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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重汽“智能网联（新能源）重卡项目”重卡全自动焊装生

产线。 冯晓更摄（中经视觉）

10 月 31 日，55 辆由中国重型汽车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重汽”）生产制造

的重卡依次驶出济南综合保税区，顺利出

关。今年 10 月份，中国重汽重卡单月出口

量突破 1 万辆，创造了国内重卡企业出口的

单月最高纪录。

“山东重工重组中国重汽以后，2019 年

至 2021 年这 3 年，中国重汽累计实现营业收

入、累计实现利润总额分别比之前 3 年增长

56%、110%。这主要得益于破釜沉舟的重组

改革和持续不断的创新研发。”中国重汽集团

董事长谭旭光说。

重组改革添活力

中国重汽始建于 1930 年，是我国重型汽

车工业的摇篮。1960 年，这里生产制造出我

国第一辆重型汽车——黄河牌 JN150 八吨载

货汽车。近年来，随着市场竞争越发激烈，中

国重汽内部存在的体制僵化、效率低下等问

题更加凸显。

2018 年 9 月份，山东重工集团对中国重

汽实施战略重组，拉开了这家重型汽车生产

企业的改革大幕。

为了心无旁骛攻主业，中国重汽剥离了

与商用车产业相关度不高的房地产、医院、低

端零部件等经营业务，累计退出企业 89 家，

非主业资产变现 90 亿元现金流，集团资产负

债率从 70.3%降到 60.2%，主辅分离改革让中

国重汽“专”起来。

中国重汽运营管理部负责人介绍，为彻

底解决“大锅饭”问题，企业全面实行奖罚分

明、优胜劣汰的考核激励机制，用“人人背指

标、人人有压力”的方式，拉开员工收入差

距。同时，企业还推行“班产量、日工资”的激

励 机 制 ，充 分 调 动 生 产 一 线 员 工 积 极 性 。

2020 年，中蒙边境煤炭运输市场火热，现有

重卡承重难以满足需求，技术部门收到反馈

信息后，仅用 3 个月时间就改造出“一头双挂

四箱”承重 180 吨的牵引车。

为了更好地激发企业活力，2021 年 6 月

份，山东重工集团召开“揭榜挂帅”推进会，中

国重汽拿出 116 个急需攻关的科技项目，实

施“揭榜挂帅”制度。“我当时就是通过竞标程

序，承担了公司的科研项目，这在过去是不可

能的。”中国重汽汽车研究总院副院长郭年程

告诉记者，过去科研项目多以资历、职级来进

行立项分配，现在对所有“揭榜挂帅”项目都

进行了张榜公示，谁有本事谁揭榜。

“揭榜挂帅”制度根据项目难度、科技含

量、成果转化情况等划定奖励等级，项目完成

情况与研发人员年薪直接挂钩。若研发人员

完成项目，公司将给予额外系数奖励；若完不

成任务，则会倒扣工资。每个“揭榜挂帅”项

目，中国重汽都至少拿出 1000 万元作为研发

奖励。同时，研发人员完成项目、取得业绩都

会与职务晋升挂钩。2018 年才入职中国重

汽汽车研究总院的徐英强，去年通过“揭榜挂

帅”，一跃成为商用车线束、油路升级优化项

目的负责人。“实行‘揭榜挂帅’制度以来，中

国重汽研发速度提升近 1 倍，未来将会涌现

出一批别人学不会、拿不走的核心技术。”郭

年程说。

除了“揭榜挂帅”制度外，中国重汽还实

行了“干部能上能下、员工能进能出、收入能

高能低”的“三能”机制。通过公开竞聘等方

式，“80 后”干部占比从 27%提升到 68%，领导

干部平均年龄下降 5 岁。同时，招聘中高端

人才 6800 多人，其中博士学位人才从 2018 年

的 9 人增加到现在的 136 人。中国重汽通过

全面推进高目标、高竞争、高激励的市场化考

核，彻底打破了“大锅饭”，充分调动了员工积

极性，为企业发展注入活力。

创新研发增效能

想要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在重组改革

的同时，还要持续加大创新研发力度。中国

重汽坚信，唯有自主创新，掌握核心技术，才

能挺直腰板和同行比拼。

走进位于济南市莱芜区的中国重汽“智

能网联（新能源）重卡项目”车间，也是国内商

用车行业首个“黑灯工厂”焊装车间，记者看

到物流 AGV（自动导引运输车）来回穿梭，不

停 挥 舞 的 工 业 机 械 臂 在 有 序 进 行 高 精 度

作业。

“2020 年 2 月份，克服新冠肺炎疫情等不

利影响，中国重汽持续推进该重大项目建

设。一期项目的完成仅用了 280 天时间，实

现了‘当年开工、当年投产’。”中国重汽集团

汽车研究总院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未来，

这里将利用新能源、无人驾驶、人工智能等技

术，将单一、传统的整车产品升级为新能源、

智能网联产品，把中国重汽打造成为达到国

际一流水平的全系列商用车品牌。”

为推动中国重汽从引进、模仿、跟随向自

主研发的转变，中国重汽的研发投入从 2018

年的每年 13 亿元增长到 2021 年的每年 37 亿

元，4 年累计投入 100 多亿元，数额超过此前

10 年投入的总和。同时，中国重汽还被认定

为国家重型汽车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重

型汽车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等。如今，中国重

汽科技创新结出累累硕果：去年，25 台无人

驾驶电动集卡在天津港成功进行整船作业，

为世界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建设提供了“中国

方案”；新一代“黄河”重卡高端物流牵引车上

市，产品各项性能达到国际一流水平⋯⋯目

前，中国重汽已拥有全系列商用汽车品牌，成

长为我国重卡行业驱动形式和功率覆盖全面

的重卡企业。

2020 年 11 月初，中国重汽还接到了一项

特殊的技术创新任务：用不到一年的时间造

一辆冬奥会雪蜡车，还要实现“国内首创、世

界领先、完全国产”目标。制造这种车辆的核

心技术长期被冰雪运动发达国家垄断，在没

见过原车型的情况下，中国重汽应用工程开

发中心专用车设计部副主任刘希平带领研发

团队通过测量滑雪板尺寸、打蜡设备长短，推

算出车辆厢体尺寸，设计出功能分区。如同

将一块块碎片不断拼齐，在研发团队的努力

下，这台车的面貌逐渐清晰。

2021 年 10 月 27 日，在北京冬奥会开幕

倒计时 100 天之际，中国重汽雪蜡车交付仪

式在首都体育馆举行。这辆国内第一台拥有

完整自主知识产权的雪蜡车，采用了中国重

汽集团自主研发的黄河重卡，集光伏发电储

能、人工智能等高科技于一身，达到了当今国

际先进水平。

眼下的中国重汽动力澎湃。今年前三季

度，受新冠肺炎疫情等不利因素影响，国内重

卡销量同比下降近六成。中国重汽顶住行业

下行压力，今年 1 月份至 10 月份，重卡出口同

比增长 54%。

“我们将用 3 年到 5 年时间，实现全系列

商用车销量翻一番的目标，并建立起中重卡

在主要细分市场的优势。同时，要在燃料电

池、纯电动、混合动力等领域确保走在行业前

列，把中国重汽打造成中国商用车走向世界

的亮丽名片。”谭旭光说。

中国重汽——

破 局 而 立 向 新 而 生
本报记者 王金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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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家居也需精耕细作

陈发明

前不久，华为正式发布其新

迭代的全屋智能版本。据介绍，

短短两年时间，华为已打造出全

生 态 体 系 的 智 能 家 居 供 应 链 。

无 独 有 偶 ，家 电 企 业 美 的 也 披

露，其智能家居事业群今年前三

季度营收 1862 亿元，较上半年有

较大增长。

从 2 家 企 业 的 动 向 可 以 看

出，智能家居已经成为当下市场

的“风口”。有机构预测，未来五

年中国智能家居设备出货量将

以 20%以上的复合增长率持续增

长 ，到 2025 年 市 场 规 模 将 突 破

8000 亿元。

近年来，不少传统家电厂商

和科技型企业纷纷布局智能家

居板块，市场竞争激烈。但从消

费者反馈看，智能家居企业表现

良莠不齐。有些产品虽然科技

含量高，但操作复杂，不能适应

消费者的习惯和需求；有些企业

单品做得不错，但在全屋协同使

用、产品上下游互联互通等方面

尚欠火候。

在智能家居赛道上，企业要

想站得稳、跑得远，既要把握未

来市场趋势，又要从用户需求出

发，在设计理念、产品细节等方

面下功夫。

首先，智能家居企业要顺应行业发展潮流，积极应变，

主动求变。当前，智能家居产品的智能化程度越来越高，

企业要紧跟市场变化，深挖市场需求，不断拓展发展新模

式，开辟更大发展空间。企业应在坚守自身优势的同时做

出相应改变，不断改善产品性能，推出适销对路新产品。

其次，用户需求是立足市场的根本。企业要深入洞察

用户需求，将技术进步与用户需求融合起来，以更高追求、

更严标准、更好工艺生产质量过硬的产品，满足用户多样

化、个性化需求。目前，智能家居没有全行业统一标准，企

业尤其要重视产品的兼容性、稳定性。同时，企业间要加

强合作，在互联互通领域的标准方面尽早达成一致。

最重要的是，企业要具有专注的精神，坚持以研发创

新构建自己的技术体系，打造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尤其是

要在技术上形成独特优势，构建起强大的护城河，如此才

能驶向更加广阔的蓝海。

玉王生物科技公司——

用 科 技 延 伸 玉 米 产 业 链
本报记者 陈 力

走进位于内蒙古通辽市开鲁县的内蒙古玉王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玉王公司”）的淀粉

生产车间，机器轰鸣、热气升腾。金黄色的玉米在

这里经过浸渍、脱胚、麸质分离等一道道工序，变

为洁白的淀粉。在成品仓储转运车间，机械手灵

巧地将一袋袋淀粉从传送带上抓起、码齐。叉车

往来穿梭，成品淀粉经这里销往全国各地。

“多年来，玉王公司围绕做大玉米淀粉主业、

做强淀粉深加工业，不断加大科技研发，延伸玉米

加工产业链，已发展成为一家集玉米采购、淀粉生

产、淀粉深加工、产品研发、产品销售于一体的大

型玉米深加工企业。”玉王公司董事长徐勇刚说，

如今，企业年加工玉米 110 万吨，年生产玉米淀粉

77 万吨，年销售收入达到 30 亿元。

“玉米产业链做大做强的背后是科技、人才、

设备的投入。”玉王公司副总经理马正鹏介绍，玉

王公司 2009 年投入生产，采用传统生产线，一开

始只生产单一的玉米淀粉产品，年加工玉米 60 万

吨，年产玉米淀粉 42 万吨。为提高生产效率，玉

王公司对车间各生产线的关键环节进行全方位改

造，还投资建设了自动化生产线改造项目。

“通过技术改造，不仅提高了效率、降低了生

产成本，还提升了产品质量。”马正鹏说，除生产线

改造外，玉王公司严格把控产品质量，精细管理，以

优质高端产品开拓市场，逐步在行业中打响品牌。

创新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为推进

产品研发创新，玉王公司投资 2000 万元，建设了

集研发、实验、质量检测于一体的研发中心，加大

新产品研发。“自研发中心建立以来，先后完成了

硬脂酸淀粉酯、高效低聚糖等研发项目。其中，

‘葡萄糖酸钠母液组合分离净化提取工艺’等项目

获得国家发明专利，‘高效低聚糖酶法生产专用强

力搅拌器’等项目获得国家实用新型专利。”马正

鹏说。

在推进企业创新发展的过程中，玉王公司还

与多所院校建立了产学研合作关系，通过自主研

发及合作开发等形式，提升研发能力，加快科技成

果转化。同时，还邀请相关专家定期到公司的研

发中心指导工作，并将最新科技成果带到企业。

凭借扎实的创新实践，玉王公司参与制定多项产

品的国家标准，还被评为全国农业产业化国家重

点龙头企业。

“国内玉米加工多是附加值低的传统产品，未

来应向新型环保材料等高附加值产品发展，这样

才能提高粮食附加值，带动企业增效和农民增

收。”马正鹏说。

目前，公司新建的年产 3 万吨硬脂酸淀粉酯

生产线已经投产，每吨产品可比普通淀粉增加产

值 3000 多元。葡萄糖酸钠母液组合分离净化提

取工艺也已应用到淀粉糖生产线上，使葡萄糖回

收率提高到 97%以上。

“公司计划 5 年内投资 30 亿元对原有淀粉、淀

粉糖生产线进行扩产技改，再新上赖氨酸、赤藓糖

醇等 5 个深加工项目。”徐勇刚说，依托农业资源，

运用科技手段，坚定不移地走产品深加工之路，并

不 断 延 伸 产 业 链 、提 升 附 加 值 ，助 力 行 业 健 康

发展。

制 造 业 苦 练 内 功

位于河北省南皮县的河北益民五金制造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以研制、生产地源热泵机组

为主的高新技术企业。近年来，公司加快新产品研发速度，持续开拓市场。图为技术人员在为

即将出厂的地源热泵产品进行检测。 鲍俊秀摄（中经视觉）

玉王公司研发中

心的科研人员在测试

新产品。

李庆涛摄

（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