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截至目前，全球83%拥有铁路的国家和地区都运行着中车的产品——

向世界展示中国成就的“亮丽名片”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王轶辰

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是由中国北

车、中国南车两家公司按照对等原则合

并组建的A+H股上市公司。5年来，中车

制造的高速动车组系列产品，已经成为

中国向世界展示发展成就的“亮丽名片”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企业文化部颜常青：

将产品卖到了“老师”家里

2017年9月21日，随着新列车运行图的实行，
由中车长客股份有限公司和中车青岛四方股份有限
公司研制的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标准动车
组——“复兴号”的时速提至350公里。率先运行时
速350公里“复兴号”的京沪高铁，全程运行时间最
快仅需约4个半小时，中国高铁重回世界第一速度。

党的十八大以来，重组整合后的中国中车股份
有限公司逐渐成长为世界轨道交通装备的龙头企
业，经营业绩在中央企业中排名不断前移，国有资
本的影响力、带动力明显增强。中车股份的市值位
居国内机械行业第一名，中国中车也成为我国品牌
价值超千亿元的6家企业之一。

深化自主创新

提起中车，第一个关键词就是“创新”。5年来，
中国中车贯彻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坚持自主创
新、开放创新和协同创新相结合，以“引领全球轨道
交通装备行业发展”为目标，统筹推进技术创新，成
为央企科技创新的排头兵。

我国高速动车组实现从技术跟随到技术引领
的转变，并被习近平总书记称为“一张亮丽名片”，
关键之处就在于创新。在吸取国内很多行业技术
引进失败的教训后，中车在高铁引进过程中创造性
地提出了“两条腿”走路的战略：一条“腿”是杜绝重
复引进，在引进了时速200公里的动车组之后，拒
绝再引进时速300公里的动车组，避免了陷入“引
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圈子。另一条“腿”

则是在消化引进技术的同时，开始自主开发时速
300公里动车组。

最终，中车在引进了第一代动车组之后，自主
开发了第二代动车组“和谐号”CRH380系列，其中
CRH380A获得了美国戴维斯律师事务所及知识产
权局的专利评估，打开了通向世界高铁市场的大
门。今年6月，中车研发的第三代动车组“复兴号”
中国标准动车组正式下线，建起了中国标准技术体
系，让中国高速动车组真正实现了由“技术跟随”到
“技术引领”的跨越。

为了进一步提升创新能力，中车联合青岛市建
设了中国首个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家高速列车
技术创新中心。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王军
表示，成立该中心就是要进行高速列车“技术无人
区”探索，成为行业关键技术的供给源头，成为生产
行业标准的国际化基地，成为引领行业技术发展的
“火车头”。

发力内部改革

南北车的成功重组，为中央企业改革探索了先
行经验、提供了有益借鉴，而重组后的中车也继续
向内部深化改革要效益。“新中车成立后，我们按照
国企国资改革精神，迅速出台了《中国中车集团公
司深化改革指导意见》和19个专项推进计划。大
力解决集团发展中存在的新旧发展动能转换不畅、
新发展动能不足等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
题，着力瘦身健体提质增效。”中国中车集团董事

长、党委书记刘化龙说。
在体制机制创新上，中车持续推进管理创新、

经营模式创新，着力优化产业结构、延伸产业链
条。从制造向“制造+服务”转变，从“本土企业”向
“国际化企业”转变，从单一轨道交通装备供应商向
综合价值创造者转变，从产品经营向品牌经营转
变，从高度关注利润向关注竞争优势转变，从创
新跟随者向创新引领者转变。

按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中车正按
照高端、智能、绿色、服务的产业发展方向，积极
探索“互联网+高端装备+制造服务”，建设“数
字化中车”，产生嫁接动力，抢占未来竞争制
高点。

打造国际化企业

2017年 4月 3日，由中国中车制
造的美国波士顿橙线地铁首次在波士
顿市政广场面向公众展出，吸引了众
多当地市民驻足观看。

自2014年首次登陆美国以来，“中
车制造”在3年内连续进入波士顿、芝加
哥、洛杉矶、费城 4大城市，共计获得
1359辆地铁及通勤客车的订单。仅在最
近半年内，中车就先后获得波士顿、洛杉矶
等城市184辆地铁订单，在费城获得45辆通
勤客车的订单。

得益于“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中车的海外业
务取得了快速发展。目前，“中车制造”已经遍及全球
102个国家和地区，全球83%拥有铁路的国家和地区
都运行着中车的产品。中车还积极参与印尼雅万高
铁、中老铁路、中泰铁路、匈塞铁路项目建设，为“一带
一路”互联互通作出先导性贡献。

与此同时，中车的境外资产、境外员工数量都发
生了显著变化。境外资产从2013年的30亿元递增
到2016年的306亿元；境外员工总数从2013年的
509人攀升至2016年的4808人。

从合作模式上看，中车出口已经从简单的产品合
作转变为技术、产品、服务等多种模式的合作。从合
作深度上看，中车不仅提供优质的产品，深度融入各
国民众生活，还持续推进以“本土化制造、本土化采
购、本土化用工、本土化维保、本土化管理”为特色的
“五本”模式，在马来西亚、土耳其、印度等国建立本土
化的制造基地，就地招聘和培训当地员工，带动当地
就业和产业链的完善，提升轨道交通装备产业水平。
“我们的战略目标就是‘打造受人尊敬的国际化

公司’。”刘化龙表示，在践行新发展理念方面，中车提
出了以提升质量和效益为中心，以建设国有资本投资
公司为主线，进一步增强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能力、提
升国际竞争实力、放大国有资本功能，把中车打造成
为世界一流的高端装备产业投资集团。

8月22日至23日，奥地利国家

电视台《欧洲青少年探索今日中国》

摄制组带着3位维也纳小朋友来到

中车株机公司拍摄真人秀节目。我

作为中车株机公司从事对外宣传工

作的员工，接待了来自奥地利维也

纳的客人，和他们交流后勾起了我

13年前的回忆。

2004年，中车株机公司引进西

门子技术进入地铁车辆制造产业领

域。那一年的2月份，我作为中车株

机公司首批地铁员工被派往西门子

设在奥地利维也纳的SGP工厂进行

为期一个月的地铁制造作业培训。

那时候，地铁的核心技术都掌握在外

国人手里，我们还只是一名“学生”。

而13年后的今天，作为曾经的

“学生”，中车株机公司的进步令昔日

的“老师”感到钦佩。就在去年，我们

中车株机公司利用世界首创的超级

电容储能式现代电车技术，就成功地

服务于奥地利的格拉兹，可以说是将

产品卖到了昔日“老师”的家里。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车获得的

订单超过420亿元人民币，订单量

是过去15年的3.7倍还多；马来西

亚则将该国超过85%的轨道交通产

品和服务订单交予中车株机公司。

手上的一组组数据，让我这个企业

宣传工作者由衷地感到自豪。

党的十八大以来的5年，轨道

交通装备确实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

的“金名片”。我也会做好本职工

作，把中车这张“金名片”更好地介

绍给世界各地的朋友。

（本报记者 王轶辰整理）

图①① 2017年6月，命名为“复兴号”的中国标

准动车组正式下线。 新华社记者 鞠焕宗摄
图②② 中车株洲所生产的纯电动智能驾驶客

车。 本报记者 王轶辰摄
图③③ “复兴号”中国标准动车组的值乘人员准

备发车。 杨宝森摄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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