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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危机感”布局未来
——走进第五批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系列报道之五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高晓燕

简洁敞亮的内部空间，蓝灰透

着油亮的内饰配色……9月，中国为

墨西哥城电动交通局研制的首列铰

接式轻轨列车在株洲下线后，车体

内部靓照也在同一时间“登陆”全

国各大媒体平台。

这些可见的靓丽，大都由名不

见经传的株洲电力机车广缘科技有

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广缘科技公

司） 在背后服务。

轨道交通车辆，从整车框架成

型，到最后呈现在市民面前，还需

要 经 过 内 部 设 计 和 “ 装 修 ” 的 过

程 。 如 同 从 “ 毛 坯 房 ” 到 “ 精 装

房”，而广缘科技公司就是那个用科

技材料装点列车，且不断在市场竞

争中开拓新“蓝海”的勇者。

●深耕主业“种好自
己的田”

尽管已经成功跻身国家级专精

特新“小巨人”行列，但广缘科技

公司依然保持着固有的低调。“我们

只是在努力地活着。”广缘科技公司

总经理苏科认真地说。

也许正是这种对市场和生存始

终敏锐的“危机感”，让这家企业能

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冲过一个个

风高浪急的时刻。

时间回到 2008 年 9 月，联诚集

团刚刚收购广缘科技公司之时，这

还只是个销售规模 2000 多万元且正

处在资金链断裂危机下的小公司。

如何活下去还要活得好？首要

就是“种好自己的田”。全盘梳理广

缘科技公司优劣势之后，联诚集团

为公司定下了“主辅分离、产业专

研”的方向。

“放下”内功不足的风电等产业

板块，广缘科技公司将目光盯紧了

当时开始冒头的复合材料方向，且

由原本的板材加工转向部件制造。

当时，国内企业生产的轨道交

通车辆车头外罩都需要进口。广缘

科技公司派出技术团队，到国外企

业跟班学习。产品材料、成型等技

术资料，国外企业不肯提供，技术

人员只能靠观察和跟班操作，自己

摸索。

经历了艰难的引进、消化、吸

收过程，广缘科技公司终于成功掌

握了车头外罩制造成型技术，形成

了完全自主的知识产权，并在 2009

年伴随着主机企业的列车出口海外。

在这个国外首单的项目中，广

缘科技公司的车头外罩与另一家企

业的产品同台“竞技”。在实际使用

过程中，广缘科技公司的产品未出

现一起质量问题，PK 获胜，大大增

强了广缘科技公司发展复合材料产

业的信心。

随着国内外市场对轨道交通车

辆 速 度 、 舒 适 性 等 要 求 的 不 断 提

高，对车辆减重也在提出更高的要

求。碳纤维这种新型材料，也在更

多领域开展了应用。

2021 年 5 月，在中车株机公司

下线的中国首列出口欧洲双层动车

组，采用轻量化设计，大量使用轻

质、高强度、耐腐蚀的碳纤维、玻

碳纤维等新型复合材料，并结合结

构优化，整车重量相对单层车仅增

重 10%左右。令人骄傲的是，列车

的碳纤维结构车头罩就出自广缘科

技公司。“这是公司第一个批量应用

的碳纤维头罩订单。”广缘科技公司

主管设计师罗乐说。

这 项 产 品 ， 更 因 其 优 异 的 隔

声 、 隔 热 、 耐 腐 蚀 、 抗 冲 击 等 特

性，满足欧标防火体系标准，高阻

燃碳纤维头罩低粘度材料体系填补

了国内碳纤维头罩量产成型技术短

板，攻克了“卡脖子”技术难题，

获评省制造业单项冠军产品。

●从“蓝海”走向下一
个“蓝海”

如影随形的“危机感”，让广缘

科技公司始终有一种寻找蓝海的紧

迫。

要知道，早在 2012 年开始，广

缘科技公司就已经启动了有关碳纤

维材料的技术研究，但直到 5 年后，

他们才拿到了第一个有订单的研发

项目。

“当时公司意识到，市场需要比

玻纤更加轻便的材料，而主机厂也

还在摸索寻找中。”

是时，国外已经有碳纤维车体

列车，但因技术及成本问题，还做

不到批量化生产。在这种情况下开

展技术研发和超前布局，难上加难。

这时候，主机企业伸出了橄榄

枝。以 30 米长磁浮车底架产品为试

制项目，中车株机公司、中车株洲

所 带 着 广 缘 科 技 公 司 以 及 相 关 院

校，申请国家“863项目”支持。

经过一年多的技术攻关，广缘

科技公司终于掌握了基本的材料体

系特征，并在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中

“ 吃 透 ”。 在 主 机 厂 的 支 持 下 ， 如

今，碳纤维车体已经装进了时速 200

公里国内首列商用磁浮列车，接受

试验验证。

出于对材料行业的精研，广缘

科技公司对轻量化材料应用有着超

出一般企业的敏感。2016 年，该公

司在全国率先将芳纶蜂窝用于车体

内饰，开辟一片全新市场。此后几

年 ， 不 断 有 新 企 业 “ 杀 入 ”，“ 蓝

海”市场变成“红海”，广缘科技公

司又开始寻找下一个“蓝海”。

近几年，国外部分高寒地区对

冬季列车供暖要求提升。国外已有

企业生产出可加热地板，相较于传

统的壁炉式加热方式，供暖均匀性

更好且不易落灰。这项产品，原本

也只是少数国外高寒地区市场有需

求，但广缘科技公司还是想方设法

拿到了市场订单进行研究、攻关。

多 方 查 阅 资 料 、 反 复 配 比 试

制，不到一年时间，广缘科技公司

成功研发了基于石墨烯远红外发热

源轻质复合地板，不仅技术达到国

际领先水平，且同国外产品相比重

量下降了 20%，价格下降 40%。

近 3年，广缘科技公司的产品应

用于广州、长沙、丽江、深圳等城

市轨道交通项目，并出口墨西哥、

奥地利、马来西亚、土耳其、马其

顿等多个国家，赢得中车株机公司

海 外 项 目 复 合 材 料 部 件 的 主 要 份

额 ， 2022 年 公 司 营 业 收 入 已 达 到

2.79亿元。

因为产品供向国内轨道交通装

备龙头企业，直面国际市场竞争，

因此广缘科技公司也不敢放松自我

要求，研发创新始终瞄准国际最新

的高标准。为此，广缘科技公司常

年保持着 50 余人的研发团队，而这

个公司的正式员工队伍也仅有 219

人。

广 缘 科 技 公 司 持 续 的 研 发 投

入，合理的人才梯队，优秀的产业

工人，让产品始终保持领先，并且

更好地符合国家低碳环保等要求，

支撑企业从一个蓝海走向下一个蓝

海。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高晓燕

一年前，走进株洲联诚集团减振器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联诚减振器）时，眼前的景象令人震惊，这

家“螺蛳壳里做道场”的企业，硬是挤在 3400平方米的

厂区里，长成了减振器这一专精领域里的“一枝独

秀”。

一年多后，再次走进联诚减振器，已经搬入新厂

区的企业，扑面而来的是宽敞高大的厂房，依然不变

的，是一种很少在中小企业身上看到的精致感——无

论是产品还是设备，无一不摆放在准确而稳妥的位

置，虽然种类多但并不见杂乱，生产秩序精准高效。

从受国外企业技术封锁，到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从敲敲打打“缝补”度日，到如今拥有完整的减振器研

发、试验设备及生产产线，秉承着“精益求精、持续精

进”这句箴言做精做强，以无时无刻不在的危机感储

备未来，联诚减振器意欲成为世界一流的减振部件制

造商和供应商之一。

●减振，从被动到主动
9月 22日，联诚减振器公司的生产车间里，几名员

工正忙着将一台减振器产品抬上试验台，进行性能检

测。别看这东西不大，却有 50 公斤重，2、3 个壮小伙才

能抬得起。

“这是我们研制的下一代机车智能转向装置——

ADD油压减振器。”联诚减振器公司总经理樊友权说。

说起这项新产品，樊友权打开了话匣子。减振器

是用在机车、地铁、城轨车辆上的一项关键部件产品，

由于产品本身具备良好的减振阻尼效应和柔性减振

效果，能够大大提高机车、车辆在高速运行时的平稳

性、舒适性和安全性。

联诚减振器公司的核心拳头产品，就是机车油压

减振器，耐久试验疲劳寿命次数超过 5000 万次，是国

内外同类先进产品的 3 倍以上，也是国内首批通过中

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认可并获得装车资质的产

品。目前，在铁轨上行驶的 10 台电力机车，就有 7 台安

装了他们的产品。

国人对产品性能的提升有着不懈的追求。在已经

做到专精领域国内第一的基础上，联诚减振器还想要

向更高端处精研。

随着轨道交通装备的提速，车辆本身以及车上各

种部件的振动频率也在同步提升，在这种情况下，高

频振动可以达到 1 秒中 20 多次甚至更多。在高速移动

中出现的这种振动，不仅会带来乘客的不适感，也会

对车辆装备以及地面轮轨等装置产生大量伤害。

如何及时响应这些振动并及时给予反向的力，以

尽可能全面地消除振动，就是联诚减振器给自己不断

加压的课题。

不同于以往的被动减振，最新款的 ADD 油压减

振器，由于采用了智能化的设计，可以变被动为主动，

根据车辆行进过程中的情况，检测振动幅度大小，再

根据数学模型自主计算后，给出更加精准的减振处

理，让车辆行驶更加平稳。

“这款减振器，预计年内就可以进行装车试验了，先

用于启动、停止操作较为频繁的城际列车。”樊友权说。

在上世纪 90年代，国产减振器曾因质量问题遭遇

过“毁灭性”的打击，此后历经了长达数十年的自主研

发之路。而联诚减振器，也是从 2003 年才正式成立公

司走专业化发展之路，一路过关斩将专攻减振器产

品，成为今天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家级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业。

●面对未来的产品储备
作为一家中小企业，即便已经处于专业领域的国

内顶尖行列，联诚减振器依然有着强烈的危机感。

“没有核心技术的产业走不远。”在樊友权看来，

功能化产品属于专业性非常强的领域，只有成为那个

“谁都离不开”的“唯一”，企业才能保持长久的生命

力。

为此，即便是生产规模不大（2022 年产值 7000 余

万元），联诚减振器依然愿意分出相当一部分精力来

研究一些目前看来用不上、但放眼 10 年后甚至 20 年

后大概率会用的产品。

电涡流减振器就是一项当前尚需“束之高阁”的

产品。目前，国内轨道交通装备绝大多数都采用油压

减振器，随着国内企业技术水平的提升，可以做到 120

万公里不漏油，质量稳定。但是超出使用年限或者使

用里程，依然存在漏油的风险。

与国内科研院所合作攻关后，联诚减振器已成功

研发生产出完全不使用油液，仅靠磁铁来发挥作用的

电涡流减振器。相较于油压减振器，电涡流减振器可

靠性更高，几乎可以做到百分百无故障。

在减振这一领域，由于路线弯道多，行驶中启停

动作频繁等原因，地铁以及城际列车，有着不同于高

铁列车的减振需求。

联诚减振器已经成功研发的另一款新产品纵向

抗蛇行减振器，能够通过横向与纵向的双向发力，解

决列车在转弯尤其是高速转弯过程中车轮对轮轨形

成的挤压力，提升车轮以及轮轨的使用寿命。

“光样品都做了三四次，没有研发经验，全都是在

试验中摸索。”樊友权说。

在联诚减振器公司的成长中，这样的时刻不少。

樊友权至今仍记得，在 2001年联诚减振器公司还只是

个项目组的时候，为了研究弄懂国外同类产品的研究

原理，作为组长的他，带着组员研究了所有的外企产

品。

“集团公司给了我很大的支持，那时候只用了半

年时间，就花了 100多万元的研发费。”樊友权感叹，从

那时至今，是集团公司的支持，才让联诚减振器敢于

超前布局，储备未来。

●“笨功夫”做成赚钱副产
在联诚减振器的生产车间，除了一个个具有“超

能力”的新产品，还有一些产品值得樊友权骄傲，那就

是用来生产减振器的设备。

减振器产品，属于批量小、种类多的轨道交通装

备。这意味着，相较于其他批量大的部件产品，减振器

产品更难找到精准对口的生产设备。

向智能化产线升级过程中，联诚减振器曾花费百

万元提升改造生产设备，但都不尽如人意。“研究减振

器，我们力求做到知其然，知其所以然，知其必然。没

有哪个设备厂家，比我们自己更了解自己的产品。”樊

友权说。

求人不如求己，同样具备机械生产能力，且对设

备功能理解更深的联诚减振器，开始用“笨功夫”自主

设计改造生产装备。

哪里有问题就改哪里，每三五年进行一次设备升

级，如今，生产线上的 80%的生产环节，都已用上了“联

诚减振器造”自研装备，包括组装台、拉压装置、试验

台、自动包装输送线等。

不仅如此，这些生产装备还可出售给其他相关生

产企业，成为联诚减振器增收的一项“副业”。

中国制造在工业母机领域，仍有诸多卡脖子环

节，联诚减振器也在努力成为那个专精领域内的“破

题者”。为此，联诚减振器已经提前储备了一批工程技

术人员，专门负责工业母机研究与开发。

“已经相继研发了搅拌摩擦焊、激光清洗输送装

置等，都是为集团外企业定制化生产。”樊友权笑说，

在公司内部没有相关产品需求的

时 候 ，就 从 其 他 公 司 那 里“ 拿 业

务”，“不停地‘折腾’，其实也是在

‘练兵’。希望有一天需要的时候，

我们能够及时提供技术支撑。”

危机是最好的
创新动力

高晓燕

本期的 2 家企业，同属于联诚集团旗下，虽分属不同的行业，
在企业文化与内生基因方面却一脉相承。

采访中，被 2 家企业多次提及的词就是“危机感”。按说，在各自
的专精领域内能够成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其技术实力和市

场占有率都不会差，相对其他中小企业来说日子会好过得多。
但 在 联 诚 集 团 内 部 ，“ 危 机 ”是 被 摆 在 第 一 位 的 企 业 意 识 。居 安 思

危，让这两家企业，在发展的顺途中始终保持着一种紧张感和紧迫感，不
断鞭策自己在产品和技术研发及储备上做到行业第一，甚至布局未来。

这让人不由得想起华为的危机意识。在华为顺风顺水发展进入新阶
段时，任正非三度高喊出“寒冬论”。正是这种过冬意识，让华为挺过了美
国的制裁封锁，挺起了民族的脊梁。

或许很多中小企业都会有危机感，但很少有企业能够做到在危机感
下花费“不必要的精力”储备未来。为何这 2 家企业可以做到？无疑是因
为背靠着联诚集团这棵“大树”，以及以链上龙头企业为引领的株洲轨
道交通装备这个体量更为庞大的产业集群“大森林”。只有将自身深入
嵌套进这样紧密协作、互相成就的产业大集体，中小微企业才能有把
握脉准行业趋势，有底气面对市场骇浪。

从另一方面来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成长，需要更多龙头企
业、领军企业给予支持和帮助，提供更多的产品应用场景和应用

机会，才能够实现产业集群实力的整体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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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缘科技公司生产的时速 160公里复兴号动力集中动车组头罩。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 高晓燕/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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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的车间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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