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兆源机电
做最高端的电磁线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记者/高晓燕

1月初，位于渌口区南洲工业园的株洲兆源机电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株洲兆源机电），生产车间里忙个不停：工
人们在各种设备前熟练操作着，开料、成型、精整、包装……

作为一家专注于轨道交通和清洁能源用高端电磁线生
产及研发的高新技术企业，随着 2020 年以来国内海上风电
和海外风电市场发展趋势日益明显，加之国家构建国内、国
际双循环经济格局等利好因素叠加影响，该企业接到订单大
幅增长，产品供不应求，产值也已从初始的 2 亿元，成功于
2021年突破了 10亿元。

●专供“复兴号”列车用高端电磁线
电磁线产品，是电机的“心脏”，特别是轨道交通电机用

电磁线，对产品品质要求极高。株洲兆源机电公司项目成立
之初，总产值仅 2亿多元。“我们坚持一方面练‘内功’，不断改
进工艺流程和生产设备，一方面借‘外力’，与高校院所合作
搞研发。”株洲兆源机电公司总经理王树峰说。

不仅如此，株洲兆源机电还在持续研发投入中，打破国
外巨头企业垄断，掌握了高端绝缘材料——高性能聚酰亚胺
薄膜的制备方法，可以让生产的电磁线更加耐高温、耐电晕。

凭着出色的产品性能，株洲兆源机电公司生产的电磁
线，相继装进了时速 350 公里“复兴号”动车组牵引电机、时
速 600公里高速磁浮列车电磁线圈等产品中。

目前，“复兴号”列车电机用电磁线 90%以上都由株洲兆
源机电公司供应。该公司已与中车株洲电机、湘潭电机、东方
电机、庞巴迪等国内外知名企业建立合作关系，是国内为数
不多的轨道交通用电磁线型号全覆盖生产企业之一。

●提前储备风电领域所需最新技术产品
在轨道交通领域电机用电磁线产品稳步发展的同时，株

洲兆源机电也在积极进行产业延伸，实现多条腿走路。
随着国内新能源市场的发展，海陆风机大型化已是必然

趋势。风力发电机组属于大型高精度、高价值运转的重工设
备，而电磁线产品则是电机、电力设备及其他电器工业产品
的核心构件。

仔细研究比对国内外风电行业的最新技术路线后，株洲
兆源机电公司发现，伴随着风机的大型化，吊装难问题将逐
步显现，未来，以分瓣式技术路线为主的产品将快速增长，而
大型风电用分瓣式结构定子线圈产品有着巨大市场。

从 2019年起，株洲兆源机电开始着手研发。因涉及新领
域，且国外企业存在着技术封锁和保护，株洲兆源机电不仅要
攻关产品本身，更从源头起步，从生产产品的设备入手，开展
自主研发制造。

目前，该公司已成功更新了第三代大型风电分瓣式定子
线圈系列产品，可轻松实现半成品或成品线圈的批量化生
产。同时，该公司也成为国内各大风电装备主机厂新产品试
制的重要供应商。

●预先布局新能源汽车蓝海市场
新能源汽车领域，是株洲兆源机电为丰富产品线所做的

又一重大布局。
2018 年起，该公司快速切进新能源汽车市场，上马 2 条

生产线，并且成功入列知名主机企业的配套商名录。
快速变化的新能源汽车市场，对相关配套产品不断提出

更高、更严的要求。“目前我们生产的，还是传统的圆形电磁
线。但是像特斯拉等全球领先的新能源汽车厂商，已经开始使
用方形电磁线了。”王树峰解释，在电磁线的缠绕布设中，圆形
电磁线之间总会存在间隙，而国际上最新的方形电磁线，则可
以解决缠绕间隙问题，从而获得效率更高、安全可靠性更强的
使用体验。

如今，株洲兆源机电的方形电磁线产品，也已进入试制
阶段，预计将于 2022年 6月实现批量生产。“我们已经在 2021
年新上了 6 条生产线，预计投产后可将现有产能扩展至 1万
吨/月。”快速掌握新产品“流量”的株洲兆源机电，也正在与
国内顶尖新能源汽车厂商开展新的对接。

继株洲市民营企业50强、省级小巨人企业等荣誉之后，株
洲兆源机电正在瞄准省级民营企业100强的目标继续前进。

精工硬质合金
让关键零部件
实现国产替代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记者/任远

在进口替代的路上一路前行，将目光
聚焦于关键零部件，这是株洲精工硬质合
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精工硬质合金”）多
年来坚持在做的事情。

经过 20 年的成长，这家企业从小到
大，从弱到强，在所属特定行业闯出一片属
于自己的天空。作为国家级的小巨人企业，
精工硬质合金又被评为 2021株洲民营企业
50强。

●小喷嘴 大作为
在进口替代的路上，精工硬质合金一

直在努力。
制造业经常会看到一种非常小的零件

——喷嘴。虽然小，但其作用却无法忽视。
尤其是用于切割加工的水刀，其喷嘴是最
常见的消耗件之一，它的好坏决定了切割
性能以及切割的准度。

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一喷嘴材料
需要从国外进口。由于水刀的工作环境较
为恶劣，其在使用时对喷嘴的耐磨度要求
特别高。

“国外产品的使用寿命能达到 24小时
左右，但当时国内同类产品的使用寿命只
有两三个小时。”株洲精工硬质合金有限公
司人事行政部主任吴凤飞介绍。

看似不起眼的关键零部件却长期受制
于人。为了改变这一现状，精工硬质合金组
织优势力量，对这一零件进行技术攻坚。

不断的研发、试验、调整，再试验、再调
整……经过一年多的攻关，公司终于突破
核心技术难点，顺利拿下该项目。

“项目的成功实现，成功替代了德国进
口，它意味着这一关键零部件的国产化，具
有国内首创性。”吴凤飞介绍，这一技术也
让国内市场同类产品价格下降了近 5 成，
引领了国内风潮。

●刀片刀具成公司新增长点
公司在刀片刀具领域同样表现出色。
金属陶瓷刀具多用于精加工，对表面

要求很高。相关的高端材料基本都是进口。
不仅价格贵，还容易受到国际市场打压。

“国外企业想卖给你就卖给你，想不卖就不
卖，这让许多国内企业处于被动地位。”吴
凤飞说。

瞄准这一薄弱环节，精工硬质合金启
动相关研发。产品 JTN35 于 2021 年成功实
现批量生产，并作为替代进口山特维克同
类型牌号，填补了国内空白。

吴凤飞说，产品投产之初，客户还有所
担忧，担心国产产品达不到进口产品相同
的性能和水平。但在小规模试用后，对产品
性能非常满意，很快答应成批量订购。

“投产第一年销售额就达到 700 万元
左右，为公司发展锚定新的增长点。”她
介绍。

●走出一条专业特色之路
打造特色行业中的一流企业，这是精

工硬质合金给自己的定位，也与专精特新
小巨人的宗旨不谋而合。

“如果总是和大家做同样的东西，打价
格战，到后面的路只会越走越窄。”在吴凤
飞看来，只有专注研发，将特色领域做专做
精，方能开拓一片新的局面。

做专做精，不只是一句口号，更需要企
业用实践写就。成立20年以来，精工硬质合
金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积累了一支成熟的
研发团队。每年公司投入总收入的4%至5%
用于研发，在不断引进新兴人才的同时，老
技术人员也一直在沉淀，技术力量得以优
化。企业每年还会设立研发创新补贴，对于
技术攻关团队予以资金奖补，用真金白银鼓
励员工不断创新提升，精进自我。如今，公司
已获专利授权 60多项，技术积累获得业界
认可。

创林新材料
20年深耕成热镀锌合金

行业冠军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记者/成姣兰

从武广高铁到港珠澳大桥、从 168驱逐舰到崇明岛
管道，再到遍布全国各地的超高压铁塔，钢结构表面防
腐材料的一种关键辅料，来自我市渌口区的一家企业
——创林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林新材料）。

凭借一份辅料，创林新材料深耕金属防腐领域。20
年，它不仅成长为热镀锌合金领域的行业龙头，占据着
全国 60%的市场份额，还成为热镀锌防腐领域的系统解
决商，硬是将自己从配角做成了主角。

2020年，创林新材料被评为省级小巨人，今年又被
评为 2021株洲民营企业 50强。

●凭借一份辅料，成为行业整体方案提供商
据统计，全世界每年因腐蚀而损失的钢铁材料大约

占其总产量的 1/3。为延长钢铁制品的使用寿命，通过
热浸镀锌在其表面形成锌合金镀层，是目前已知的最有
效手段。

做过建筑维修，干过基建加工，搞过金属贸易，玩过
金银铅锌提炼，随着国内基建兴起，2002 年，创林新材
料创始人、董事长周林嗅到了金属防腐的巨大商机。对
场地、资金要求不高的热镀锌小合金，成为周林试水的
目标。

那时，国内做热镀锌合金产品的厂家不在少数，乘
着国家大搞基建的东风，创林新材料很快分到了市场的
一杯羹。当年 200万元的订单，让它顺利活了下来。

在热浸镀锌领域，热度锌合金只是一份辅料，但要
让金属表面镀层均匀牢靠，不产生漏镀、粗糙、龟裂纹、
白锈等缺陷，各种辅料的磷、硅、铝等微量金属元素的配
比、各环节温度和时间等各细微因素，任何一个环节出
问题，都要重头再来。

“锌锭等主材厂产品出厂有国家标准，也无暇顾及
下游的生产问题，我们的产品热镀锌合金作为辅材，只
有用服务才能凸显价值。”周林说。

通过不断的技术攻关，创林新材料打通了热浸镀锌
各环节的技术壁垒，并配套开发了多种添加剂。同时，公
司开创“销售+技术”服务模式，技术人员做销售，前端服
务一揽子解决。

“产品本身很多厂家都能做，但附加的服务才是核
心。”这些年，秉承让客户赚钱的理念，创林新材料扶持
壮大的企业就有 6家。说到这，周林脸上满是骄傲。

凭着不断树立起来的品牌美誉度，2014年，创林新
材料成功占领全国 30%的市场份额，成为细分领域龙头
企业。2021年，企业产值已达到 9.8 亿元，占领全国 60%
的市场份额。

●接轨信息化，接班人有新想法
发展永无止境。

“我们比同行贵 400元一吨，但仍旧有这么大市场，
足见客户的信赖。”周林表示，随着竞争日渐激烈，再好
的技术和服务，也要向高价格低头。原材料不断上涨的
当下，客户不会永远为高价格高品质买单。

全面降本增效，进行数字化产线改造升级，成为创
林新材料的新起点。

新年伊始，两条全流程信息化产线正在紧张规划实
施当中。投产后，如果全线开工，可抵过原先全场的产
能，预计减少 20%到 30%的生产成本。这一计划，正由周
林的儿子周业翔负责。

周林今年 62岁，周业翔 32岁。在父辈的基业上，年
轻一代企业家接过家族的传承，用自己新的思维和眼
光，适应新的市场规则。

除了全信息化产线改造，周业翔还引进精益生产理
念，大到部门结构调整，小到一个扳手的使用标准和寿命，
公司用严苛的细节把控，提升产品品质，降低生产成本。

同时，公司也未停止科研攻关。知识产权产品要达
90%以上，这是周业翔提出的目标。在已有 11项实用新
型专利和 5项发明专利的基础上，2022年，公司计划申
请专利 4项，其中两项已进入申请程序。

“2022年和 2023年，我们将全力向国家级小巨人冲
刺。”周业翔说，目前，公司各项条件已经具备，已进入资
料准备和项目包装阶段。

如何让“保护衣”真正发挥保
护企业知识产权的作用？

首先，随着专利保险试点工作
深入开展，保险公司在风险数据积
累上已有一定基础，可通过大数据
分析，实现专利保险差异化定价；
也需要根据不同类型企业的不同
阶段需求，有针对性地开发产品，
不断改进专利保险产品供给。比
如，考虑开发专利综合责任险，将
进攻型的专利执行风险与防御型
的侵权责任风险等专利经营风险
集中打包，对企业项目的专利包而
不是单个专利提供保险服务，提高
保险产品的保障性和可操作性。

同时，专利保险在我国是新
生事物，起步较晚，企业认知度

低，政府相关部门、保险公司及相
关合作机构应加强专利保险的宣
传与推广力度，提高企业的维权
参保意识，甚至逐步建立专利保
险半强制模式。

所谓专利保险半强制模式，
即对于某些专利密集型领域，考
虑在专利申请、授权、交易、质押
融资等环节引入强制或半强制保
险制度，要求每个专利购买一定
额度的基本保险。同时，企业可向
保险公司购买补充商业专利保险
覆盖超额损失。

总而言之，当企业维权参保意
愿强，保险公司能够提供满足市场
需求的保险产品，两者合力才能形
成快速发展的专利保险市场。

株洲兆源机电公司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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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观杂谈

专利保险为何“香”不起来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记者/易蓉 实习生/何雅妮

2021年9月22日，株洲真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真创环保
公司）成功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石峰支公司（以下简称人保
财险石峰支公司）获得专利执行险理赔1.6万元。这是我省专利执行保险
理赔单第一单，真创环保公司也成为获得专利保险理赔的第一家企业。

专利作为衡量创新能力的指标，小至与一个企业的综合实力，大到
与一座城市的竞争力，乃至国民经济贸易都直接挂钩，其重要性不言而
喻。因此给如此重要的“香饽饽”穿上“保护衣”，让被侵权的企业获得赔
偿，同时震慑侵权方，这是一桩好事。

但好事背后，却是多年来专利保险“不香”的“际遇”。专利保险为何
“不香”？

早在 2016 年，株洲就获批首
批全国专利保险示范地区，并设
立专利保险补助项目，探索了由
人保财险承保、政府补贴保费、企
业参与的自愿性商业保险模式，
至今已是试点推广的第 7年了。

据介绍，专利保险具有经济补
偿与风险防范的双重功能，能显著
降低知识产权维权成本，提升企业
的维权能力，有效维护知识产权市
场公平竞争秩序，是知识产权保护
体系的重要环节；此外，专利保险
在知识产权运用转化领域也有独
特的增信作用。总而言之，专利保
险是知识产权与金融资源融合的
开拓型工作，是金融支持国家知识
产权战略、支持创新型国家建设的
重要内容。

按保险责任分类，专利保险大
致可分为三类：一是进攻型的专利
执行保险，保证被保险人有足够的
资金打击侵权行为；二是防御型的
专利侵权责任保险、境外展会专利

纠纷法律费用保险等产品，保证被
保险人有足够财务资源应付专利
诉讼、提出专利无效申请或承担损
害赔偿责任；三是其他类型的专利
保险，包括专利代理人职业责任保
险、专利质押融资保证保险、专利
许可信用保险等与知识产权运用
有关的保险。

市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专利保险在国内属于新生
事物，能够为企业专利申请、专
利维权、海外参展等提供全过程
保障，减轻企业进行技术研发、
知识产权维权、开拓国际市场的
后顾之忧。

尤其，当前株洲正加快向“制
造名城”迈进，建设面向全球的国
家制造业高地，推动“株洲制造”
向“株洲智造”“株洲创造”转型。
打开转型大门的关键钥匙即是创
新，如何让企业技术创新免受侵
权，让株企勇于创新？专利保险为
技术专利穿上“保护衣”。

但为何众多企业对这件“保
护衣”购买热情不高？

据最新统计，我市每万人口发明
专利拥有量21.66件，有效注册商标
49178件、地理标志19件，市场主体
企业更是成千上万家。但投保的企业
每年不过10来家，2021年，政府相关
部门向株洲橡胶院、南方阀门、唐人
神、株硬集团、欧科亿等12家企业发
放了专利保险补助资金近15万元。

“很多科技型中小微企业在
专利被侵权时，大多是‘睁只眼闭
只眼’，因为专利维权所需的调查
费、律师费等对中小微科创企业
来说是一笔昂贵的费用，而且打
过‘专利官司’的企业‘赢了官司
也不一定能赔到钱’。”一业内人
士告诉记者。

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2015
年中国专利调查数据报告》显示，
62.1%的企业专利权人认为“不能
有效地阻止其他市场主体模仿自
己的技术创新”是阻碍企业从技
术创新活动中获得收益的主要原
因；超过 10%的专利权人曾经遭

遇侵权。此外，申请专利后被卷入
专利纠纷，因无力支付高昂的法
律费用而放弃合理争取权利的案
例也时有出现。

专利诉讼费用高、举证难、侵
权赔偿低……这些现实原因让不
少企业只能“敬而远之”。

同时，据记者了解，另一个
“不叫座”的原因则是专利保险产
品整体供给有限，责任单一，无法
很好地满足市场需求，加之，国内
专利保险发展较晚，早期缺少足
够的风险数据与运营经验，往往
提供的产品保费和保额都较低，
对企业难以形成较大的吸引力。

一家科技型企业的知识产权
负责人曾表示，有的专利执行保
险，只针对企业甄选的个别或几件
专利提供保险服务，保费以专利件
数计算，而一旦因为维权产生费
用，企业获得的赔付额往往难以弥
补维权成本，在这种情况下，即使
专利保险的保费很低，企业也可能
会因为繁琐的流程和较大的甄别
成本不愿意购买这类保险产品。

专利保险本身“很香”

为何市场热情不高？

如何真正发挥“保护衣”的作用？

精工硬质合金产品展示区

精工硬质合金产品展示区。。受访者
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