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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四川德阳的国机重型装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机重装”）今年喜
讯不断：2月26日，拿下新春“第一单”——与上海电气签署中国重燃300兆瓦级F
级重型燃机关键部件供货合同；3月4日，海外市场花开两朵，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
电网公司签订自耦变压器供货合同，同一天，公司承建的“一带一路”建设项目—
—柬埔寨国家电网核心电力枢纽站成功带电运行；3月23日，国机重装科学技术研
究院揭牌成立，发布重大科技研发项目，签署系列合作协议；4月份，公司承接的
孟加拉水泥粉磨站项目启动，老挝南俄4水电站进水塔全面到达设计高程……

减“重”前行，刻不容缓

说起国机重装，知道的人可能并不多。但说起中国二重，行业内外都知道它的分量
。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始建于1958年，是国家重大技术装备制造基地，
拥有世界最高等级的“工业母机”——8万吨模锻压力机。中国二重研制的许多产
品都赫赫有名，比如C919国产大飞机的关键零部件、百万千瓦级核电技术“华龙一
号”的重要装备、三峡70万千瓦级全套铸锻件、“当代轧机之王”宝钢5000毫米
轧机等。

“中国二重是装备制造领域少数具备极限制造能力的大型企业，解决了一系列‘受
制于人’的难题，不少产品都是国内甚至世界‘首台’‘首套’。”上世纪60年代
初从清华大学毕业后就投身于中国二重建设的公司老领导华涌欣自豪地说。

2000年开始，中国二重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并于2010年上市。但自2011年起，钢
铁等相关行业持续低迷，中国二重订单大幅减少，生存难以为继。

“外部因素是一方面，企业内部也存在一些问题。”中国二重的职工对企业自身存
在的问题直言不讳，“公司有些重大投资项目一时不能发挥效益，而且自身业务和
产品结构不合理，研发设计能力不足，适应市场能力较弱。”2011年开始，中国二
重连年亏损，2011年至2014年累计亏损超过100亿元，至2014年底负债总额超过2
00亿元。

负债沉重，冗员也压得中国二重喘不过气来。在公司收入规模达到80亿元时，职工
总数达到1.3万多人。2012年，公司收入规模下滑到40多亿元，每年的人力成本就
要10亿元。“船变小了，但乘客还是那么多，难以负重前行。”

中国二重已到了濒临破产的边缘，但中国二重不能“死”。作为“关系国家安全和
国民经济命脉”的战略性、基础性企业，中国二重的地位非常重要。一旦强制退市
，5万多名中小股东也将遭受重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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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7月，经国务院批准，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机集团”
）与中国二重实施联合重组。为避免被强制退市引起一系列负面影响，中国二重选
择了主动退市。2015年5月，国机集团与中国二重先后采取要约收购、股东大会决
议等方式，顺利完成中国二重主动退市程序，并承诺尽快恢复上市。这是我国资本
市场退市制度改革后的首个成功案例，退市前的一系列准备工作妥善化解了退市可
能带来的重大风险。

沉重的债务是一座大山。国机集团与中国二重在一年多时间里先后与近20家银行债
权人磋商40余次，方案被一次次推倒重来。根据不同情况、不同需求，最终达成“
以股抵债+现金偿还+保留债务”的综合偿债方案，使中国二重资产负债率降至90
%左右，每年可节约利息支出6亿至8亿元。近两年，又通过引入战略投资者使资产
负债率进一步降至近50%。

难中之难，减员分流。通过提前退养、离岗休养、协商解除劳动合同等多种途径，
使中国二重原有的职工从1.3万多人降至7600多人，人力成本大幅降低。

2016年，公司在连续严重亏损4年后首次实现盈利5.3亿元，在随后的3年里，公司
分别实现利润约5.7亿元、6.2亿元、6.4亿元。主动退市5年后，2020年6月8日，国
机重装兑现重新上市诺言，在上交所重新挂牌上市，全年继续保持平稳健康发展势
头。

面向市场，开拓创新

中国二重又“活”了。怎样才能活得更好？今后的路怎么走？

职工认为，企业的问题在于转型不彻底，应该面向市场，开拓市场。国机集团和中
国二重的领导层认为，二重的产品和经营模式都过于单一，传统市场一旦有变动，
经营就会受到巨大影响。并且，经营模式上只是“卖产品”，没有能力提供系统解
决方案，国际市场开发能力弱，体制机制活力不足等。

问题找准了，解决的方案随之清晰：首要任务是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提升
产业链和供应链。

中国二重坚持市场需求与技术引领相结合，着力提升创新能力，大力实施传统产品
转型升级、新兴产品开拓创新。

2018年3月，国机集团以中国二重核心制造主业为平台组建国机重装，中国二重实
现顺利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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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市场经济时代，但公司的产品结构不能适应市场变化，传统‘工业母机’企
业的产品大多都是单件、小批量或特殊定制。”国机重装科技发展部部长王卫红分
析说，比如公司生产的多个具有代表性的轧钢设备、热模锻设备等都是按不同客户
的产品需求独家定制的。用户可以用这些设备在10年至20年内进行大批量生产，但
对企业来说，在这段时间客户就少了。与此同时，新兴市场的觉醒和主动探索都存
在一定的过渡期，这让企业压力重重。

怎么办？国机重装一方面大力提升大型成套设备向智能化高端化升级，增加产品的
附加值，另一方面深入研究市场需求，努力研发生产具有市场前景的战略性新兴产
品。

飞轮储能装置是国机重装研发的一款可以批量生产的新兴产品。“这是一款在银行
、医院、电力、数据中心等机构应用十分广泛的设备。”负责该项目的中国二重储
能公司总经理程琨虎介绍，飞轮储能相当于桥接装置，在停电的一瞬间，提供不间
断电源，并连接到备用电源上。作为一种新型不间断电源，与传统的铅酸蓄电池相
比，实现了零排放、零污染，而且寿命更长、维护更简单。“别小看这样一个‘小
块头’，市场规模大到千亿元以上。”目前，飞轮储能装置已在多地投入使用。

此外，国机重装还研发了在城镇广泛使用的新型垃圾处理装备，可以在油气田广泛
使用的油泥污染物处理设施，还有核废料处理用玻璃固化容器等。这些新产品共同
的特点是：节能环保、市场前景好、需求量大、可批量生产。

在面向市场研发新品的同时，公司持续推动传统产品转型升级，自主研发新型智能
化热模锻压机、国内首台连铸结晶器液面控制系统、高品质钢连铸物理数字系统及
在线监控平台等设备。“与以前同类产品相比，经过转型升级后，这些设备的附加
值大大提高，实现了智能化、集成化、高端化和绿色化的迭代升级。”王卫红感叹
。

此外，公司致力攻关“自主可控”，成功研制了100万千瓦白鹤滩水电站整套铸锻
件、2400吨级锻焊加氢反应器、国内最先进的300吨级RH精炼装备、百万千瓦级
超超临界火电高中压转子等重大装备。

提升“双链”，一体发展

组建后的国机重装已不再是从前相对单一的制造工厂，而是既拥有重型机械行业科
研设计国家级科研院所、全球最高等级极限制造能力，又拥有全球化市场布局和国
际工程承包与服务经验的重装旗舰。

国机重装党委书记、董事长韩晓军说，国机重装这几年的快速发展，得益于“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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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协同取得重要突破。

“目前，国机重装正在构建‘一体两翼’发展格局，即以高端装备研发制造为主体
，重点突出创新引领；以工程承包和投资、贸易与服务为支撑，统领国内国外两个
市场。”国机重装战略投资部部长李国庆告诉记者。

近年来，国机重装不仅研发制造成套装备，还深入到投资运营、设备运维、检验检
测、物流服务等高端重型装备综合服务全产业链中。

2019年底，公司研发成功一款新型垃圾处理设备，这款设备通过对生活垃圾进行熔
融裂解处理，具有小型一体化、节能环保等优势。与以前不同的是，国机重装不再
以卖设备为主，而是从传统设备供应商向“设备供应商+服务商”转变。公司已在
广东雷州建成一条垃圾处理示范生产线，从设备到运营管理全部由公司自己负责。
投产一年多以来，公司获得了稳定的垃圾处理收入。“这是公司探索的一种新的盈
利模式，我们计划推广这种模式，提高公司的营利能力。”国机重装二重装备副总
工程师漆小虎告诉记者。

2020年，国机重装签约合同金额近10亿元的南方东海钢铁热卷板生产线项目。这
是国机重装成立以来签约额最大、涵盖范围最广的冶金工程总包项目。国机重装经
营发展部部长李飞颇告诉记者：“从钢水、钢坯到热轧，再到根据客户需求冷轧出
板材，这是钢材生产的一个全产业链。正是发挥重组后形成的‘科’与‘工’的协
同优势，才能成功拿下这个项目。”

在保持国内市场竞争优势的同时，国机重装充分发挥科工贸协同优势，围绕工程承
包、投资运营、贸易服务等业务模式开展对外经贸合作，在2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
了海外分支机构。

在海外工程总承包方面，国机重装与柬埔寨、老挝、印尼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地区签订了多个项目，在非洲市场实现新的突破；在贸易与服务业务方面，国机重
装聚焦装备制造与研发主业，发挥工贸企业中国重机海外渠道优势，带动成套设备
、零部件、锻铸件等机电产品远销4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海外投资运营方面，以B
OT模式投资的柬埔寨达岱水电站连续6年超额完成发电任务，2020年底与柬埔寨签
署上达岱水电站BOT投资项目协议，新项目建成后将实现达岱河流域梯级开发。

旗舰远航，国机重装作为我国高端重型装备综合服务商的地位将更加稳固，发展前
景令人期待。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钟华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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