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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RRHH338800AA，，中中国国高高铁铁好好故故事事
产在南车四方公司，随着李克强总理出访，传遍亚非欧

本报记者 马绍栋 姜宁

总理营销

“中国高铁能否在高寒地区运行？”
14日，在莫斯科的国际创新发展论坛

上，梅德韦杰夫这样问李克强。
李克强身后的中国高铁展台上，南车

四方研发的CRH380A高铁动车，正是这
位“超级推销员”力推的主角。

英国、罗马尼亚、泰国、埃塞俄比亚、
德国、莫斯科……南车四方董事长江靖的
步伐，紧随着李克强的“高铁外交”节奏。

在李克强的“高铁外交”中，中国的高
铁技术无疑是重塑中国制造全球竞争力
的制高点。

正在展台上的中国南车副总裁王军
提醒俄国总理，2011年他参加博鳌论坛
时，坐的就是这款车。

“这次我们在俄罗斯和李克强总理汇
合，公司所有的高层领导和骨干技术人员
随行。”南车四方一位负责人告诉本报记
者，最近一阶段公司高层行程密集，大多
是随李克强总理出国推介高铁产品。

中国南车集团董事长郑昌泓感到自
豪的是，每次总理展开“高铁外交”，向各
国元首必送的动车模型，就是由其核心企
业南车四方生产的。

“李克强总理亲自推介，这是中国高
铁出口的最大优势。”科技部高新司交通
处处长武平对本报记者说，从今年开始，
除了东南亚一些国家，中国也在和非洲、
欧洲国家洽谈高铁出口。以南车四方为
例，今年7月21日，南车四方自主研发的城
际动车组抵达阿根廷，首批54辆城际动车
组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投入运
营。9月12日，南车又获得了印度新孟买3
亿元地铁订单。

时间拨回到十多年之前，郑昌泓出国
考察时，曾震撼于日本的新干线和欧洲之
星。“如果我们能研究出自己的高铁，那该
多好！”那时，在郑昌泓眼里，中国高铁技
术与国外差距在30年以上。

但是现在，中国高铁已经可以将研发
中心插到高铁技术的“老家”了。就在10月10
日，南车与德国德累斯顿工业大学和斯图
加特大学签署成立中德轨道交通技术联合
研发中心的合作协议。在这份协议上签字
的南车四方总经理马云双对本报记者说，
这次公司与德国两家著名大学建立研发中
心，将以轨道交通车辆的新技术、新结构、
新材料为切入点开展合作与研究，意在欧
洲建立起聚合新技术的桥头堡。

而李克强此次访德，更是直接提出，希
望德方允许中国企业竞标德国的高铁项目。

“中国的制造业正在进行一次广泛的
觉醒，把资源和精力投入到技术积淀和创
新创造中去。再过十年，中国将是世界高新
技术制造业的核心，最起码会取代日韩。”
西门子中国副总裁王海滨对本报记者说。

要打动苛刻的德国人，没有“金刚钻”
哪行。

后发者的优势

“一辆拥有4万多个零部件的高速列
车，以时速300公里行驶，如果一个零部件
出现质量问题后果会怎样？谁敢拉着上千

乘客‘玩命’？”
三十多岁的李彦林一直拿这句话提

醒自己。李彦林是南车四方质量管理部的
质量工程师，像他这样的质量工程师，在
南车四方有500多位。

李彦林很明白，围绕高铁的质量安
全，日、法、德等国的大制造商正展开一场
场较量。某种程度上，这种质量交锋甚至直
接关乎企业生死。随着高铁出口成为中国
新名片，这种较量甚至上升到政治层面，不
仅关乎到企业的订单，更是对一个国家的
装备制造能力和国家形象的集中考验。

一般来讲，国际客户考核产品质量有
一系列指标，其中故障解决时间如果在3
分钟以内就可以接受，20分钟解决只能被
Pass掉。

高铁4万多个零部件中有些是关键部
件，一旦其中一个部件出现质量问题，都
会导致重大事故。像1998年6月德国高铁
脱轨造成101人死亡事件，就是由一只断
了钢圈的火车车轮引发的。再比如主线路
出故障，救援超过两小时就影响列车评价
了。“像上海一次事故，列车正好停在隧道
里，5个小时没救援，结果车上有旅客犯
病，影响非常恶劣。”南车四方总经理助
理、企业文化部部长邬群亮说。

正是因为对质量的严苛要求，包括德国
西门子、日本川崎重工、法国阿尔斯通、加拿
大庞巴迪以及国内的南车、北车，都在为客
户挑剔的这“黑色3分钟”做最周详准备。

与欧洲、日本的高铁比，中国高铁面
临许多挑战。

“举个简单例子，在欧洲高铁一次开几
百公里不得了了。而我们国内，比如从上海
开到哈尔滨，一天温度变化多少，底下震动
多少次；春运一来，人数超载了，这些复杂
情况叠加，你很难按业内通行的每天不得
超过多少公里的规定行事。”李彦林说，武
广线一天运行4000公里，这在日本、欧洲是
不可能的，都是超越行业惯例的难题。

以京广高铁为例，北京和广州温差达
３０摄氏度至４０摄氏度，相对湿度差达６０％
至９０％。冬天高铁列车在北京“制热”、到
广州“制冷”，短时间内从北方跑到南方，
车辆金属部件上极易产生“冷凝水”，造成
电气绝缘性能降低，出现短路故障。

针 对 这 一 问 题 ，研 发 人 员 在
ＣＲＨ３８０Ａ型动车组配电柜内增加了特殊
的隔热保温材料，并采取了特殊的通风结
构设计，解决了这一难题。

正因为如此，作为高铁技术后发者的
中国拥有了在复杂地理条件下大规模应
用所积累的经验和数据，这个宝贵的动态
数据库成为国外同行艳羡的对象。安全性
轨道交通控制与安全国家重点实验室教
授贾利民告诉本报记者，ＣＲＨ３８０Ａ除了运

营速度和运营试验速度世界最快之外，还
具有很强的环境适应性，这成为中国动车
在和其他动车制造商竞争时的一大优势。

学生如何超过老师

“现在，南车已经能够做到‘学生超过
老师’。”南车四方副总工程师邓小军对本
报记者说，中国高铁是从日本新干线引进
的技术，但是这种舶来的技术最终被中国
人掌握，南车自主研发的CRH380A高铁
列车，从核心技术、运营里程等各个方面
已全面超越了日本。2011年12月，四方南
车的实验列车甚至跑出了605公里的时
速。这意味着，抢占了技术制高点的中国
高铁已经拥有了带动行业发展的能力，以
技术带动市场，中国开展“高铁外交”有了
十足底气。

2004年南车开始引进高铁技术时，日
本只同意转让时速200公里的技术，而中
国高铁已经规划了时速200-250公里、300
-350公里两种速度等级的线路。最终，川
崎重工向南车转让了新干线列车“疾风
号”相关技术，从中获利93亿人民币。

时速300公里的高铁技术日本根本无
意转让，这些都是维持高利润的“看家本
事”，不可能卖给中国，拿“市场换技术”也
换不来。南车四方只能自主开发，必须“下
决心、靠自己”。这其中风险虽大，但只有
在这样的实战中才能锻炼队伍，培养创新
能力，这个风险值得去冒。当时南车四方
上下压力非常大，“因为高铁是一种大量
基于技术试验的产品，很多工况通过仿真
难以实现。”马云双说。

2008年初，京津线具备线路调试的条
件之后，南车四方开始了紧张的试验。当时
马云双的工作状态是，每天凌晨一点半，到
动车所把所有车辆准备完成，四点钟开始
在线路上做实验，通过十几个小时实验，按
照每天计划，把所有实验方案和实验数据
都确认完成。车回到库里后，工人例行的安
全检查外，每一个专业的负责人都要亲自
进行安全确认，之后才顾得上吃饭，每天用
来睡觉的时间仅有四个小时。

这样高负荷的状态，马云双持续了将
近六年时间。

南车四方高级主任设计师陶桂东经
历了CRH380A的研制。他说，CRH380A
这一车型，是中国人全面创新的产品，走
的每一步都非常艰难。现在，大家坐在时
速300公里以上的CRH380A内，基本上
听不到一点噪音。但就在噪音控制这件
事上，技术团队前后探索了3年时间，光
是材料试验这一项，就做了上千次。“为
了获得一组准确的数据，常常通宵达旦，
出现一点误差，整个实验就要从头再来。”

阿根廷高铁项目。 （由南车四方提供）

2011年7月23日晚，发
生在温州的一场突如其来
的动车追尾事故，让处在
高速奔跑中的中国高铁狠
狠跌了一跤。

全世界都盯着发生在
中国的这起事故，表情各
异。日本一位铁道专家说，
这起事故后，如果中国不
全面公布事故原因，认真
采取对策的话，外国肯定
不会进口中国高铁。谁会
在不知不解的情况下购买
中国的高铁呢？

3年后，中国高铁却以
日本新干线和德国西门子
等高铁制造商强有力竞争
者的面目出现，抢食全球

“高铁盛宴”。这些事关未来
产业竞争的制高点，西方国
家本无意与中国分享。而现
在，他们不得不表情复杂地
面对这个和他们站在同一
擂台上的竞争者。

中国高铁如何重拾信
任，完成从后发者到竞争
者的角色转变？在这里，我
们聚焦中国南车四方股份
公司（以下简称“南车四
方”）在研发新一代高铁动
车CRH380A中的故事，看
中国高铁如何在沉寂中积
蓄势能，成为中国高端制
造业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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