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年度度大大型型融融媒媒报报道道
2023年5月15日 星期一 A05看点

编辑：武俊 组版：刘淼

对话山东农机行业龙头企业“金大丰”掌门人徐详谦：

和大企业比价格，和小企业比质量售后
记者 时培磊 王开智 康岩
李家澍 岳致呈 孔茜

农机市场是朝阳产业
但竞争非常激烈

齐鲁晚报：农机市场面临一个
什么样的竞争格局，金大丰目前市
场发展情况如何？

徐详谦：金大丰从2012年开始
组建，可以说是从无到有，从小到
大，目前企业占地面积200亩，员工
1000多人，固定资产是1 . 5亿元。
2021年和2022年连续两年收入过
10亿元。

农机市场是一个朝阳产业，但
现在市场竞争非常激烈，已由增量
市场变成存量市场。最大的一个特
征是，市场给每个企业的机会只有
一次，不允许企业犯错误。怎么能
不犯错，少犯错，就要苦练内功。

早期大家进入市场的时候，侧
重于销售，怎么搞宣传、搞策划，现
在转向了匠心经营、匠心制造、匠
心管理，怎么能把产品做好、做优，
做到具备适应性、可靠性、性价比
和及时性。在这个基础上，销售是
锦上添花。企业为了生存，也都拼
命在研发上投入。投放市场之前，
要做大量的样机，小试、终试之后，
有把握了才能拓宽市场，前期投入
很大，确保一次成功，不把客户当
成试验品。

齐鲁晚报：金大丰用了11年的

时间发展成为山东农机行业的龙
头，企业做了什么？

徐详谦：首先是匠心经营，我
们的目标可预期，风险可把控，对
于未来，我们从来没有过高的估
计，把目标定得过高。

第二个是在发展规模的同时，
注重全面发展。比如说重视研发，
重视工艺提升，不但在研发上做了
大的投入，在技术改造上也做了很
大投入，像激光切管机、激光切板
机、数控转塔冲床、数控折弯机，这
些设备在同规模企业当中是先进
的。

第三个就是员工队伍的提升。
农机产品和其他产品不一样，老百
姓买的农机在地里出了问题，服务
人员一般是4小时、8小时必须到
位、必须解决。队伍建设投入也很
大，靠客户满意度、靠复购率、靠回
头客来逐步扩大企业规模。

齐鲁晚报：在具体的市场竞争
中，金大丰怎么定位自己的产品，
竞争策略是怎样的？

徐详谦：在目前竞争这么残酷

的情况下，我们提出的口号是精准
对接每个客户的差异化需求，不嫌
客户大小，不嫌利薄。现在我国农
业机械化程度已经超过73%，在新
的市场竞争中，不会有大量的新式
机器，大家都在做差异化。产品一
是向大型化、高效化、智能化方向
发展，二是向小型化、轻量化、差异
化方向发展。

我们属于中型企业，上有雷
沃、东方红，下边小企业也不少。我
们现在和大企业比价格，比反应速
度，一定比大企业的价格低，但是
毛利从哪里产生？一个是扁平化的
管理，管理费用低，第二个是我们
自制率比较高，产品除了发动机、
轮胎这些标件，其余都是自制的。

和小企业比质量、比售后服
务。我们一定比小企业的质量好，
因为我们的上游供应商是按高标
准筛选的。另外我们有质量保证体
系，设备条件、工艺水平肯定比小
企业要好。因为市场份额在那里，
所以我的售后服务网络布局比较
全，售后人员高峰期能到位400人。

核心技术并不是说多高端
而是多适应

齐鲁晚报：金大丰在核心技术
突破上做得怎么样？技术发展的方
向是什么？

徐详谦：对于我们来说，核心
技术并不是说多高端，而是多适
应，是如何把技术转化成生产力，
转化成社会效益和企业效益，这是
我们看重的。

我们企业对技术的迭代不是
说颠覆性的，而是逐年在推进。比
如玉米收割，现在随着大家条件
好转，农户为了经济价值，会收割
鲜食玉米。鲜食玉米和普通玉米
对收割机性能的要求不同。这需
要实践，需要到地里，多次、多区
域的，一直坚持才能把这个事做
成功。

齐鲁晚报：企业发展有没有遇
到过瓶颈？怎么去解决？

徐详谦：我们现在对于竞争是
知己知彼，大的一些难题，也是顺

势而为，不急于去做很有挑战性的
事。比如大马力拖拉机这个领域，
三进三出，当我们没有成熟的团
队，当投不起这个研发或者垫不起
钱的时候，不会盲目去投。以前都
普遍认为是资金流的问题，实际上
资金流是最小的问题。企业发展能
否是常青树，关键是战略。

齐鲁晚报：您是一个要做到心
中有数，再去做一件事情的人，认
为企业发展一步一步稳着来。那
么，对于企业未来一段时期的布
局，您的思考是什么？

徐详谦：企业有这困难，那困
难，不发展才是最大的困难。人说
船小好调头，但是船小不抗风险，
我现在想着把企业规模通过三年
的努力再翻一番，做到20个亿。增
加的这10个亿怎么翻？

一是做市场的广度，要立足中
原做全国，立足国内做全球，可以
海阔天空地想，但必须脚踏实地地
做。第二是做产品线的宽度，因为
全国各地的农业情况差别很大，比
如地形差别，玉米收割机有行距
350毫米的、450毫米的、700毫米的
等等，各不一样。你想销往海南，就
得有水稻机，要用产品线的宽度来
支撑市场的广度。第三是用产业链
的深度来支撑成本优势。除了标件
之外，所有部件全部自制，我有成
本优势，研发周期短，几个事业部
一凑，就能研发。这是一个中型企
业能在这种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的抓手和核心竞争力。

随着农机产品由“国三”升至“国四”，市场竞争新格局正在形成，将迎来新一轮的
聚合，竞争力较弱的企业，面临较大的生存压力，同时，这也意味着新的机遇。在不进
则退的新风口上，作为农机市场的头部企业，该如何面对新形势的竞争，又该如何抢
抓机遇，齐鲁晚报·齐鲁壹点“高质量发展强县行”来到济宁兖州，对话山东金大丰机
械有限公司董事长徐详谦。

从1976年参加工作至今，47年来，徐详谦就干了一件事：造农机。65岁的他仍然精
力充沛，起早贪黑，奔走在家里、厂区和市场之间，对农机产业的发展有深入思考。不
久前，山东公示2022年度省民营企业家“挂帅出征”百强榜，其中就有他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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