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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株洲，和洛阳有太多的相似。
同为工业城市，共和国在“一五”时期重点布局；
同有一条大河穿城而过，洛阳是洛河，株洲是湘江……
近日，本报记者到株洲采访，在中国南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简称中国南车株机公司），讲解员介绍，

2014年7月4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考察中国南车株机公司时高兴地说：“中国装备走出去，你们的机车车辆
是代表作，我每次出访都要推销你们的产品。”

在中国林林总总的产业中，为何轨道交通装备产业能有这样的地位？为何中国南车株机公司能被共和国
总理寄予这样的厚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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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昨日从2014洛阳诚信建设经验交流会
执委会获悉，筹备已久的2014洛阳诚信建设经验交流
会将于本月下旬举行。

该活动执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按照市委、市政
府关于建设诚信洛阳的指示精神，为进一步推动诚
信洛阳建设全面展开，在本次交流会上，我市一批诚
信建设优秀企业、企业家将围绕诚信建设进行深入
交流，他们的诚信建设经验、体会将在《洛阳日报》

《洛阳晚报》和洛阳网等主流媒体上展示，从而营造
更加浓厚的诚信氛围，吸引更广泛的社会力量参与
到诚信洛阳建设中。

“诚信为本合作共赢。做企业就要‘信得过、担得
起’，诚信不仅是企业要坚守的承诺，更是企业发展
壮大的基石。”谈到诚信建设，河南鑫融基金控控股
有限公司董事长年永安说，“从 2007 年由政府主导，
市工商联、洛阳市城乡信用协会、鑫融基投资担保有
限公司等联合发起设立全国首个诚信日至今，诚信已
深得民心，呼吁有责任敢担当的企业组织起来成立诚
信企业联盟，在政府监管、媒体监督和公众评判下彰显
诚信的能量。”

欢迎更多信誉良好、热心公益的企业、企业家报名
参与此次活动，交流、分享诚信建设经验、体会，咨询电
话13837999844。 （本报记者）

2014洛阳诚信建设
经验交流会本月举行

本报讯 2007 年 11 月 22 日，央视《新闻联播》播
出了这样一则新闻：由河南省洛阳市政府、国家开发
银行河南省分行主办的“洛阳市 11·22 诚信日”活动
启动仪式在洛阳举行。在启动仪式上，洛阳市政府
正式与国家开发银行河南省分行签订《洛阳市中小企
业和下岗失业人员担保贷款业务合作协议》。根据协
议，国家开发银行河南省分行将发放第一笔中小企业和
个人贷款。

此后，“11·22诚信日”演变成我市每年的重要活
动，并影响全国。

为促进全市信用体系和投融资体制建设，解决中
小企业、“三农”融资难等问题，洛阳市政府、国家开发
银行和鑫融基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共同发起成立了洛阳
市城乡信用协会，由该协会将我市小微企业组织起来，
集中向国家开发银行申请授信。此模式被称为融资的

“洛阳模式”。
参与发起设立洛阳市“11·22诚信日”，催生融资

“洛阳模式”——此时的鑫融基刚成立不久。
2006年，市政府为解决企业融资难题，决定出资

1000万元引导资金组建市场化运作的相应机构。同
年9月，鑫融基投资担保有限公司成立。 （欣轩）

我市“11·22诚信日”
引全国关注

中国装备“走出去”的代表作
——探寻中国南车株机公司转型发展之路

“创新领跑未来”。回顾企业抢占世
界轨道交通装备技术高地的奋发之路，中
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南车株机公司专家委
员会主任刘友梅对创新深有感触：要大踏
步地走出去，必须以强大的技术创新能力
作为支撑。

而谈到企业由“制造”向“智造”的转
型，中国南车株机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周
清和为我们清晰地勾勒了转型之路。

“技术可以引进，而创新力却需要自身
着力去培育！”周清和回忆道，还是在2004
年，中国南车株机公司虽然获得了世界高
端A型地铁车辆制造技术，然而，出击市场
的主动权一度掌握在提供技术援助的外方
手上，为寻求突破之路，株机公司在城轨车
辆研制领域毅然选择了自主创新。

2006 年 9 月，上海地铁一号线 102
号进口直流地铁列车出现故障，因为技术
难度大、成本高，国外无厂商愿意接单修
复，株机公司获悉后，把握了这一实践自

主城轨车辆技术创新的契机，毅然给进口
地铁列车动了“手术”，并取得成功。

不久，深圳地铁伸出橄榄枝，将其一
号线续建工程近10亿元的地铁列车大单
交给中国南车株机公司，该公司由此成为
中国首家掌握世界高端A型地铁车辆自
主投标、自主设计、自主制造、自主采购、
自主管理的企业。

与此同时，在电力机车领域，株机公
司也进行着类似的创新力培育。“引进、消
化吸收再创新、完全自主创新。”短短几
年，株机公司用三部曲完成了大功率交流
传动电力机车技术的完美转身。

周清和告诉记者，2006年，中国南车
株机公司下线的9600千瓦大功率交流传
动电力机车还是引进技术生产的，而如
今，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更高功率的电
力机车也已问世，驰骋在中国的北方运煤
通道；全新的时速160公里快速客运电力
机车，也已经运行在中国的大江南北。

绿色出行，创造和谐运输方式。9月
底开幕的德国柏林轨道交通展，是一个检
验企业实力的国际舞台。中国南车株机
公司展出的储能式 100%低地板有轨电
车、中低速磁浮列车、双源制地铁维护工
程车等主打产品，为业界带来的绿色、智
能清新之风，成为此次展会的亮点。

在世界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无论是
什么行业，靠一两件老面孔的产品，数年
乃至数十年占据市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
复返。刘友梅院士指出，“高速”和“重载”
已成为轨道交通技术水平的两大标志。

然而，目前各种交通运输设备在启动
时，要消耗大量的能量，如汽柴油、天然
气、电能等，而在制动刹车的时候，这些势
能基本浪费了，转化为热能和废气被排放
掉。“为什么不能把势能转化为电能重复
利用呢？”作为中国轨道交通装备的技术
泰斗，刘友梅决心把能量守恒的科学原理
工程化。

超级电容的问世，为绿色、智能列车
的研制提供了有利条件，储能式轻轨列车
正是在这样的理念下应运而生。“我们研
发储能式轨道交通的目的，就是力争实现
能量循环利用、高效利用的双重目标。应
用了超级电容的列车，已经可以收回
80%以上的制动能。”刘友梅透露。

绿色、智能产品，从理念到实现工程
化，目前在中国南车株机公司广大科研人

员的手里都变成了现实。
在宁波，有中国南车株机公司投资建

设研发自主知识产权大容量超级电容的
宁波南车新能源有限公司。

在株洲，有专业从事中低速磁浮交通
系统研究的磁浮研究所。

在广州，有中国南车株机公司与广州
市地下铁道总公司携手成立的广州南车
有轨交通研究院有限公司，共同开发绿色
出行、满足新型城市建设要求的现代有轨
交通系统。

曾经多年从事城轨车辆营销的中国
南车株机公司党委书记傅成骏称：“2012
年8月，应用超级电容的储能式轻轨列车
样车下线的当天，就引起了很多城市客户
的关注，希望以绿色、智能产品解决城市
的拥堵以及交通运输带来的污染。经过
多次沟通协商合作事宜，最终，世界上首
条拟投入商业运营的储能式轻轨示范线
落户广州。”

“很多用户了解到我们一款不烧油、
不冒烟的双能源地铁工程维护车的环保
优势，纷纷购买这种产品。现在，一年的
订单实现了由个位数向十位数的突破，我
们还实现了向中国香港、新加坡等地的出
售。”该公司从事双能源地铁工程维护车
营销的李想见主管颇有成就感。

以柏林为窗口，这些绿色、智能的产
品，正朝世界各地的用户徐徐驶来。

9月10日，中国南车株机公司获签
印度3亿元地铁车辆及维保服务订单。

什么是维保？曾经亲手签下企业第
一个维保合同的傅成骏形象地说，轨道
交通的维保就如同汽车的“4S 店”及其
服务。

株机公司提出的维保商业模式，在
中国轨道交通装备行业中属于首创，其
发端于马来西亚市场。

2010年，株机公司在马来西亚签订
中国迄今数量最大的 38 列动车组出口
订单后，列车平常运营中维护保养成了
业主关心的问题。2011年8月，中国首
个城际动车组“4S 店”——由中国南车
株机公司投资的南车吉隆坡维保有限公
司（CKM）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宣告诞生，
专注于列车的维护保养。

“当时是没有任何现成模式可套用，
方案通过多方调研、咨询以及与业主交
流才得以实施。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系
统解决方案，客户的需求就是市场订
单。”傅成骏表示。

“4S 店”落地，当地的轨道交通运
营商用车的后顾之忧随之解决，目前已
为吉隆坡动车组提供了 3 年的全天候
维保作业，列车总运营里程近 1000 万
公里。

而“4S 店”落地带来的另一个好处
是，“4S 店”聘用的员工约 70%是当地
人，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当地人的就业需
求，也为当地带去了轨道交通的维保技
术，可谓多赢。这种模式的成功，犹如

“蝴蝶效应”一样，在全球市场泛起涟漪。
在中国内地，2012 年 5 月，株机公

司率先在昆明开设轨道交通车辆“4S
店”。在南非、土耳其、印度等项目中，客
户在签下订单后，都提出了要中国南车
株机公司在当地实施维保或者开设“4S
店”的需求。在刚刚签署印度 3 亿元地
铁车辆合同中，就有为期4年的维保合
同。

从卖产品到输出维保服务，周清和
认为，企业只有不断满足甚至超出客户
的期待，才能适应未来的发展。目前，中
国南车株机公司的商业模式已经升级到

“输出产品+服务+技术+投资”的模式。
周清和自豪地说：“这就等于不但主

机企业能快速教会当地怎么造‘火车’，
而且配套企业也同步教会当地人做零部
件，通过轨道交通装备从整车、核心零部
件到重要零部件的集群式‘中国智造’输
出，实现轨道交通产业集群在当地的落
地。”

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智造”，从卖
产品到提供全方位系统解决方案，从高
速、重载到绿色、智能，中国南车株机公
司的转型升级之路当下正顺风，未来更
可期。 本报记者 文/图

技术：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智造”

产品：从高速、重载到绿色、智能

走出去：从卖产品升级到提供全方位系统解决方案

中国南车株机公司制造的深圳一号线地铁列车

【你好，洛阳】 我市将在创
新养老服务供给方式、引导社会
力量参与养老服务等8个方面开
展试点工作。“老无所依”的沉
重，在银发浪潮袭来之时必将凸
显。化解这份沉重，政府之手和
市场之手都不能缺位，用政策的
鼓励和引导充分激发市场活力
应是终极方案。方向对了，一切
努力都值得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