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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演 15： 
加强国际合作，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 
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实践与思考 

浙江五洲新春集团总裁  张峰 

没有合作，就没有人类的未来。加强国际合作，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和可持

续发展能力，是中小轴承企业谋生存、求发展的有效途径。 

一、我们面临的时代背景和行业特点 

1．从中国本土市场竞争的角度看，中国企业早已国际化了。世界 500 强企

业，绝大部分都已进入中国这个高速发展的、吸引力极大的市场。中国市场强劲

增长的特征和长期以来对外资超国民待遇的政策倾斜，使中国成为全球跨国公司

竞争最为集中、最为惨烈的一个市场。包括 SKF、舍弗勒集团在内的全球最大的

轴承制造商，无一不把中国市场作为竞争的主战场，在中国增设销售中心和投资

办厂。中国企业不用走出国门，在本土就直接参与了国际竞争。同时，中国又是

全球出口贸易最大国，中国企业输出产品和服务，在国际上争夺市场、赢得客户，

许多企业都确定了国际化战略。所以中国企业参与全球化合作和竞争是时代的主

旋律。 

    2．轴承的基本属性是标准件，是全球互换产品，其基本属性决定了轴承行

业市场竞争不仅是本地市场，永远是国际市场。几乎每个规模企业都面临着家门

口的全球化竞争。 

3．中国是轴承大国，但还不是轴承强国。人们对中国轴承的印象：总规模

大、企业多、价格低廉、质量一般。虽然在小型深沟球轴承方面有所突破，基本

达到国际水平，但总体来看，还是综合技术水平不高，质量档次偏低，中、高档

市场基本被几大跨国公司垄断。近几年来“进口替代”口号喊得很响，整个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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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满高端情结，但现状还是高端轴承技不如人，普通轴承质不如人。在精度、性

能、寿命等方面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差距明显，需要向这些跨国公司学习。 

4．SKF 等跨国轴承集团虽然还保持着全球约 70%左右的市场占有率，但随

着这几年中国轴承企业的不断进步，在微小型和普通轴承方面也面临着激烈的竞

争，在部分中、高档轴承也感受到了中国轴承的竞争。这些跨国公司都面临着巨

大的成本压力，也在考虑保市场和结构调整，所以为中国轴承配件企业进入跨国

公司轴承产业供应链提供了机会。 

二、参与国际合作，学会借力才能后来居上 

中国轴承企业具备了一些创新条件和发展基础，但还不足以全面抗衡跨国轴

承企业，他们的品牌优势和技术优势十分明显。但中国轴承企业面临着千载难逢

的历史机遇，一是全球性的产业结构调整和世界轴承梯度转移；二是中国轴承进

口替代的机会。而要抓住这些机会，加强国际合作，通过产业链价值分享，来达

到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是一条捷径，这方面五洲新春集团作了

一些实践与探索，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1．专业化和低成本是与跨国轴承企业合作的起步。五洲新春集团原来是一

家成品轴承厂，上世纪末，发现了跨国轴承企业配件市场的潜在机遇，而当时我

们还是一家民营小企业，资源十分有限，为此确立了“先车件，后成品，车件做

大，成品做精”的二步走战略，充分利用新昌轴承之乡的产业基础，把自己的全

部资源和精力，集中在自己最具优势的一两个环节上，把车件做好、做大。用专

业化、低成本迅速占领了市场，成为 NSK、SKF 的车件供应商。并在技术上和

管理上得到他们的大力帮助，为我们的可持续发展打下了基础。 

2．通过为客户提供增值服务达到合作共赢。作为中小企业，不赢在技术，

就赢在服务，而“服务”是更高的差异化竞争优势。所以我们十分重视为客户提

供增值服务。SKF等跨国轴承企业来中国采购车件的主要目的，是在保证质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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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下降低成本。围绕这一目标，我们为客户提供一系列的增值服务：一是装备、

工艺的技改创新，我们率先研制出轴承套圈精密数控车削连线，替代新昌地区传

统的小台车工艺，同时应用成形刀具替代手磨刀具，保证了产品质量，又提高生

产效率，降低工人的劳动强度。现在新昌地区已普遍推广了此技术，促进了整个

地区车加工水平的提高；二是高品质精密轴承钢管制作。当时 SKF 的小型球轴

承毛坯，均采用锻造坯件，一般加工工艺是高速镦锻或热锻，成本比较高。我们

建议用钢管替代，但 SKF 对国内的钢管质量不认可。为此，我们专门建立高端

钢管厂，并采用先进工艺改造传统制造，率先在钢管行业采用中频感应加热方式，

替代传统煤气加热，把加热温度变不可控为可控。同时改变退火工艺，在国内首

家采用辊底式保护气氛真空锁气电加热球化退火炉。有效解决了钢管离层、裂纹

等致命弊病，生产的钢管符合 SKFD33-1：D10101 标准。而且表面质量好，脱

贫碳少，可减少钢管外径留量，实现了轴承外径以磨加工代替车加工。正由于我

们对钢管制作工艺的创新，钢管质量的提升，推进了 SKF 中小型轴承套圈全面

采用钢管加工的步伐，为 SKF 大幅度降低成本作出贡献，也为自己赢得了大量

订单。同时，SKF采用钢管，也极大促进了中国钢管制造水平的快速提高。 

3．“用 SKF 知识装备世界”——这句话是 SKF 的口号和愿景，五洲新春集

团是 SKF 知识装备世界的受益者和贡献者，许多技术创新都是针对 SKF 等跨国

轴承公司的新产品和QCDIM不断提高的要求做的，也受到他们有关专家的指导

和帮助。 

2008 年的世界金融危机，让轴承产业国际供应链遭遇了第一次危机，许多

为跨国轴承公司配套的工厂，订单下降 30%到 50%。与此同时，近几年中国生产

企业面临愈发严峻的挑战，遇到人工荒、电荒、资金荒及人民币汇率升值等压力，

靠低成本和廉价劳动力的依赖已经走不出生路。而五洲新春集团已经在与跨国企

业国际合作中走上了产品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之路。 



 4 

一是由于我们经营整个轴承产业链，有条件进行跨界创新和集成创新，如冷

成型技术和工艺的综合研究和应用，是集成创新的典型案例，从冷辗扩机的研发

设计、装备制造到锻件、钢管的品质提高，成形工艺的制定，是一个综合工程，

过程中还得到了武汉理工大学和 SKF 欧洲工厂的大力支持，最终取得成功。我

们研发的 CRM220 型数控精密冷辗环机荣获“国家重点新产品”称号，冷成型

技术目前已大量应用于中、大型轴承环件的加工。应用精密冷成型技术制造的轴

承套圈，既提高轴承使用寿命又提高材料利用率，还节省车、磨削的加工量，是

制造高品质、长寿命轴承的有效措施。我们参与的“环类零件精密轧制关键技术

与装备项目”，还荣获 2011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二是在轴承产业链中掌握核心技术。核心技术的缺失，一直是中国企业的隐

痛，这个问题不解决，直接制约中国轴承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轴承制造有四大核

心技术：仿真设计与分析；毛坯净成形；可控气氛热处理；高速精密磨削。我们

在与跨国企业的合作过程中，得到了大量的参观、交流、学习和高端培训的机会，

并可以和世界轴承行业顶级专家共同探讨研究，使我们在毛坯净成形和可控气氛

热处理方面达到了国际水平，在其他两个方面也部分掌握了先进知识和理念。我

们已经向全球六家最大跨国轴承制造商提供车件，向其中四家提供热处理件、磨

件甚至半成品和成品轴承。如为了提高我们的热处理水平，某著名公司为我们提

供去欧洲顶级实验室学习培训的机会，聘请一流专家来我们公司现场指导，并帮

助我们配备与他们实验室相同的试验检测设备，使我们的热处理水平满足了跨国

轴承企业的质量要求。在成品轴承方面，我们实施的高速纺机轴承和精密机床轴

承两个项目，均列入国家级重点项目。 

4．在国际化合作中创造自己独特的商业模式。美国管理大师德鲁克曾说：

“当今企业之间的竞争，不是产品与产品之间的竞争，而是商业模式之间的竞

争。”商业模式是企业市场价值的创造模式。在与跨国轴承企业的合作中，从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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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产品到服务，再到解决方案，为满足客户要求不断升级，在与客户的互动中深

化对客户需求的理解。当好顾客的“管家”，为客户创造最大价值。我们与 SKF

和舍弗勒集团确定了战略合作关系。我们是 SKF在亚洲唯一的套圈战略供应商。

今年三月份，在韩国召开的 SKF 亚洲供应商大会上，我们和 SKF 签订了战略合

作备忘录，主要目的是为战略合作建立更加透明的信息共享以及支持 SKF 和五

洲新春集团共同成长，并表达了双方在供应链、客户/供应商合约、最佳实践经

验分享以及对卓越经营理念的响应等领域发展更稳固合作关系的协作意图。 

我们与世界 500强企业日本双日株式会社建立合资企业。一方面解决发展资

金问题，同时利用他们的全球营销网络和服务体系，增强我们销售能力和服务能

力。投资上千万元，花三年时间为某国际汽车乘员安全系统制造商开发新产品，

填补亚洲空白，赢得广阔的市场前景。这些深层次的国际化合作，为客户创造系

统价值，也为企业自身创造新的价值，同时为企业带来持续的销售和现金流。 

通过与跨国企业的国际合作，使五洲新春集团取得了快速发展，过去十年几

乎达到了年均 30%的复合增长。2011年我们主营业务收入 16.18亿元，向国家纳

税超 8000 万元，自营出口超一亿美元。并在轴承产业链各环节中均掌握有一定

的核心技术。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的一家民营小厂，快速发展成中国轴承行业销

售前十强，出口前三强的骨干企业。并有效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

力。 

三、 关于加强国际合作，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几点思考 

1．现代企业的竞争力就是资源整合的能力。竞争、分化、整合是经济发展

的一般规律。按照优胜劣汰的市场法则，产业整合有两种类型：大企业整合产业

链，中小企业专业化经营。由于美国经济衰退和欧债危机影响，现在正处于一个

国际大整合的时期，如近年来吉利对沃尔沃的并购，三一重工对普茨迈斯特的并

购等等，中国优势企业要做好国际并购和产业链整合的精神和物质准备。随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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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轴承工业的发展，今后这种并购也会出现在轴承企业身上。包括 SKF 等大型

轴承跨国公司，也在不断地进行资源整合。1990 年 SKF 收购美国油封生产商

Chicago Rawhide (CR)，2004年收购领先的润滑系统公司德国福鸟 VOGEL公司，

2008年收购奥地利工业密封件公司爱科诺莫斯（Economos Austria GmbH），2010

年底，完成了对美国润滑系统和工具供应商林肯工业的收购后，SKF由此成为了

轴承润滑领域的世界第一。SKF快速地将收购公司的生产、技术、研发纳入到自

身的体系之中，同时 SKF 与主要供应商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使轴承产业链

条更加扎实优化，从而使产品竞争力得到增强，巩固并发展市场空间。这种形式

也是值得中国优势轴承企业学习的。 

供应链与供应链竞争成为新的模式。作为中小企业就是要千方百计进入优势

企业为依托的供应链，小企业要善于发现相关大企业的不起眼的需求，通过服务

大企业逐步成长壮大，在大小企业的生态系统中实现共生共荣，这也是中小企业

资源整合的一条途径。供应链是一组在经营上首尾相接的企业群体，其中每个企

业都是供应链的一个节点，而各节点企业要高度专业化经营，致使整个供应链具

有强大的竞争能力。 

日本经济战略家大前研一的“行业成功关键因素理论”提出：“各种行业中

获得竞争优势的关键因素是不同的。一个行业的优势来自于该行业的某个或几个

特定链节的优势。掌握了这些关键链节，就能在行业中形成竞争优势以及垄断优

势。”所以跨国大企业固然重要，因为规模是竞争力的基础；中小企业同样重要，

因为专精是竞争力的核心。对于大多数企业来说，应向小巨人企业发展，做专做

精，去掌握特定链节的优势。专得越深，价值越大，竞争力越强。 

2．惟有创新才有企业前途。海尔张瑞敏指出“只有时代的企业，没有成功

的企业，所有的成功只不过是因为你踏准了时代的节拍”。但外部环境变化非常

快，要成为时代的企业，就要不断创新。德国人总结西门子经验，西门子 1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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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被超越的秘密，就是“持续不断的创新”。作为中小企业，要参与国际合作，

成为国际供应价值链中的一个环节，要在经营理念上进行更新，在企业经营中实

行四大转变：一是以产品为中心转向产业链为中心，二是以生产为中心转向服务

为中心，三是以企业为中心转向客户为中心，四是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并重。 

世界正在步入一个文化的杂糅时代，新的消费观、新的技术、新的商机不断

出现。除了在经营中实行四大转变外，要重视三种创新，一是跨界创新，“跳出

行业看行业，跳出产品看产品”。跨出产品和产业边界，大胆借鉴和融合其他产

品与行业的资源、技术、思想、模式和方法，为我所用，从而获得更为广阔的机

遇点。二是集成创新，不单是将各种技术集成起来创新，也有技术与管理的集成

创新，技术与市场的集成创新，特别是技术与商业模式的集成创新，是集大成的

创新。三是重视微创新，微创新往往是现场的灵机一动，需要敏感性和速度，但

对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具有重要意义。 

3．中国轴承的希望。 

中国轴承希望之一，精耕细作做企业，克服浮躁和“最大”、“最快”心态，

用心提高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精耕细作是提升附加值的核心。

从广种薄收到精耕细作，是企业经营方式的重大转变。在进入微利时代的今天，

这已成为企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中国轴承希望之二，在价值链细分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和资源

优势，在价值链上寻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然后努力地向上或向下延伸自己的核

心竞争力，以谋求利润最大化。利用多年积累的科技实力和品牌优势，把握附加

值丰厚的价值链上下端。 

中国轴承希望之三，构建学习型组织，“用 SKF知识装备世界”。多年以前，

我看了一本书《三星总裁李健熙》，发现一种很好的学习方法——标杆学习法，

即选定一个标杆企业，全面、全力地学习，毫不怀疑地学习，不打折扣地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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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 年，三星以索尼为榜样学习，三星的董事长李健熙说：索尼是神，我们需

要仰视。到了 2003年，索尼说：三星是神，我们需要仰视。2002年三星的利润

是 56亿美元。我们现在开始努力学习 SKF，2011年中国第一的瓦轴销售收入是

67亿人民币，而 SKF的销售是 631亿人民币。所以中国轴承要走的路还很长。 

SKF轴承到现在已经走过了一百多年的历史，自 1907年 SKF集团成立以来，

快速发展成一家全球性公司，已经成为轴承行业的旗帜和顶级的行业品牌，之所

以这样，是因为高标准的追求缔造了高品质的产品；对营销和服务的系统高效管

理，缔造了顶级的行业品牌；SKF创造过多种具有知识产权的轴承类型产品；对

行业标准的制定提供了巨大的贡献和支持；开创了轴承产品迅速向国外扩张的典

范；创造了行业规模的巨大先例；创造了行业上市公司的融资典范；产品范围广

泛、质量精湛、品牌效应卓著；研发、生产、营销、服务各成系统，并高效化……

所有这些构成了 SKF辉煌的今天，值得我们学习和敬仰！中国经济 30年的快速

增长，造就了一大批非常成功的企业和管理者，但这并不说明这些企业和管理者

在未来也一定能够成功。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政府 4万亿吹起的泡沫在渐渐消

退，让许多过去成功的企业露出了真面目。我们不能沉醉于“中国最大”或“成

长最快”，许多企业这几年的增长更大程度上是来源于市场的紧缺而不是我们的

能力。这让我们更关注国际化企业的标准以及我们的差距。 

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也离不开中国。企业家的国际化视野与参与全球竞争

是不可或缺的。虽然差距巨大，但只要企业有全球化理念，就一定会在产品设计、

制造、销售、投融资等整个产业链环节上步步深入，顺势而为必能大有作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