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信，是制造业发展的根

基。在社会逐渐走向规范的今

天，政府和企业已意识到诚信对

于制造业的重要，并为整个行业

重建信用而行动。未来，信用管

理和信用体系建设必须要跟上

发展的脚步，甚至要走在“中国

制造”开疆拓土的最前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