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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车用智能调节器自动生产线上，

机器手正将一颗颗细小的电子元器件

精准焊接到指甲盖大小的 PCB 电路板

上，随后安装支架、贴散热板、灌保护

胶、焊接碳刷几个步骤一气呵成，一个

智能化数字式汽车发电机控制器便生

产出来了。记者近日在江苏云意电气

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看到，无人化的

生产流水线上一片繁忙景象。

云意电气深耕车用智能电源控制

器领域 20 年，依靠自主研发累计获得授

权专利 252 件，主营的车用整流器和调

节器在国内新车配套中占比超 48%，阶

段性实现进口替代。公司董事长付红

玲坦言，从一家小企业发展到现在，云

意 电 气 靠 的 是 坚 持 不 懈 走 自 主 创 新

之路。

瞄准细分领域

如果说发动机是汽车的心脏，那么

发电机就是汽车的神经系统，而调节器

则是神经系统里最核心的部件。在云

意电气的产品展示柜里，一排排巴掌大

小、形状各异的调节器样品，看起来似

乎并不起眼。“可别小瞧这些小器件，尺

寸不大，但用途关键。没有了他们，汽

车发动机就无法启动。如果小器件性

能不好，电流不稳定，汽车舒适性就差

很多。”云意电气研发部经理张友田说，

车用智能调节器是用来控制汽车整车

的供电系统，包括车载电脑、电喷等。

“以前，车用智能调节器市场被德

国博世、日本电装和法国法雷奥三家企

业垄断，国内企业不具备研发生产能

力。”付红玲是企业的创始人，她告诉记

者，大学毕业后她被分配到一家国有整

流器厂工作，当时受国外技术垄断，企

业技术短板凸显，要生存就不得不以高

于市场几倍的价格进口国外配件，企业

经营利润几乎没有，发展困难重重。

“为改变这种被动局面，2001 年 7

月，我们几位同事辞掉‘铁饭碗’，筹集

了 60 多万元，建立云意电气。”付红玲

说，基于在工作中积累的发电机配件生

产经验，企业创建伊始便将目光锁定在

车用发电机核心部件研发生产领域。

“ 为 了 缩 短 与 国 际 巨 头 之 间 的 差

距，我们选择拿市场换技术。”张友田

说，云意电气发展初期的六七年，主要

是给国际巨头做产品代理，虽出力

不讨好，但积累了很多用户数

据和客户群。“要与国际巨头

平起平坐，只能走自主研发

这条路。我们下定决心，一

定要拿下这个细分领域。”

张友田说，多年来，云意

电气持续加大研发投入，

积 极 引 进 高 端 技 术 人

才，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不断提高。

“我们累计获得发

明专利 26 件，实用新型专利 218 件。”付

红玲说，依靠创新创造，企业的营收从

2012 年不到 1 亿元增长到 2021 年的近

10 亿元，产品也成功打入全球高端配套

体系，成为德国博世、法国法雷奥等公

司的核心供应商。

创新驱动发展

如果说业绩高增长是云意电气核

心竞争力给市场的“答卷”，那么产品研

发能力就是云意电气的“准考证”。

调节器是发电机的一个关键部件，

也是技术含量较高和技术更新换代较

快的零部件。张友田自加入云意电气

后，便带领十几个人的团队着手调节器

技术攻关。他说，国外公司在核心技术

上设置了很高的壁垒，团队就一边自主

研发，一边把技术攻关重点放在优化产

品结构设计上，死磕产品的可靠性、一

致性、稳定性以及多样化性能。“每一个

调 节 器 芯 片 上 有 50 颗 至 100 颗 元 器

件。如果其中一颗元器件失效的话，就

会导致整个产品失效。当时国内其他

厂家的调节器失效概率约为万分之一，

而我们的失效率只有百万分之一。”张

友田说，为了实现产品的可靠、耐用，研

发环节的每个细小测试都是以万次来

计，直至将产品性能做到极致。过程虽

然痛苦，但赢得了市场的认可，国内知

名车企比亚迪、长安等纷纷采用云意电

气的产品。

在此基础上，云意电气还通过与国

外企业合作，吸收、转化先进技术，逐步

涉足单功能、多功能以及智能调节器的

研发和生产。“我们走的是与强手合作

之路，通过吸收国外巨头的前沿创新理

念，将先进的研发思路转化为技术成

果。”张友田说，正是在与国外企业的交

锋中，云意电气第一次把正向开发的理

念引入研发过程。

“正向开发的引入颠覆了团队的研

发思路，通过对数据、验证、结果的前

置，推动云意电气在多功能、智能调节

器研发生产上取得快速突破，产品的

技术性能、成本控制等都达到了国际

领先水平。”张友田说，如今云意电

气成了国外巨头的核心供应商。

2021 年，云意电气仅向德国索

恩格一家公司供货的收入就

超过 8000 万元。

为 了 打 开 国 际 市 场 ，

云意电气研发工业部负责

人 田 茂 会 带 领 团 队 ，自

2020 年 5 月 开 始 研 发 燃

油车与新能源车通用的 TVS—DOL8 型

突波抑制器。当时，美国通用公司的这

一产品占据国际市场份额的 80%。

“ 从 设 计 到 产 品 结 构 再 到 工 艺 流

程，这次研发绕开国外产品的研发思

路，走了另辟蹊径的创新之路。”田茂

会说，新型突波抑制器从概念变成样

品仅用了 7 个月，刷新了公司的研发纪

录。而且，新产品在适应性、耐久性、

安 全 性 、节 能 性 等 方 面 ，超 越 了 国 外

产品。

经过多年积累，云意电气已在大功

率车用二极管、高度集成的模块化芯片

和精密嵌件注塑件等关键零部件上掌

握了核心技术，具备集智能电源控制器

深度结构设计、精密嵌件模具设计制造

及注塑于一体的垂直整合能力。

聚力转型升级

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迅速，对以生

产燃油车发电机配件为主的云意电气

来说，是一个岔路口。

“我们在几年前就意识到这个发展

趋势，并在 2019 年调整了技术创新方

向，成立新能源汽车电机配套产品研发

小组，通过两年多的努力，取得了不小

突破。”付红玲说。

云意电气工程师郭家振是无刷电

机控制器研发团队的骨干。在他的带

领下，团队开发出新能源电机控制、点

火模块、新能源汽车喇叭系统、胎压监

测等多个汽车核心电子产品。面

对全新的课题，云意电气的年

轻研发团队采用拆解国

外样品的办法，研发

出先进的成果。

郭 家 振

介 绍 ， 科 技 攻

关 的 成 功 得 益

于 公 司 在 研 发

投 入 上 的 大 手

笔 、 大 胆 起 用

新 人 等 举 措 。

“2021 年 公 司 总

产值 9.31 亿元，研发投

入 超 过 7000 万 元 ， 占 比 超

7%。公司研发人员从几十人

增长到近 200 人，翻了几倍。

其 中 ， 研 发 骨 干 基 本 都 是 20

多 岁 的 年 轻 人 ， 在 发 展 思 路

上 与 产 业 前 沿 科 技 保 持 一

致。”郭家振说。

谈及企业未来发展，

付 红 玲 说 ，在 继 续 聚

焦 主 营 业 务 之 外 ，

云意电气还将通

过已有的产业链

布局核心技术储

备 ，继 续 深 耕 新

能源汽车驱动系

统 的 研 发 、生 产

和 销 售 等 业 务 ，

计 划 用 3 年 至 5

年时间打造更多

新的“隐形冠军”

产品。

云意电气深耕车用智能电源控制器领域——

科技创新铸就一流品质
本报记者 蒋 波

中 铁 装 备 攻 克“ 无 人 掘 进 ”
本报记者 夏先清 杨子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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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2 月 28 日 16 时 57 分 ，

伴随着井筒岩石破碎掉落的声音，

浙江宁海抽水蓄能电站排风竖井施

工现场，由中国中铁工程装备集团

有限公司 （以下称“中铁装备”）

自主研制的世界首台全断面硬岩竖

井掘进机刀盘从地下厂房排风竖井

破孔而出。这意味着以中铁装备为

代表的中国隧道掘进机企业，成功

攻克全断面硬岩竖井掘进机世界级

技 术 难 题 ， 首 次 实 现 井 下 无 人

掘进。

“从 2011 年至今，我们攻克这项

技术难题花费时间近 11 年。”中铁装

备设计研究总院院长贺飞说，尽管社

会对高效、安全、新型竖井建造技术

的渴求日益强烈，但竖井机械化、智

能化施工的高端装备——全断面硬

岩竖井掘进机及其施工工艺在国内

外依旧长期处于空白状态。

面对没有先例、地质复杂、工

程施工困难等诸多难题，中铁装备

研发团队从零做起，为这台“金刚

钻”配备了众多首创技术。

创新是企业持续发展的关键。

近年来，中铁装备积极创新，其自

主研发的 30 米超小转弯 TBM、紧

凑 型 矿 用 TBM、 半 煤 岩 掘 锚 一 体

机、矩形硬岩掘进机等创新产品，

均成功应用于工程施工并取得重大

突 破 ， 为 地 下 工 程 施 工 提 供 了 新

装备。

产品技术创新成果层出不穷的

背后，是中铁装备作为“科改示范

企业”的具体行动。从 2020 年 4 月

起，中铁装备聚焦完善公司治理体

制 机 制 、 健 全 市 场 化 选 人 用 人 机

制、强化市场化激励约束机制，激

发科技创新动能，高质量推进改革

工作。

“我们市场化选人用人机制中的

尽职免责清单，可以最大程度保护科

研人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让他们放

心大胆去探索、试错。”贺飞说。

长期以来，盾构机被认为是衡

量一个国家装备制造业水平和能力

高低的重大关键装备。然而，关键

部件国产化进程并不容易。以隧道

掘进机主轴承为例，进口主轴承因

其 高 技 术 含 量 占 领 了 很 大 市 场 份

额，而高额的试错成本却让主轴承

国产化之路变得尤为艰难。

尽管国产化之路坎坷，但中铁

装备仍坚持推进。“近年来，国产化

迎来难得的发展机遇。盾构核心部

件国产化在未来 2 年至 3 年内会产生

质的变化。”中铁装备重大专项执行

副院长孙志洪说。

事实上，中铁装备世界最大断

面 硬 岩 掘 进 机 、 国 内 首 批 双 护 盾

TBM、世界首台马蹄形盾构机等一

系列产品的问世，不断推动我国工

程建设乃至世界工程建设领域的重

大变革，已成为中国装备制造业闪

亮的名片之一。

制 造 业 是 立 国 之 本 、 强 国 之

基。作为我国装备制造业的龙头企

业，多年来，中铁装备积极创新产

品 技 术 研 发 ， 推 动 中 国 装 备 制 造

“走出去”，探索出一条高质量发展

新路。下一步，中铁装备将朝着数

字化、智能化方向发展。

中国邮政前不久在福建厦门开店

卖咖啡的消息一经传出，便登上了热

搜。在这家名为“邮局咖啡”的店

旁，不仅随处可见“自行车+挂包”

“ 复 古 邮 筒 ” 等 中 国 邮 政 的 经 典 元

素，消费者也可以办理邮政相关业

务。据说，今年“邮局咖啡”还将出

现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

的街头。

中国邮政卖咖啡，是不是不务

正业？

要说“邮政+咖啡”的组合，其

实并不离谱。为何这么说？一是中国

邮政跨界咖啡有优势。虽然到邮局寄

信的人少了，办汇款业务的人也少

了，但中国邮政有遍布全国的门店、

又有很强的品牌影响力，这一先天优

势与底气无可比拟。二是咖啡市场风

口正劲。有行业研究报告统计，2021

年中国现磨咖啡市场规模突破 600 亿

元，并保持 20%的年化增长率。逐年

扩大的中国咖啡市场，吸引各方企业

争先涌入，人人都想分一杯羹，包括

中国邮政。

更重要的是，邮局与咖啡有着文

化上的契合点，可以靠“情怀”吸引

流量。边喝咖啡边寄信件，在回忆

“从前慢”的同时回味着“咖啡香”，

是当下许多文艺青年的心仪搭配。到

邮局给远方的亲友寄张明信片，再顺便喝杯咖啡，听起来就很

美妙。

当下，咖啡赛道玩家众多，竞争相当激烈。“从前慢+咖

啡香”这一组合能否演绎出效益好、口碑佳的商业模式，能否

跨界而不踩空，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目前“邮局咖啡”还只是起步阶段。打过卡的网友除了对

店铺设计、性价比、情怀等方面赞赏有加之外，认为其饮品上

的优势并不明显，在产品口味、等单时间等方面仍有待提升。

如何吸引更多消费者品尝这杯咖啡？这需要中国邮政将自

身网点资源优势、品牌影响力巧妙地赋能咖啡业态，完善布局

并实现差异化探索，进而找到新的增长曲线。另外，中国邮政

跨界新业态，更需提升专业化运营水平，补上咖啡运营的短

板。隔行如隔山。咖啡业态虽然看起来门槛低，但也需要专业

的团队和运营能力，从食品安全、供应链建设，到店面运营、

人员培训和管理等都需要细致考量，对品质、品牌、场景、服

务体系和客户黏性的要求也很高，看似简单的生意其实有很高

的门槛，不是有规模效应、有资金就可以玩得转的。

许多咖啡赛道的玩家都在研究适合中国市场的咖啡打法。

中国邮政“研磨”出一杯好咖啡还需要多久，不妨让时间给我

们答案。

细品邮局卖咖啡

吉蕾蕾

江苏云意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车用智能电源控制器生产车间江苏云意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车用智能电源控制器生产车间。。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