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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电动化“踩刹车”不改产业趋势

山东德州红鑫机床专注研发机床刀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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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港拓展物流通道提升通关效率——

融 合 港 产 城 服 务 京 津 冀
本报记者 周 琳

本版编辑 向 萌 钟子琦 美 编 王子萱

往返欧洲的往返欧洲的““南安普顿轮南安普顿轮””正在天正在天

津港码头靠泊津港码头靠泊，，将来自京津冀地区的将来自京津冀地区的

玻璃制品玻璃制品、、光伏产品等吊装上船光伏产品等吊装上船。。

赵云鹏赵云鹏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山东德州红鑫机床技术人员正山东德州红鑫机床技术人员正

在安装授油器配件在安装授油器配件。。

王王 腾腾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天津港第二集装箱码头天津港第二集装箱码头，，人工智能运输机器人正在作业人工智能运输机器人正在作业。。 夏德崧夏德崧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欧美电动化“踩刹车”迹象明显。近

日，奔驰在年度股东大会上宣布，不再以

2030 年前在主要市场全面转为电动汽车

销售为目标；更早时间，奥迪决定将重点放

在更多燃油车和插混车型上，以提升长期

运营回报率。在欧洲之外，福特、通用等美

国 车 企 也 推 迟 或 者 减 少 了 对 电 动 化 的

投入。

面对欧美车企集体“逆电动化”，国内

有人开始质疑：全面电动化转型究竟对不

对？我们是不是被忽悠了，走上了电动化

的“羊肠小道”，而人家坚持走燃油车的“阳

关大道”？中国车企会不会在错误道路上

越走越远？甚至还有一部分人在网上带节

奏，称“电动化是西方设下的陷阱”。

事实并非如此。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

国综合考虑石油安全、治理大气污染、产业

升级实施的重大战略选择。回顾新能源汽

车发展历程，我们抓住了百年一遇的全球

汽车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前瞻性地切入

新能源汽车新赛道，找到了让中国汽车产

业由大变强的新契机，实现了绿色转型发

展。当前，无论是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还

是电动化技术，以及产业链完整度，我国都

实现了全球领先。这是燃油车时代不可能

想也不可能有的超越。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新一轮科技革命

和产业变革加速，电动化、智能化和低碳化

已成为当前汽车产业发展新趋势。不可否

认，眼下电动车还存在着续航里程和补能

焦虑。但也要看到，这条新赛道上，各方技

术研发投入在不断加大，产品迭代速度在

不断加快，充换电基础设施在不断完善，电

动车的个人用车体验也在不断提升。假以

时日，电动车用车体验超越燃油车并非没

有可能。这是因为电动车既具有比燃油车

更快的响应速度，也具有更适合智能化的

电能供应。车载电能系统能够支撑更多的

智能化功能运行，加速自动驾驶的实现。

反过来，智能化又能让电动化走得更远。

欧美电动化“踩刹车”，不是不认可这

一变革趋势，而只是暂时遇到了困难。从

企业经营层面来看，除特斯拉外，目前欧美

车企上市的车型大都为油改电产品，价格

也比燃油车高不少，加上配套设施跟不上，

消费者不愿意购买，实属正常。相反，由于

欧美燃油车市场很好，去年这些车企赚得

盆满钵满。在必须对股东收益负责的情况

下，企业不得不推迟电动化时间，以减少短

期还难以取得回报的电动化投资，维护“利

润奶牛”燃油车的销售，也没什么不妥。关

键取决于，是看重当下利益，还是更在乎未

来发展。

当然，欧美政府的政策摇摆也影响了

电动化进程。说来有趣，原本这些国家和

地区也有各自的电动化规划。后来发现与

中国相比，进展偏慢，于是又提出了更激进

的计划。问题是，在中国市场看似容易的

事情，在欧美做起来并不容易。新计划实

施几年后，欧美政府觉得难度很大，现在根

据实际情况便放缓了步伐。比如，美国政

府降低了汽车产品电动化转型比例，欧洲

则更改了对于全面禁止内燃机的要求。究

其原因，一方面是体制不同。我们有新型

举国体制，政府协调能力强，产业转型进步

快，而他们受政党之争掣肘，经常互相扯

皮，“急也没有用”；另一方面是压力不同。

我国汽车业面对能源、环保和产业升级等

多重压力，紧迫感更强，而欧美只有碳排放

压力，相对从容些。

有人担心：照此下去，中国岂不就成

电动车“孤岛”了吗？倒也未必。这是因

为中国有超大规模市场，可以容纳多条技

术路线竞争成长，为不同技术创新路线、

商业创新模式提供足够赛道和空间，让真

正具备竞争优势、符合产业升级方向的产

品和企业快速成长。同时，也能帮助企业

依 靠 国 内 超 大 规 模 市 场 ，获 得 低 成 本 优

势，从而更好地走向国际市场。

汽车是一个高度全球化的产业。历

史 经 验 告 诉 我 们 ，一 旦 汽 车 产 品 出 现 技

术和产品代差，关税、碳护照、歧视性补

贴等贸易墙的对冲作用其实有限。日美

贸易战结束，美国市场日系车有增无减，

无 非 就 是 到 本 地 建 厂 而 已 。 毕 竟 ，什 么

也挡不住消费者追求好产品的脚步。因

此，当前我们要

做 的 就 是 保 持

战略定力，不断

巩 固 扩 大 智 能

网 联 新 能 源 汽

车 产 业 领 先 优

势，同时加快海

外本土化布局，

提 升 全 球 化 经

营能力。

在位于天津市滨海新区的天津港联

盟国际集装箱码头，雄安综合保税区进

口海运货物集装箱经过快速接卸，通过

天津港—雄安新区绿色通道发往雄安综

合保税区。

开 通 “ 绿 色 通 道 ”， 仅 仅 是 天 津 港

实现京津冀优势互补、促进环渤海经济

区域发展的一个缩影。10 年来，天津港

（集团） 有限公司集装箱吞吐量从 1300 多

万标箱增加到 2218 万标箱，航线从 119 条

增加到 145 条，泊位从 159 个扩充到 213

个，跻身世界十大港口之列。

天津港是如何实现快速发展的？

建立绿色通道

10 年 来 ， 天 津 港 在 京 津 冀 及 “ 三

北 ”（西 北 、 华 北 及 东 北 的 统 称） 地 区

开通 44 条海铁联运通道，布局 120 多家

直 营 店 、 加 盟 店 ， 口 岸 功 能 向 腹 地

延伸。

为减少公路运输跨省运力不足、陆运

司机数量紧张、陆路运输费用成本较高等

难题，天津港创新推出环渤海内支线“天天

班”海上巴士服务。天津港股份公司业务

部航线开发经理王伟说：“天津港集团与航

运企业联合投入短途运输船舶，开通免费

‘天天班’海上巴士服务，不仅为广大环渤

海企业节省了运费和装卸费，而且极大缓

解了公路运输压力，保障了多地物流畅通，

为企业生产创造了有利条件。”

天津港内陆服务营销网络河北区域

总部副总经理赵烁介绍，自河北雄安新区

设立后，天津港设立天津港雄安新区服务

中心，构建前端服务平台，为雄安新区提

供便捷出海的“绿色通道”。亚大塑料制

品有限公司财务经理樊旭文说：“绿色通

道给我们带来不少便利。公司节约了物

流成本，提高了运输效率，更加坚定了深

度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决心。”

2023 年，天津港—雄安新区绿色通

道操作量达 1.1 万多标箱。今年 1 月份，

天津港雄安新区服务中心成功入驻雄安综

合保税区。通过与雄安综合保税区的协同

联动，天津港集团持续提高天津港—雄安新

区绿色通道服务能级。

10 年来，天津港持续加大陆海双向

通道建设，紧密对接前端客户，运行至

北京平谷及河北邢台、高邑等地海铁联

运班列，与环渤海 12 个港口共同发布联

合 服 务 倡 议 ， 打 造 环 渤 海 “ 天 天 班 ”

“ 两 点 一 航 ” 服 务 ⋯⋯ 天 津 港 正 朝 着 成

为京津冀协同发展重要支撑的目标不断

迈进。

加快智能发展

日前，随着“斯德哥尔摩”号货轮

靠 泊 天 津 港 北 疆 港 区 智 能 化 集 装 箱 码

头，一辆辆人工智能运输机器人接连驶

来 卸 货 。 在 几 百 米 外 的 码 头 智 控 中 心 ，

轨道桥司机李艳红面对 6 块屏幕，远程

操控场桥。

“过去，场桥司机每天要穿着笨重的

工作服，爬到离地几十米的高空驾驶室内

完 成 集 装

箱 的 吊 装 工 作 。 工 作 期

间，需要忍受扬尘、噪声、油污的侵

袭。如今，我们一个工班 6 名司机就能监

控调度全场 42 台自动化轨道桥。”李艳

红说。

尽管港口业务庞杂、条线繁复，但天

津港善于向智能化、数字化要“智慧”，

向新设备、新技术要方法，不断提升技术

水平，让问题迎刃而解。

站在天津港第二集装箱码头七彩廊桥

远 眺 ， 12 台 远 控 岸 桥 、 42 台 自 动 化 场

桥 、 92 台 人 工 智 能 运 输 机 器 人 （ART）

在码头有序穿行。这些不知疲倦的机器

人，是装船、卸船、转运等水平运输系统

中重要的“搬运工”。

为更好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服务港

产城融合，天津港加快智能化发展。“如

今，我指导工人们学习新技术，给机器人

当‘师父’。我的机器人‘徒弟’们依靠

5G、北斗等先进技术，能够自主完成工

作任务。”天津港第一港埠有限公司拖头

队副队长成卫东说。

目前，通过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天津

港已建起 190 座 5G 基站，通过物联网码

头连通“人、车、箱、船、机、场”等要

素。同时，天津港打造“一体化”数字化

平台，打通底层数据，形成完整有效的数

据链，落地生产运营、安全管控、智慧楼

宇 等 场 景 的 全 物 联 、 数 字 化 、 智 能 化

应用。

“外来的集卡司机驾车进入现场，依

托微信导航小程序和电子小票预约系统联

动，就能实现米级定位精度，自动规划路

线，精准引导车辆快速到达指定作业位

置。”天津港第二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总

经理杨荣说。

天津港还坚持生态优先，努力通过技

术升级激活绿色潜力。天津港北疆港区

C 段码头建成之初，就攻克了 13 项世界

性技术难题，形成 76 项发明创新，实现

了“智慧+绿色”全领域深度融合。天津港

第二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高延辉

说：“经过测算，相比同规模传统集装箱

码头，C 段码头人员数量降低 60%，减少

集 装 箱 作 业 倒 运 环 节 50% ， 能 耗 降 低

17%。也就是说，现在天津港的 100 多名

员工，能够完成原来近千人的生产任务。”

目前，天津港已投产风力、光伏发电

系统装机容量达 43 兆瓦，年发电量约 1 亿

千瓦时，每年可减少碳排放 7.5 万吨，全

港绿电占比达 14%，居全国港口前列。10

年来，天津港集装箱吞吐量增长近七成，

碳排放强度下降了 16%。

推进对外开放

日前，一艘外籍轮船靠泊，在完成天

津移民管理部门等口岸单位联检后，码头

装卸人员即刻登船，开始 1.2 万吨钢材装

卸任务。在天津边检“三零”举措的助力

下 （到港“零等待”作业、在港“零接

触”查验、离港“零延时”放行），这艘

货轮在靠港 6 小时内就完成了预检手续。

天津港稳定的物流供应链和高效的通

关效率，有力激发了进出口增长潜能，推

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

2018 年以来，天津港集团、厦门港

务集团、中谷海运集团三方达成“两港一

航”战略合作，制定详细的服务标准，打

造“一带一路”开放平台。3 家共同运营

“两港一航”集装箱航线，推动两港成为

更好连接环渤海和东南沿海的重要枢纽

港，更高水平服务对外开放。

天津港集团总裁焦广军表示，天津港

通过牵手厦门港务集团，为两地提供船舶

靠离泊、港口效率中转、航班班期、码头

集 疏 港 和 个 性 化 服 务 “ 五 个 保

障”，提升效率、优化服务，努力

提高港口营商环境。

5 年来，天津港新增多条集装

箱航线，全球航线网络越织越密；

主 动 提 级 扩 能 ， 新 建 集 装 箱 码 头 、

汽车滚装码头，发力枢纽配套堆场项

目；相继推出东疆“全球仓”和整船

换装、启运港退税等新业务——逐渐

形成以天津港为中心的北方国际航运

枢纽。

此外，依托口岸自贸政策优势，天津港

与天津海关、天津海事局、天津边检总站等

单位创新协同服务机制，推出进口货物“船

边直提”、出口货物“抵港直装”等创新服务

和口岸举措，天津口岸通关效率持续位居

全国各主要海运口岸前列。天津港的

“朋友圈”越扩越大，体制、机制创新

叠加优质服务带来的一流口岸

营 商 环 境 ，吸 引 众 多 跨 境

电商、物流企业落户。

用 业 绩 说

话 ， 以 结 果

作 答 ， 一

个 更 智

慧、更绿

色、更开

放的天津

港正焕发

出 新 的

生 机 与

活力。

位于山东省德州市的红鑫机床有

限公司 （以下简称“红鑫机床”） 生

产车间内，机器正在高速运转。“我

们将深孔刮削滚光机床出口到德国，

客户又追加了 5 套深孔机床刀具配

件。为了完成追加订单，公司全员在

加 紧 生 产 。” 红 鑫 机 床 董 事 长 刘 爱

明说。

红鑫机床成立于 2004 年，建厂

初期主要生产小型简易机床。随着市

场发展，机床逐渐走向高端化，企业

也开始自主研发生产高端机床，由于

以前不掌握这项生产技术，客户只能

从国外进口。

刀具是在机械制造中用于切削加

工的工具。切削加工占整个机械加工

工作量的 90%，高效刀具可以提高加

工效率，因此被称为“工业牙齿”。

“上世纪 90 年代，我国刮削滚光刀具

生产技术落后。不用国外产品，机床

整机水平上不去；用了国外产品，机

床的利润就很低，甚至赔钱。”德州

市装备制造业协会会员企业负责人崔

汉春说。

2010 年 ， 红 鑫 机 床 寻 求 转 型 ，

进军技术含量更高、利润更丰厚的深

孔 刮 削 滚 光 机 床 细 分 领 域 ； 2019

年，红鑫机床与几家行业领先企业合

作成立新公司——山东精钻精密机械

有限公司，汇集优势力量专注刀具

研发。

“研发高精尖产品不容易。当时

我们没有刀具实物，只有几张图纸和

照片，难度可想而知。”山东精钻精

密机械有限公司总经理韩佳勇回忆，

他和同事经常待在实验室里，整个星

期都不出一次门，专心研究刀具部件

构造。第一把刀具研发出来时，韩佳

勇和同事立即来到一家生产油缸的企

业做试验，发现稳定性不够，又回去

展开新一轮研制。最终，经过多次优

化，首款国产深孔刮削滚光刀具上

市，产品的每个零件精度均控制在

0.02 毫米以内，还申请了 12 项国家

专利。

“ 下 游 企 业 原 来 进 口 一 套 刀 具

要花费上百万元，现在只需要十几万元就可以满足需求。”韩佳

勇说。

难题得以破解，红鑫机床又开始对机床床体和导轨面等关键部

件进行全面升级。公司积极与高校院所开展产学研合作，升级床体

材质，使床体的稳定性更好，导轨面直线度也更加精准。通过一系

列改进，机床的整体精准度、直线度提高了 2 个等级，加工效率提

升 3 倍至 5 倍。

目前，企业已拥有专业的科研开发团队和国内机床行业一流的

数字化机械加工装配车间，具有专业的机床设计、制造水平及深孔

切削经验和雄厚的技术实力、生产制造能力，核心产品已应用于航

空航天、汽车、模具、工程机械、电力等领域。2023 年，公司营

业收入同比增长 35%，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 6%至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