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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2018年度全国先进物流企业表彰大会
上传来好消息，由格尔木昆仑物流运业有限公司投
资运营的昆仑物流园被评为先进物流园。

在格尔木昆仑物流运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向东
的带领下，记者走进公司荣誉室，奖牌、证书让人眼
花缭乱：2013年，交通部、财政部联合授予其“甩挂
运输试点企业”；2015 年，中国物流采购协会授予
其“甩挂运输试点企业”；2015年，全国交通企业协
会授予其“优质服务示范物流企业”；2015年，中国
交通企业管理协会认定其为“全国交通运输行业重
点联系物流园区”；2016 年，中国交通运输协会授
予其“全国先进物流企业”；2016年，中国交通运输
协会授予其“中国物流百强企业”；2017年，中国物
流与采购联合会授予其“AAA企业”……

刘向东告诉记者，2017 年 4 月份，占地 400 多
亩、总投资额超过3亿元的昆仑物流园一期建设工
程破土动工，一个专业化、大规模、集中式、创新型的
现代化综合型物流园呼之欲出。

经过 1 年零 4 个月的建设，物流园一期建设工
程完工，办公信息大楼、整车销售区、工程配件区、汽
配区、维修保养区、卡车司机之家“蓝恒酒店”等功能
区基本建成，从业人员超过 2500 人。今年 8 月 18
日，昆仑物流园正式开园。

“昆仑物流园区位优势突出，功能区划分科学，
整体规划较超前，这也是我们选择入驻园区汽配区
的原因所在。”中国一汽解放卡车格尔木服务站代
理商杨阔告诉记者，自己是昆仑物流园开园时第一
批入驻的卡车销售品牌代理商，目前已销售整车超
过40台，预计全年销售额将超过4000万元。

与杨阔一样看好昆仑物流园的还有入驻园区修
理区的刘华超，他已将自己的服务品牌“护卡博士格
尔木服务站卡车应急救援”站点延伸到青藏线、青疆
线的各个驿站、县市。“卡车司机在哪里，我的‘护卡
博士’就会出现在哪里。”

刘华超告诉记者：“昆仑物流园虽然开业时间
不长，但人气特别旺。自从入园，每月不算维修
费，仅卡车零配件销售毛利润就超过 20 万元。”如
今，刘华超又介绍了好几位同行、老乡一同入驻园区，共同致富。

“汽配区、维修区、信息区……昆仑物流园的一大特色就是各功能区资源互
补，这种方式能够帮助企业节约各环节成本，提升商户与货运卡车的效益。”在园
区汽配区从事卡车轮胎专营的汤克雷笑称自己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就实现了

“膨胀式发展”，“这可是入园以前想都不敢想的大好事”。
“以前我总认为‘同行是冤家’，现在才明白‘同行是朋友’。未来我打算联合

另外几家轮胎品牌销售商，共同开办一家轮胎专营超市。”汤克雷说，“有物流园
提供基础服务、集聚客源，有我们几个品牌销售商共同丰富经营品种、提供多元
服务，何愁生意不好呢！”

在谈到昆仑物流园二期的规划发展时，刘向东表示，昆仑物流园二期规划用
地为950亩，将与项目一期连成片，形成联动发展新态势。二期工程规划停车位
1000个，仓储2万平方米，冷链物流仓储3万平方米，将定制化建设6个至8个
物流仓储中心及独栋办公区域，并规划建设生活配套区、青藏互联网物流孵化基
地等。

二期总体定位是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利用已完成的一期工程配套优势，以
大宗物流、冷链物流、电商快递为基础，采用“多式联运”降低企业物流运输成本，
提高我国进出口产品国际竞争力，倾力打造承东启西，连接南北，辐射青、藏、疆
的现代物流集散地。

不久前，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
司正式宣布收购全球塔机领先制
造 商 德 国 威 尔 伯 特（WILBERT）
100%股权，此举标志着中联重科塔
机业务在实现国内市场占有率第一
的目标后，高起点进入欧洲高端塔机
市场。

“此次并购堪称强强联合。中
联重科可通过吸收国际顶尖品牌的
经验及技术，快速实现自我提升，并
依托德国威尔伯特丰富的业务资
源，填补其在欧美高端市场的空白；
威尔伯特则可借助中联重科的营销
网络及资本优势迅速扩大销售规
模，提升市场占有率。与此同时，双
方亦可通过供应链协同，利用各自
的资源优势，降低采购成本，协同发
展，合作共赢。”中联重科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会秘书申柯表示。

据了解，德国威尔伯特是一家在
建筑行业有着80余年历史的老牌企
业，也是全球领先的变幅式动臂塔机
制造商以及欧洲排名第三的塔机租
赁商。该公司在高端起重机领域的
欧洲市场占有率多年保持第一，其大
型塔机的起重能力、精度及安全性也
在欧洲首屈一指。同时，德国威尔伯
特还具有强大的自主研发能力，并可
根据客户需求量身定制产品，满足不
同客户的需求。

作为全球高端装备制造商和国

内最大的塔式起重机制造商，中联重
科在塔式起重机领域有60多年的历
史。公司始终专注于塔机设计与制
造，曾先后推出多款明星产品，并创
下“全球最大平头塔机”“世界最长
臂架”两项吉尼斯世界纪录，塔机产
品市场占有率连年保持全国第一。
此外，中联重科还拥有全球最大的单
一生产塔机的生产基地，并且正在建
设国际一流、国内领先的塔机智能工
厂，建成后将拥有全球第一条塔机
和升降机标准智能生产线。

凭借技术传承与创新能力，中联
重科已成为获得国际区域准入资质
数量最多的中国塔机制造商。在今
年召开的国际标准化组织起重机技
术委员会年会上，中联重科牵头组织
修订了多项起重机标准，并提出了一
项新国际标准提案，这将成为塔式起
重机国际标准化领域第一个由中国
专家牵头制定的标准。

专家表示，对于全球塔式起重机
行业来说，欧洲是增长最快的区域
市场，也是企业发展的必争之地。
同时，国内房地产行业及基础建设
行业正面临结构调整，特大工程与
高层建筑项目加快涌现，塔式起重
机制造与租赁行业将进入新的发展
阶段。因此，此次中联重科收购德
国威尔伯特对于双方来说都是一个
难得的发展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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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联重科收购德国威尔伯特——

高起点进入欧洲高端塔机市场
本报记者 李治国

2018年12月18日，76岁的美的集团创始
人何享健心潮澎湃。作为 100 名改革开放杰
出贡献人员代表，他参加了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激动人心
的讲话。

1968年，26岁的何享健带领广东省顺德北
滘公社的23位居民，筹资5000元创办了北滘
塑料生产组，这也是美的的前身。改革开放40
年来，美的始终秉承“唯一不变的就是变”这一
创新发展理念，努力把握时代脉搏，并成长为世
界500强企业。

不久前，美的发布新一轮企业发展战略，全
面布局工业互联网，向科技集团转型，此举也拉
开了美的历史上又一次重大变革的大幕。

变革基因

美的认为，“唯一不变的就是变”。而
且，永远要在企业发展最好的时候做最坏
的打算，为调整打出提前量

如何跟上时代巨变的步伐？在美的看来，
“秘籍”只有一句话——“唯一不变的就是变”。

在今年10月19日举行的美的集团创立50
周年庆典上，6年前“退隐江湖”、专注于慈善事
业的何享健与美的集团董事长兼总裁方洪波同
台登场。二人都没有更多地回顾过往，反而不
约而同地以自我否定的态度和勇气力推美的的
又一次变革。

何享健在大会上宣布，美的销售与市值的
新目标是“实现两个5000亿元”。方洪波则发
布了全新的美的工业互联网平台M.IoT。业内
人士告诉记者，美的工业互联网平台M.IoT的
发布使美的成为国内第一家自主开发、兼具

“制造业知识、软件、硬件”的工业互联网解决
方案提供商。

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是，在今年1月18日举
行的美的经营管理年会上，方洪波语出惊人：

“危机已经在堆积，美的必须启动新一轮转型。”
此时，美的并没有遭遇什么挫折，反而正处于历
史高点上——2017年财报显示，美的实现营业
总收入 2419.19 亿元，同比增长 51.35%，实现
净利润 186.11 亿元；在 2017 中国 500 强家用
电器企业排行榜中排名第一，成为“中国最赚钱
的家电企业”；最新财报显示，今年前三季度美
的实现营业总收入2057亿元，实现净利润179
亿元，两大指标均保持两位数增长。

“永远在最好的时候做最坏的打算。”方洪
波说，“我们为什么要在有痛病的时候才开始调
整？为什么不为调整打出提前量？一定要拿出
比 2012 年 8 月份时更加坚定的态度推动美的
的变革与创新。”

事实上，方洪波所说的“2012 年的那次变
革”，同样是一次壮士断腕式的改革。当时，方
洪波曾这样告诉经济日报记者：“2010年，美的
举行了产值过千亿元的庆典。当时的订单非常
多，特别是海外订单多到忙不过来，可这么大的
订单量居然赚不到多少钱，很多订单甚至是亏
损的。”

面对这样的情况，2012 年 8 月份，何享健
将美的的最高决策权放手交给年轻的职业经理
人方洪波，推动美的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
施“产品领先、效率驱动、全球经营”三大战略。

很快，奇迹就出现了——美的“产值滞增、
利润倍增”。2011 年，美的销售收入是 1300
多亿元。到 2015 年，集团销售收入并没有太
大变化，可利润却大幅提升，相当于过去的2.5
倍还多。

这只是美的数十年来不断谋变的一个生动
例证，“善变求变”已成为美的企业文化之魂。

创新之变

半年一小变，一年一中变，三年一大
变，五年一巨变，无时不在变——以科技创
新为龙头，美的着力推动产品变革、所有制
变革、管理变革、渠道变革

“上世纪60年代用北滘人，70年代用顺德
人，80年代用广东人，90年代用中国人，21世
纪用全世界的人才。”何享健曾用这样一句话概
括美的的用人之道。

早在1991年，美的就在全国公开招聘，引进
高素质人才，全国第一家成功吸引到博士的乡
镇企业就是美的。截至今年7月份，美的已在9
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20个研发中心，并拥有家
电行业最大的人工智能研究团队，研发人员超
过1万人，其中仅外籍资深专家就多达500人。
目前，美的科研人员占比已达到68%。

美的用人之道直接带来了科技创新能力翻
天覆地的变化。

市价约3000元的IH电饭煲热销就是一个
很好的例证。过去，美的生产的是300元一台
的电饭煲，可消费者并不买账，宁可舍近求远去
国外购买。针对这一情况，美的紧密贴合用户
需求，提出“智能制造+智能家居”双智战略，通
过自主研发提高产品附加值，高端系列产品IH
电饭煲热销市场。

如今，伴随着“全面布局工业互联网，向科
技集团转型”全新战略的发布，美的又迈上了一
个新台阶。

不久前，记者来到位于广州南沙美的工业
园美的工业互联网智慧终端中心。首先映入眼
帘的是一个巨幅弧形LED 显示屏，这是8 月 1
日才正式“点亮”的美的工业互联网一期工程。
通过这个数据链驱动的智能制造平台，工业园
里的海量数据一“屏”了然。美的集团工业互联
网平台智能制造产品总监李波告诉记者，该项
目已于11月份入选工信部工业互联网试点示
范项目。

据美的集团副总裁兼CIO张小懿介绍，美
的内部已成功应用M.IoT平台，并向其他行业
和公司输出成熟的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目
前，美的在国内专利申请量达 8.3 万件。在家
电领域，美的发明专利数量连续3年稳居全球
第一，并在家用电器和厨房电器两项专利量中
排名榜首。

“半年一小变，一年一中变，三年一大变，
五年一巨变，无时不在变”，这是美的内部的自
喻。以科技创新为龙头，美的推动了一系列创
新变革，产品变革、所有制变革、管理变革、渠
道变革……每一次变革都将美的送上了一个
新高峰。

从 1980 年生产第一台电风扇，到 1985 进

军空调业；从1992年率先实行企业改制，成为
我国首家上市的乡镇企业，到2001年全员持股
并实现整体上市；从推进事业部改革，到实现从

“生产型企业”向“市场型企业”再到“科技型企
业”的转变，美的在渐变中发生着质变。

回顾美的半个世纪的发展史，何享健说：
“美的的成长与国家的发展同频共振，没有改革
开放就没有今天的美的。”

初心未变

未来，美的将继续以用户为中心，进一
步推动智能制造，从更多纬度、更高层面满
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

美的一直在“变”。其实，美的也一直没
变。比如，其坚如磐石的创业初心——满足人
们对美好生活的期待。

改革开放初期，电风扇还是稀罕物，很多人
都想办法托亲戚朋友从香港“代购”。看到这一
幕，何享健专门从广州等地请来专家开始自主
研发。1980年11月份，美的生产的第一台40
厘米金属台扇面世。次年，“美的”商标正式注
册使用，美的正式进入家电领域。

凭借电风扇在市场上站稳脚跟后，美的又
上马了空调项目。1985年，美的空调问世。在
此后的日子里，美的伴随着改革开放大潮逐浪
前行，在消费家电领域步步为营，终于成长为行
业龙头企业。

作为改革开放的亲历者，何享健不止一次
说过：“美的是从1968年开始创业的。不过，创
业前10年只能算是‘小孩子’的‘小打小闹’，真
正发展壮大还是改革开放之后。”

据全球最大传播服务集团 WPP 发布的
2018年最具价值中国品牌100强榜单，美的排
名已上升至第26位，连续3年成为榜单中排名
最高的家电品牌。在中央电视台推出“国家品
牌计划”中，美的连续3年入选TOP10。同时，
美的还是首家跻身世界《财富》500强的中国家
电企业。

何享健说，美的建立的初衷就是要满足人
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也是其投身于家电领
域的原因所在。美的每年有超过4亿台（件）产
品进入全球千千万万个家庭。未来，公司将继
续以用户为中心，进一步推动智能制造，聚焦产
品品质，提升产品体验，从更多纬度、更高层面
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

“世界上也许没有永远的公司，但美的想走
得更远。”在不久前举办的以“一粒种子，一棵大
树”为主题的美的战略发布会上，方洪波表示，
美的的发展愿景是“科技尽善，生活尽美”，以求

“联动人与万物，启迪美的世界”。50年前创业
时种下的那“一粒种子”，已经沐浴着改革开放
的春风雨露，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无论世界
如何变化，美的都将继续秉承创业初心，持续推
动创新变革。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美的
的下一个50载会是怎样一番光景？美的如何
继续跟上时代的巨变？“变与不变”的美的辩证
法也许正是答案。

美 的 辩 证 法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张建军

图为昆仑物流园鸟瞰图。 （资料图片）

本版编辑 韩 叙 美 编 高 妍

图为美的集团位于广州市南沙区的智能自动化工厂。 本报记者 张建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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