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洋船舶重防腐涂料、钢结构防腐防火

涂料、海上风电涂料、石墨烯防腐蚀涂料⋯⋯

在信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楼的一间普

通屋子里，一排排整齐的展示柜上，没有花哨

的装饰，只有这些外表看起来毫不起眼的涂

料产品和简单的标签介绍。

“这间屋子承载了信和 20 多年来科技创

新路上的收获。企业的发展过程就是不断创

新的过程，只有坚持把走科技自主创新之路

作为企业发展的追求，才能不断实现新的突

破。”信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王书

传说。

从一家小油漆店起步，成长为国家级专

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信和持续深耕工业涂

料领域，不断推动产品、技术、服务向更高水

平迈进。

创新提升核心竞争力

对于一家企业来说，要取得长远发展，找

准自身定位至关重要。从创立之初，信和就

坚定地选择了中高档工业涂料领域。“当时，

国内涂料产品价格虽然低，但质量不高，无

法满足高端用户需求，而国外涂料产品价格

较高，用户难以接受。”王书传说，“信和不与

国内大多数厂家打价格战，而是根据用户的

承受能力生产高性价比产品，很快就打开了

销路。”

随着市场不断拓展，信和确立了走自主

创新的路子。“企业将整栋办公大楼位置最

好、空间最宽敞的地方留给了产品研发实验

室。”信和新材料公司技术总监刘宪文说，信

和把科技创新放在重要地位，加强技术人员

培养，不断加大研发投入，并专门设立了技术

中心，配备国内涂料行业最先进的生产设备

和检测仪器，逐步建成面积 2000 多平方米的

标准实验室、检测室，研发实力持续提升。

正是基于充分的技术储备，信和成为“华

龙一号”的核级涂料供应商之一。作为我国

核电走向世界的“国家名片”，“华龙一号”是

当前核电市场接受度最高的三代核电机型之

一，是我国核电企业研发设计的具有完全自

主知识产权的三代压水堆核电创新成果。“开

发出满足‘华龙一号’核级涂料需求的产品，

绝非一日之功。”王书传说，“研发人员很早就

开始收集世界主要核电涂料应用案例、分析

核电技术路线原理、与核电运营和核电建设

公司探讨实践，把核电原理和涂料技术紧密

结合。在企业多年研发积累的基础上，我们

逐步攻克难题，完成了环保型核级涂料国产

化研发。”

依靠自主创新，信和研发生产的产品已

涵盖舰船桥梁、军工装备、核电工业、石化防

腐、机械装备等多个领域。

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都会面临转型升

级的需求。信和转型升级的方向是什么？

“企业转型，应当依托传统的技术优势往更

细分、更高门槛的领域进军。”王书传告诉

记者，“我们注意到石墨烯这种新材料具有

优异的光学、电学、力学特性，有广阔的应用

场景。当许多人还在对石墨烯观望时，企业

就开始布局石墨烯产业，将其作为转型升级

的切入口。”

通过认真研究石墨烯的功能与功效，考

虑如何与现有产业结合，信和首先瞄准了石

墨烯防腐蚀涂料。在技术人员的不断努力

下，信和自主研发成功了石墨烯防腐蚀涂料

并实现产业化，突破了传统环氧富锌涂料的

耐盐雾极限，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应用于核

电 、船 舶 、桥 梁 、石 油 石 化 、钢 铁 冶 炼 厂 等

领域。

在此基础上，信和逐步攻克石墨烯在涂

料中的应用难题，开发了石墨烯核电涂料、石

墨烯防辐射涂料等一系列石墨烯产品，并创

办了泉州信和石墨烯研究院，在钢结构防腐

蚀、电磁波吸收和导电涂料等领域寻求更大

突破。

“实践证明，通过研发创新追求产品差异

化，打造产品核心竞争力，提升产品附加值，

才能成为目标细分市场的领军者。”王书传

说，目前，公司获得授权专利 76 件，其中发明

专利 23 件；参与起草制定国家或行业标准 44

项；核电防护涂料产品被认定为国家级制造

业单项冠军产品。

探索一体化服务模式

从信和的会议室远眺，可以看到远处仓

库的楼顶上放着的一排排的曝晒架。“产品在

交付客户前都要做大量的验证实验，这些架

子就是用来做涂层样板自然曝晒实验的。”信

和新材料公司检测中心主任李跃武告诉记

者，“我们视产品质量为生命，以不断为客户

创造价值、提高企业经营的‘质’和‘量’作为

长期目标。”

在涂料产品应用中，信和的研发人员发

现，涂装的技术和工艺会影响产品的功效。

“涂料生产技术已经比较成熟，但是在涂装

技术、操作规程、标准、施工装备等方面的应

用水平还有待提高。为此，信和在工程机械

行业率先推行‘涂料与涂装一体化服务’模

式，为客户提供涂装整体解决方案。”王书

传说。

凯勒特燃烧技术与设备（上海）有限公司

是一家提供用于工艺加热器的燃烧器、火炬、

火炬气回收系统等整体解决方案的企业，其

产品所选择的涂料必须满足高腐蚀条件下的

防腐要求，而且需要耐高温。“我们为他们提

供了无机硅酸锌底漆和有机硅耐高温铝粉

漆，派出技术服务专家到现场进行喷涂指导，

使工人快速了解产品并上手喷涂，并提供专

业的施工建议报告，产品的一次性合格率大

大增加。”王书传说。

信和针对用户采取个性化定制服务，派

驻技术人员进行现场指导、提供涂装工艺技

术设计、为客户培训质检人员，从专业的角度

引导客户正确使用、检测、评价涂料与涂装。

“这种服务模式大幅度提高了产品的一次性

合格率和涂料的利用率，能有效改进涂装工

效、节约涂装成本，提升产品附加值。”李跃

武说。

信和成立了以工程机械涂装为核心的涂

装事业部，已经在厦工集团、徐工集团、龙工

集团、中联重科等工程机械制造企业实施了

包工包料一体化的整体承包服务，逐步实现

从“销售涂料”到“销售涂层”的转变。目前，

信和的服务性收入占比达 24%，成为企业新

的营收增长点，并被授予“服务型制造示范企

业”称号。

“信和，取自‘诚信、和气’之意。”王书传

说，信和将进一步紧跟国家战略方向，不断寻

求把握转型升级机遇，通过提供稳定且高质

量的创新产品与服务，致力于“打造中国工业

涂料领导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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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苏州生

产车间内，工人在抓紧生产。

（资料图片）

比亚迪市值破万亿元说明啥
比亚迪近期挺进市值万亿元俱乐部，一方面是由于比亚迪电池将进入特

斯拉供应链，打开新增长空间；另一方面是由于今年以来比亚迪新能源整车销

量大幅增长。更大景深则在于全球“双碳”愿景下，资本看好中国新能源汽车

发展。尽管加入了万亿元市值俱乐部，并不是说比亚迪就可以从此懈怠。面

对愈演愈烈的全球科技和产业竞争，比亚迪依然面临着品牌力待提升、海外市

场占有率不高、毛利率偏低等挑战。

突破万亿元市值的比亚迪，成了近期 A

股的“顶流”。6 月 10 日，比亚迪股价创下历

史新高，盘中股价最高达 350 元/股，市值首

次突破万亿元。这也是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

链上的第二家市值过万亿元的公司。

早在去年宁德时代市值突破万亿元之

际，人们对比亚迪加入万亿元俱乐部便充满

期待。这不仅因为比亚迪动力电池产销量

已跃居全国第二位，更因为其比其他整车企

业有更宽广的产业布局。从上世纪 90 年代

王传福靠电池起家创办比亚迪，到本世纪初

跨界汽车制造，再到向新能源汽车转型，今

天比亚迪的产业已涉及电池、整车、半导体

以及消费电子。比亚迪的布局之广，让人产

生很多想象。

比亚迪之所以在近期挺进市值万亿元俱

乐部，原因也不难分析。一方面，传闻已久的

比亚迪电池将进入特斯拉供应链，这为比亚

迪电池打开了新的增长空间；另一方面，今年

以来比亚迪整车销量大幅增长，仅前 5 个月

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就已达 50 多万辆，远超

造车新势力，也高于特斯拉。按照这样的态

势，今年全年销量跨越百万辆大关毫无悬念，

与特斯拉有一拼。

产品热销的背后是强大的技术支撑。经

过多年深耕，目前比亚迪不仅拥有安全高功

率的刀片电池，还拥有全球领先的超低油耗

DM-i 混合动力技术，以及自研的 IGBT 芯

片。在这些技术加持下，比亚迪此次称王，倒

也不乏底气。而丰富的产品线、宽阔的车辆

价位区间，也让比亚迪在竞争中颇具优势。

此外，在 4 月份官宣停售燃油车后，比亚迪在

投资者心中的科技感得到大幅度提升，这在

某种程度上也强化了比亚迪在资本市场上的

科技公司形象。

当然，比亚迪挺进市值万亿元俱乐部，

更大景深则在于全球“双碳”愿景下，资本对

中国新能源汽车发展的看好。中国新能源

汽车不仅规模大、产业链全，而且创新活力

足，已成为推动和引领全球汽车产业转型的

重要力量。没有哪一个市场能像股市这样

生 动 反 映 一 个 国 家 经 济 转 型 的 底 色 与 脉

搏。如果说在美国资本市场，特斯拉颠覆传

统燃油车福特，亚马逊战胜零售领域的沃尔

玛，更具科技含量的公司后来居上，受到资

本追捧已成投资者的信仰，那么在中国资本

市场，宁德时代、比亚迪称王的故事可以说

只是拉开了序幕。

犹记得，宁德时代动力电池销量超越日

本巨头松下，成为全球电动车装机量第一的

供应商时，巴菲特的“最佳拍档”查理·芒格

说：“如果你现在不投资比亚迪股票，你将错

过一个杰克·韦尔奇，再加一个托马斯·爱迪

生。”目前，在宁德时代和比亚迪前方只剩下

一瓶白酒、一桶油和几家金融企业，而在它

们身后包括中芯国际、京东方等一批民族科

技企业正在乘风而起。这表明，今天中国科

技 公 司 对 金 融 、传 统 能 源 的 替 代 已 悄 然

来临。

万亿元市值对资本市场而言，只是个标

杆。尽管加入了万亿元市值俱乐部，但并不

是说比亚迪就可以从此懈怠。资本市场本

就有波动，“百尺竿头，不进则退”。面对愈

演愈烈的全球科技和产业竞争，比亚迪依然

面临着新的挑战：一是比亚迪品牌力有待提

升。比亚迪在 30 万元以上的价位区间，缺

少相应的高端产品。二是比亚迪海外市场

占有率不高。没有一定份额的海外市场占

有率，就体现不出一个品牌的全球性和企业

的全球竞争力。三是公司毛利率偏低。从

一季报看，比亚迪汽车业务毛利率低于特斯

拉和蔚来、理想等造车新势力，“增收不增

利”。此外，比亚迪产品智能化水平也需要

进一步提高。目前，比亚迪在全球上市车企

中 市 值 排 在 第

三位，仅次于特

斯 拉 和 丰 田 。

如 果 比 亚 迪 在

这 些 问 题 上 有

新突破，相信占

据 新 能 源 赛 道

坡 长 雪 厚 优 势

的 比 亚 迪 市 值

超 越 丰 田 是 迟

早的事。

在云南昆明闹市中，一

个具有当地民族特色的手工

艺集合店——拾翠市集，成

为许多时尚文创爱好者的网

红打卡地。布艺扎染、银器

饰品、竹编工具⋯⋯代表云

南各地特色的手工艺品陈列

其中，别致的店铺、特色的展

品吸引了游客的目光。

2013 年，几位年轻人在

云南昆明创立了云南拾翠旅

游文化投资有限公司，通过

挖掘云南非遗、民族手工艺

品、当地物产等，加以设计和

创作，实现了传统民族手工

艺与新兴商业的融合。经过

近十年的发展，公司云集了

众多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非

遗传承人、新锐手艺达人，线

下建起购物中心文化市集，

线 上 拥 有 400 家 供 应 链 平

台，通过创新商业模式，赋能

云南文创产业。

云南拾翠旅游文化投资

有 限 公 司 产 品 总 监 陈 青 青

告诉记者，为了挖掘当地民

族文化资源并实现商业化，

2021 年，他们与当地购物中

心联合推出了拾翠市集，汇

聚了 50 多名手艺人、30 多名

设计师的 29 个品牌。

“小而散的文创企业以

单体形式很难与大品牌形成

合作。通过建立集合空间，

让这些‘云南好物’握指成

拳，打包走进高端卖场。”云

南拾翠旅游文化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丁建宇表示。

如果说拾翠市集让云南手艺人更加贴近市场、进入大

众消费者的视野，那么拾翠民艺公园则整合了文创产业链，

为潮流的文创达人提供了深度合作的平台。

2018 年 ，公 司 在 昆 明 氧 气 厂 的 旧 址 上 ，经 过 改 造 建

设，打造了一个占地 31 亩，以传统工艺美术、非遗、民间手

工艺及创新设计为核心的综合文创园区。丁建宇表示，

打造这个园区，一方面是为了整合产业链，打通设计、工

艺、营销等各个环节；另一方面则为了帮助入驻的小微企

业提升竞争力。

云南拾翠旅游文化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陈璐说，在拾

翠民艺公园，拾翠扶持有创造力和生产力的企业，提供一站

式服务，并在空间、销售、资金等方面给予支持，帮助园区内

的企业进行品牌孵化，实现产销体系的良性发展。

“文创企业多以小微散弱为主，产业化、品牌化、市场化

能力不足，当拾翠利用这个大平台来进行整体营销、金融合

作、品牌打造时，几十家企业就会比单独一家小企业有力得

多。”丁建宇说。如今，拾翠民艺公园已入驻企业 70 多家。

“当平台有了聚集度和品牌价值后，很多展会商、大企

业、大品牌也会被吸引过来，整合形成一个大的产业链，就

可以带动整个产业链上的小企业，形成良性互动、共同发

展。”陈璐说。

截至目前，拾翠平台已入驻民族文创小微企业 400 多

家，产品品类超过 2 万个，帮助企业实现品牌化、产业化、数

字化。同时，拾翠还走出云南，与无印良品等品牌合作，在

国内 13 个旗舰店销售云南手工艺品，与宜家公司首次合作

的展销平台也即将在昆明落地。

在丁建宇看来，作为旅游大省，云南需要用更多的民间

手工艺品来传达民族和地域的文化内涵。“如果能找到云南

旅游商品迭代升级的解决方案，对于拾翠来说将是一件很

有意义的事情。”

云南拾翠公司创新商业模式

—
—

小市集创出大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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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和新材料公司不断拓展涂料产品应用领域——

为 工 业 披 上“ 防 护 衣 ”
本报记者 薛志伟 刘春沐阳

湖北襄阳中车电机技术有限公司以市场为导向推动产品研发创新。截至今年 6 月上旬，公司累计开发

新产品 72 项，获得发明专利 10 项。1 月至 5 月，公司新能源电机、电抗器、变压器等主要产品产量实现 120%

至 130％的增长。图为该公司员工在查验新能源电机。 王 虎摄（中经视觉）

新 产 品 开 拓 新 市 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