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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设备制造型企业转型为服务制造型企业

渤渤海海活活塞塞：：从从卖卖产产品品到到卖卖服服务务

德国客商：是你们的竞

争对手推荐我们来的

出口日益艰难，低端制造业哭了，
但整体出口仍在稳健增长，到底谁在
笑呢？

山东渤海活塞董事长林风华无疑
属于后者，从1951年建厂到1963年定
点生产活塞，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
铁木工厂到现代化活塞专业制造企
业，他带领的集团正在迎来高端出口
行业的春天。

2011年，渤海活塞以过硬的质量
获得了德国大众集团采购部高层领导
的青睐。德国大众公司、德国奥迪公司
和上海大众公司的高级采购经理专程
到渤海活塞进行考察，认为该公司整
体实力在欧洲也不多见。德国大众高
级采购经理给斯曼先生在参观过程中
曾表示，“渤海活塞设计的EA111项目
1 . 2T活塞比马勒公司的还好”。

时隔两年，渤海活塞又以91 . 4分
的高分顺利通过德国戴姆勒·奔驰公
司的VDA6 . 3审核，成为全球四大汽车
体系之一的戴穆勒·奔驰的A级供应
商。

似乎渤海活塞和德国企业格外有
缘。林风华笑着回忆说，德国一家企业
的负责人来企业考察时提出，每年企
业都会从供应商中做问卷调查，明确
自己的竞争对手和潜在的竞争对手，
结果发现大家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渤海
活塞。于是，德国这家企业特意来渤海
活塞一探究竟。

“是你们竞争对手推荐我们来
的”，这句话刻在了林风华的记忆中，
也让同为技术控的整个科研团队添了
底气。

据林风华介绍，渤海活塞产品由
一个单一零件发展到现在的活塞及组
件、数控机床等相关产业链，实现了生
产组织方式、管理模式、增长方式的转
型及技术工艺的创新提升。如今，渤海
活塞的综合实力全球排名第4位。

研发投入一度占销售收

入的6%

这一切都源于渤海活塞对掌握核
心技术的追求以及在技术上的持续投
入。从2004年上市起，渤海活塞一直专
注于活塞领域，并逐步形成了一定的
核心竞争力。

据了解，技术研发投入占到销售
收入的4%，就算相当高了，而渤海活塞
研发投入曾一度占到销售收入的6%
左右。

2013年前三季度渤海活塞的财务
报表显示，渤海活塞营收9 . 4亿元，同
比下降19 . 51%，但净利润达到4015万
元，同比增长22 . 66%。公司当年研发
投 入 为 5 2 6 3 万 元 ，占 营 收 总 额 的
4 . 11%。

“一家零部件企业能对技术研发
投入如此之大，不坚持以技术领先作
为战略导向是不可能做到的。”一位经
济人士评论说。

如今这些投入，让渤海活塞过得
很滋润。

渤海活塞在国内第一家推出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整体锻钢结构活塞，
结束了国内锻钢活塞依靠进口的局
面；国内第一家研制成功陶瓷盐芯，解
决了活塞压力铸造结合内冷通道的难
题，提高了自主研发能力和国内活塞
行业整体水平。

在自主创新、发展自主品牌的道
路上，渤海活塞的步伐无比坚定，率先
创建了全国同行业首家国家级技术中
心、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国家工程实验
室、国家认可实验室、国家高新技术企
业。

截至目前，渤海活塞已获得授权
专利 120多项，其中发明专利 20项。
2012年公司荣获中国专利山东明星
企业一等奖，部分专利获得山东省专
利奖三等奖、滨州市专利奖一等奖等
荣誉。公司专利转化效益率达90%以
上，已为企业带来上亿元的经济效
益。

这些专利技术的取得，使渤海
活塞跟上国际活塞技术发展步伐，
也最终赢得国际知名企业的信任与
青睐。

“制造业企业要在行业中立于不
败之地，关键是掌握核心技术，而这
必须有强大的研发力量为支撑。”林
风华说，渤海活塞并未止步于“卖产
品”，还利用公司研发优势发展生产

性服务业，将“卖技术”作为市场创新
的大动作。

生产性服务业里做大生意

“就平均数量来说，每4辆汽车中
就有一辆车使用了渤海活塞。”渤海活
塞高层人士透露，在国内商用车活塞
市场，渤海活塞坐拥55%以上份额，国
内潍柴等大型主机厂都是渤海活塞的
客户。

据介绍，除将研发成果自主转化
外，渤海活塞还利用技术研发优势，为
同行业企业提供技术解决方案，这属
于生产性服务业的范畴。

所谓生产性服务业，指的是为其
它产业生产者提供中间服务的服务性
产业，它既包括产业链前端的工业设
计、产品研发，也包括物流、信息、营销
等产业链后端环节。

从国际上看，制造业与服务业融
合发展的趋势愈加明显，许多西方发
达国家的产业结构出现了“双70%现
象”，即服务业占GDP的70%、生产性
服务业占服务业的70%。

关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记者
了解到，我省《关于加快服务业发展
的若干意见》中有明确表述，鼓励服
务业相关企业申报国家、省市级重
点实验室、企业技术中心、工业设计
中心等项目，并支持企业将生产性
服务业与主营业务剥离，鼓励生产
制造企业将研发设计中心、重大产
业技术创新平台以及信息、物流、售
后和社会服务等业务组建成为专业
化的法人企业。

渤海活塞技术中心主任刘世英
说，目前渤海活塞主要向省内科研力
量相对薄弱的同业企业提供标准检
测服务，收费从几万元到十几万元不
等，而通过检测积累的数据信息，反
过来补充企业数据库，进而细化检测
精度。

从“卖产品”走向“卖技术”，林风
华表示，渤海活塞一直秉持“科技创
造市场，诚信铸就品牌”的理念，未来
还将组建具有研发能力的子公司，并
于两年前已着手筹备，目前正在准备
过程中。

这是一组中国出口美国商品的数据：2013年，中国出口到美国商品4400亿美元，其中电子和电器产品1175亿元，机械设备1004亿美元，
占整体出口额一半，而纺织出口只有406亿美元。

出口产品结构的变化，清晰地昭示了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路径：市场化与国际化紧紧结合在一起，以独特的价值发现眼眼光并购，核
心技术的掌握意味着更多的机会与市场；建设海外市场，用过硬的产品和服务攻城略地，低端制造业在叫苦，而像华为为这样的高端制造
业却在笑傲全球。

潍潍柴柴：：
三宗并购
全世界知道潍柴

【企业简介】

山东滨州渤海活塞股份有限公司(SH：600960)是国内惟一一家以内燃机活塞作为主导产品的上市公司，产品为一
汽、北汽福田、奇瑞、玉柴，以及韩国大宇、川崎重工等国内外著名主机生产厂家配套，是国内活塞行业的领军力量。。

“通过十余年的发展，潍柴不在单纯依
赖重型发动机生产，已形成了总成动力、整
车整机、豪华游艇、关键零部件四大业务板
块的多元化布局。”潍柴集团党委书记徐宏
介绍说，目前集团的重型发动机、重型变速
箱、豪华游艇市场占有率全球第一，另外重
卡市场也已跃居全国第五。

徐宏说，潍柴集团今后将实现“从陆上
动力到全领域动力、从一般技术向核心技
术、从投资拉动向投资消费双驱动、从国内
发展向全球发展、从制造型企业向服务制
造”的五大转型。

其实，从2004年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
到2006年收购德隆系龙头企业湘火炬，
2009年收购法国博杜安公司、2011年吞下
豪华游轮企业法拉帝到2012年入股德国叉
车巨头凯傲集团，潍柴集团的每次资本运
作都能引发市场高度关注。

尤其是收购法拉帝更引起了广泛质
疑，一个专业生产发动机的公司，为什么要
进入游艇产业？对此，潍柴集团董事长谭旭
光解释说，发动机业务完全和投资拉动有
关，受宏观经济影响和制约的风险较大，而
买游艇的人都是拥有上亿乃至上百亿的有
钱人，他们的消费不会因经济波动而减少。
从业务结构来讲，重型卡车、发动机、推土
机等受经济波动周期的影响最大，而游艇
等高端消费品处于冲击波末端。通过并购
法拉帝，潍柴对经济波动的敏感度将越来
越低。并购法拉帝，潍柴也一并掌控了世界
顶级的游艇品牌和最先进的技术。

对于当年的三宗并购案，谭旭光曾做
过这样的总结：通过并购法国博杜安公司，
潍柴积累了经营国际企业的宝贵经验;通
过重组意大利法拉帝集团，潍柴实现了结
构调整的重大突破;通过并购凯傲林德液
压，潍柴掌控了全球液压控制系统的核心
技术资源。

随着潍柴集团与法拉利的合作，潍柴
集团4月推出的新标志“we-ichai”，出现在
了法拉利赛车以及车手装备上，在谭旭光
看来，新标志采用了汉语拼音的缩写，表达
出潍柴国际化的自信与诚意。如今看来，无
论是豪华游艇的高调下水，还是联姻炙手
可热的法拉利F1车队，都隐约透露出谭旭
光融入国际市场、展开品牌推广的战略意
图。

在徐宏看来，潍柴之所以能将营收从
1999年的8亿元一跃拉升至2013年的1004
亿元，并成为横跨全球的工业企业，转型升
级是关键。技术研发与资本运作则是转型
升级的两翼，科技创新是企业的定海神针，
而资本运作将为科研转化打通市场的各个
环节，国际化研发中心和生产基地则将为
潍柴提供全新的发展机遇。

在潍柴集团产品展厅，一辆充满质
感、线条流畅的乳白色豪华游艇成了闪光
灯的聚焦点。

本报记者 孟敏

比谁便宜没有价值，比科技创新才有价值。“哪里有内燃动力，哪里就有渤海活塞”。一个小小
的活塞，凝结了中国制造转型升级的勇气和担当。

本报记者 孟敏

引领者 之市场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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