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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李坤晟

　　提起山东潍坊的国际风筝节和寿光蔬菜，
可谓是大名鼎鼎，但若论及这座城市的工业实
力，其实外界很多人并不清楚。
　　凭借 83 家山东省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
业、64 家山东省级“隐形冠军”企业，潍坊市在
全省两大榜单上，竟力压青岛、济南、烟台等一
众名气更大的兄弟城市，排名第一。
　　更引人注目的是，潍坊还坐拥 17 家由工
信部认定的制造业单项冠军，其中不乏全国最
大的重卡动力总成企业潍柴动力、“元宇宙”概
念当红炸子鸡歌尔股份等知名企业。
　　真没想到，世界风筝之都竟还是一座“冠
军”企业云集的制造业重镇。日前，新华每日电
讯记者走进潍坊，一探究竟。

一半“冠军”在动力装备行业

　　产业集群通常把世界上最

有竞争力的技术聚集在一起，从

而激发出最佳效能。

　　   ———《隐形冠军》

　　夜幕降临，山东赛马力发电设备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赛马力）的办公楼灯火通明。
　　“你看见楼下那些箱子了吗？全是菲律宾电
信公司的订单，产品下线一个多月了，一直在等
集装箱。”公司执行董事陈光亮快人快语。他刚
从配套厂商处洽谈业务回来，身上还带着室外
的丝丝寒意。
　　主营燃油发电机组的赛马力，是山东省级
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产品主要销往东南亚、俄
罗斯等 60 多个国家和地区。
　　虽然外贸订单仍受海运不畅等因素影响，
但赛马力的国内订单却迎来了一个小高峰。
　　“最近电力供应比较紧张，发电机组很抢
手，一些医院、学校也成为我们的客户。”由于担
心配套厂商跟不上进度，陈光亮近来一直忙于
协调供应链企业。
　　“发电机组最核心部件是发动机，与潍
柴、玉柴、康明斯等大企业合作非常重要。”陈
光亮不无自豪地说，“潍坊是一座动力城，我
们本地企业有一定优势。这里不仅有潍柴这
样大型的行业龙头企业，还有大批的机电行
业人才。”
　　山东天瑞重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瑞重
工）的主打产品凿岩机，2018 年入选工信部第
三批制造业单项冠军产品。
　　在天瑞重工新厂区的董事长办公室，公司
创始人李永胜说道：“这些年，我在省里的大学
讲课，常劝说这些大学生们，别老想着去南方找
工作，我们山东也是创业的风水宝地。”
　　早在 2008 年，李永胜从甘肃天水回乡创
业。长年在国企工作的他，手头并没有太多启动
资金。
　　“一方面，政府给了我们团队很多支持；另
一方面，潍坊本地的潍柴、福田等大企业周围，
都有完整的配套供应链，很多生产环节都能外
协出去。好在创业初期，我不需要太多设备投
资，这一点很要紧。”两年前，这位专家型企业家
荣膺俄罗斯工程院外籍院士。
　　在潍坊市工信局副局长孙晓东看来，潍坊

“冠军”企业多，与本地制造业的深厚底蕴有关。
早在 20 世纪初，随着修筑胶济铁路和开辟本
地商埠，潍坊地区民族工业开始起步。新中国成
立后，当地工业经济得到长足发展，成为有名的

“动力城、电子城、纺织城”。
　　在工信部及山东省工信部门相继出台的单
项冠军企业、“隐形冠军”企业相关培育方案中，
不同级别“冠军”企业，都有单项产品市场占有

率的“硬指标”。
　　“‘冠军’企业多，实质是‘冠军’产品多，这
得依托于本地工业门类齐全。”孙晓东说。
　　公开资料显示，全国 41 个工业行业大类
中，潍坊拥有 37 个，包含了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中所有的 31 个制造业行业。其中，共有工业产
品 108 类，5000 多个品种，仅动力装备产业拥
有规上企业近 800 家，产品涵盖汽车、农业装
备、工程装备三大领域。
　　“产品品类单一的城市，很难像潍坊孕育出
这么多‘冠军’企业。”孙晓东说。
　　记者调研发现，潍坊“冠军”企业多，还有赖
于其有足够长的“长板”——— 被当地视为“看家
本领”的动力装备产业，堪称“冠军”企业的孵化
器。截至 2020 年，动力装备业产值约 3000 亿
元，占全市工业产值的 30% ，约占山东省动力
装备业产值 2/3，全国 1/3。
　　据潍坊市改革发展研究中心刘永杰介绍，
包括潍柴动力、豪迈科技、潍柴雷沃重工、天瑞
重工、盛瑞传动、大业股份等6家工信部制造业
单项冠军企业在内，当地动力装备业拥有80多
家不同级别的“冠军”企业，占全市“冠军”企业
总数近一半。
　　以潍柴动力为代表的龙头企业周边，聚集
了大量的中小企业，它们既借助产业集群壮大
自己，又夯实了本地产业根基。
　　作为山东省级单项冠军企业，高密同创气
门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创气门芯）是全球最
大的轮胎气门芯企业。
　　 2008 年，同创气门芯主动联系豪迈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豪迈集团），希望引进
对方参股。
　　“引入豪迈投资和管理机制后，我们公司不
但股权结构更稳定，整个团队也更有凝聚力
了。”同创气门芯创始人李健说。
　　豪迈集团关联企业山东豪迈机械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是全球最大的轮胎模具制造商，也是
第一批工信部制造业单项冠军示范企业。
　　“现在我们和同创气门芯会共同开发一些
新产品，一起服务大客户。”豪迈集团办公室王
连升说。
　　数据显示，潍坊动力装备产业集群本地配
套率超过 45%。
　　一位当地动力装备行业人士透露，新产品
取得技术突破后，往往在本地就能找到市场，这
也是潍坊企业敢于下大力气搞研发的重要
原因。

企业家都是“技术控”

　　唯有专注才能成为世界一

流。聚焦是获取优异表现的先决

条件。有一些隐形冠军只聚焦于

价值创造链中的某个特定环节。

　   　———《隐形冠军》

　　“过去国产凿岩机受限于材料和工艺，打一
打就坏掉。现在我们凿岩机的寿命是国外产品
的两倍多。”在天瑞重工老厂区的荣誉墙前，李
永胜轻抚着一台天蓝色外壳的凿岩机说。
　　1983年，李永胜大学毕业被分配到甘肃天
水风动厂，从事凿岩机械行业的技术工作，从技
术员、班组长到总工程师，一干就是 25 年。

2008年，李永胜率领团队回家乡潍坊，创办
了天瑞重工。
　　当时，正赶上全球金融危机，我国推出

“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加大基建投资规模，
天瑞重工生产的凿岩机，很快占据 30% 的国
内市场份额。
　　在这些用于展示的凿岩机旁，整整齐
齐陈列着数十个破损残缺的零部件。李永
胜感慨地说，它们记录着天瑞重工的创业
之路。
　　在规模空前的基建大潮中，隧道越打
越长，工期越来越紧，施工标准越来越高，
工 程 设 备 必 须 同 步 改 进 才 能 满 足 市 场
需求。
　　“凿岩机一分钟产生 2000 多次冲击”，李
永胜拿起展台上的一个圆筒状的破损零件，
对记者说道，“像活塞这种核心件特别容易
坏，打坏了就拿回来分析改进。凿岩机有 108
个零部件，我们至少已改进了六七十个。”
　　考虑到凿岩机技术门槛不高，发展空间
有限，2015 年，李永胜力排众议，为天瑞重
工开辟了磁悬浮技术应用的新赛道。
　　由于无接触摩擦、高转速的特点，磁悬浮
鼓风机比传统鼓风机节能 30-40% ，噪音由
120 分贝降到 80 分贝以下。目前，产品广泛
应用于污水处理、水泥、造纸等多个领域。短
短几年间，天瑞重工新业务的营收已与凿岩
机并驾齐驱。
　　在天瑞重工老厂区的一角，记者还看到
破碎锤、喷涂机、海水淡化机等多种设备。
　　“这些年我一直在探索转型，选择发展磁
悬浮技术应用，顺应了节能减排的大势，让我
有底气了。”李永胜说。
　　记者走访了 10 家潍坊“冠军”企业，企
业家们总是“三句话不离技术”：从用磁力清
除太湖蓝藻的方法到运动康复设备的力反馈
算法，从醇型胶助剂的化学成分到消雾节水
冷却塔的具体结构……
　　刚刚入选第六批工信部制造业单项冠军

（产品）的山东华特磁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华特磁电），1993 年在两间茅草房
中成立，从最简单的除铁器做起，30 年来坚
持在磁力应用上做文章，打破国外企业对低
温超导磁力应用设备的垄断。公司董事长王
兆连称，自己从没想过别的生意。
  目前，潍坊市山东省级制造业单项冠军
企业平均经营年限为 20.89 年，是我国中小
企业平均寿命的 8 倍，从事专业时间平均为
19 年。
　　曾是国企技术员的李健讲起创业经历
时说：“我以前就爱埋头搞设计、搞创新。”如
今的同创气门芯，又研发出氮气弹簧气门
芯、特种气门芯、弹簧气孔套等附加值更高
的产品。
  据统计，潍坊市省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
业研发经费支出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为
4.96%，是全国规上工业企业平均水平 5 倍。
　　与邻居青岛不同，潍坊鲜有像海尔、海信
这样家喻户晓的大牌消费品，本地工业产品
多处于供应链的中间环节。拥有核心技术，成
为产业链条不可或缺的一环，是潍坊很多企
业安身立命之本，这也造就了潍坊制造的低
调气质。
　　“我们的企业平时不显山露水，一到关键
时刻，重要性和韧性就凸显出来了。前两年，
潍坊规上工业主营业务收入还在省内三五名

徘徊。”孙晓东回忆说，2020 年春天，新冠肺
炎疫情仍在蔓延，不少外地企业赶到潍坊市
工信局，呼吁产业链上游的潍坊工厂尽快
复工。
　　数据显示，2021 年潍坊市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 3627 家，规上工业企业总产值和主
营业务收入“双过万亿元”，均居山东省第
二位，仅次于副省级城市青岛。
　　不过，亦有分析人士指出，潍坊制造业能
否持续上升势头，仍有待观察。

“借脑生智”补短板

　　唯有创新和不断精进才

能立足于巅峰。隐形冠军是

卓 越 的 创新者。

　 　———《隐形冠军》

　　无论技术创新还是企业竞争，都离不开
人才支撑。潍坊制造业底蕴深厚，产业技术
工人充足，但高校院所、高端创新平台数量
少，本土高精尖人才相对短缺，需要从外部
引进。
　　让潍坊人津津乐道的是，1998 年，37 岁
的谭旭光就任潍柴厂长后，一个月内三下江
南，终于请来如今潍柴动力的副总裁、总设计
师张纪元。
　　张纪元等研发人员的刻苦攻关，研制出
我国第一台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高速大
功率蓝擎发动机，终结了重型商用车长期依
赖国外发动机的历史。
　　 2001 年，原潍坊市无线电八厂技术员
姜滨和几名同事，一起创办山东歌尔声学股
份有限公司（后更名为歌尔股份有限公司）。
3 年后，从中科院电子学研究所毕业的宋青
林博士加盟歌尔声学，成功开发的 MEMS
麦克风芯片，填补了国内空白。
　　然而，在各种要素资源向特大城市、中心
城市聚集的当下，潍坊吸引高层次人才并无
太多优势。正如潍坊市工信局原一级调研员
李玉军所说：“论城市吸引力，潍坊比不上青
岛、济南，甚至烟台。”
　　对潍坊大批省级单项冠军企业和省级

“隐形冠军”企业而言，自身尚不具备潍柴动
力、歌尔股份等大企业的行业地位，有的还地
处相对偏远的周边县市，招揽高端人才并不
容易。
　　为弥补自身短板，一些“冠军”企业从实际
出发，利用生产制造优势，主动与大院大所进
行产学研合作，走出了一条“借脑生智”的
路子。
　　位于临朐县的华特磁电，2002 年“攀上”
中科院时还是一家小企业，全年销售额不过
三四百万元。董事长王兆连回忆说，当年能敲
开中国科学院的大门，得益于山东省科学技
术厅在北京组织的一场产学研对接大会。
　　“最早同我们接触的是中科院电工所的
老师，之前他们很少承接民营企业的项目。
后来专家们相互推荐，资源才慢慢多起来。”
　　近 20 年来，华特磁电先后与中科院电
工所、高能物理所、合肥物质科学院、理化技
术研究所等多家科研单位建立合作关系。同
高能物理所产学研合作的低温超导除铁器，
便是其引以为傲的成果。

　　“我们对人才‘不求所有，但求所用’。”
王兆连坦言，当初有 8 家潍坊企业与中科
院对接，只有华特磁电取得了成功。“产学
研合作能有一半的成功率就非常不错。”
他说。
　　距华特磁电不远的山东宝龙达实业集团
有限公司，是一家生产有机硅密封胶的山东
省级单项冠军企业。
  2014 年，为了突破企业研发和吸纳人才
等瓶颈，董事长曾庆铭不仅与科研院所进行
产学研合作，还有了去大学设立奖学金的
念头。
　　彼时，公司规模不大，名头不响，曾庆铭
还担心对方会不会拒绝？一晃七年过去了，宝
龙达先后在山东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中科
院化学所、陕西科技大学、杭州师范大学等高
校设立“千名有机硅科创人才奖励基金”，为
200 多名有机硅专业硕博研究生发放奖
学金。
　　“我们主动‘走出去’，通过家乡情结和感
情纽带，希望青年学子回到家乡，与企业共同
发展。”曾庆铭说，目前公司企业研究院负责
人就是其第一届奖学金获得者。
　　 2021 年，潍坊市推出校地人才合作

“双百行动”，即选派 100 名熟悉科技、人才
工作的干部，赴国内重点高校和科研院所的
科技成果转化部门，挂职科技人才专员，为
潍坊招贤引才；同时从国内重点高校院所选
聘 100 名专家，担任市内企业科技人才
顾问。
　　“我一直关注着潍坊的变化，想尽可能多
地为家乡做点实事。”南京农业大学副教授葛
艳艳受聘大业股份有限公司科技人才顾问以
来，带领团队投入到特超高强度胎圈钢丝技
术研制中，已申请发明专利 4 项，有 3 项已
授权。
　　目前，“双百行动”选聘的专家人才中，潍
坊籍超过 50%。

分梯次培育冠军企业

　　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

意识到，要想实现经济的持

续、稳步发展，不能只依靠大

公司，培育扶持中小型企业对

它们来说是一条必不可少甚

至 更 好 的 发 展 道 路 。

　　 ———《隐形冠军》

　　 2016 年 10 月 15 日，赫尔曼·西蒙在潍
坊为当地企业家做了一场讲座。彼时，工信部
和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刚刚出台《制造业单
项冠军企业培育提升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山
东省的单项冠军企业和“隐形冠军”企业培育
方案尚未出炉。
　　这场由潍坊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2019 年更名工业和信息化局）组织的讲
座，缘于山东默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默
锐科技）董事长杨树仁的牵线搭桥。
　　 2011 年，杨树仁在维也纳举办的“中
东欧隐形冠军论坛”上结识了西蒙，对“隐形
冠军”理念非常信服，还学以致用指导自己
的 企 业 发 展 ，甚 至 直 接 砍 掉 了 曾 占 公 司
60% 收入但无法成为“隐形冠军”产品的相
关业务。
　　 2013 年，主抓中小企业发展的时任潍
坊市经信委副主任李玉军认为，潍坊企业大
多处于产业链条中间环节，企业规模深受下
游产业影响，与其求大，不如先求精求强，“隐
形冠军”的理念符合本地制造业实际情况，便
有了通过杨树仁运作西蒙来潍坊讲座的
念头。
　　受“隐形冠军”理念的启发，潍坊中小企
业公共服务平台推出了“创业辅导、培育成
长、创新提升、隐形冠军”的培育路径。
　　 2019 年，山东蓝想环境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蓝想环境）的消白（雾）绿色
环保智能装备项目，入选山东省重点建设
项目。
  当地政府不仅配套了 150 亩土地指标，
还组成专项小组，加快各类手续办理进度，并
协调银行机构申请项目贷款。目前，蓝想环境
是国内最大的大型消雾节水冷却塔企业。
　　“获评省级制造业单项冠军后，市财政奖
金 80 万元及时到位，鼓励企业深耕主业持
续创新。”蓝想环境董事长徐清华说。
　　“在入选山东省制造业单项冠军后，政府
又指导我们成功申报了第三批国家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业和国家第二批重点支持的专精
特新‘小巨人’企业，进一步提高了企业的影
响力和软实力。”宏源防水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总裁助理杨丰杰说。
　　目前，潍坊市工信部门每年选择 30 家
左右企业纳入培育的目标群体，实施跟踪
指导，提高申报精准度，基本形成了从专精
特新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隐形
冠 军”企 业 到 单 项 冠 军 企 业 梯 次 培 育 的
格局。

世界风筝之都也是“冠军企业之都”
山东潍坊产业龙头聚集、“隐形冠军”扎堆现象调查

　　 1986 年，哈佛商学院教授西

奥多·利维特巧遇时任欧洲市场营

销研究院院长的赫尔曼·西蒙。他问

道：“为什么德国的经济总量不过美

国的 1/4 ，但出口额雄踞世界第

一？”

　　西蒙经过一系列调研认为：真

正支撑德国经济和国际贸易的，不

是少数声名显赫的大企业，而是大

量在各自细分市场默默耕耘、成为

全球行业领袖的中小企业。他给它

们起了一个名字，叫“隐形冠军”

　　十年后，西蒙出版了著作《隐形

冠军》，“隐形冠军”的概念在全球流

传开来

▲在位于山东潍坊的潍柴集团总装车间，工人在流水线上装配发动机(2021 年 4 月 22 日摄)。新华社记者郭绪雷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