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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5年7月起中国内地首条设计速度350千米/时的高铁开工建

设，至今中国高铁产业已走过17年。在这17年中，中国高铁实现了从

“追赶者”到“领跑者”的跨越。截至2021年底，全国铁路营运里程突破15

万公里，其中高铁超过4万公里。

近年来，中国的铁路人持续深化高铁自主创新，形成了涵盖时速

160、250、350公里等不同速度等级，适应高原、高寒、风沙等各种运营环

境的复兴号系列产品。以复兴号为代表的中国高铁成为一张亮丽的国

家名片。

众多的高铁零部件供应商也抓住机会，迅速扩大市场，伴随着中国

高铁一起成长。宣瑞国和他的华铁股份在20多年的时间里，多次落子，

每次时机都恰如其分。

2011年，受“7·23”甬温线动车事故影响，铁路投资大幅降低，

业内唱衰中国高铁的声音络绎不绝。但宣瑞国仍坚定看好中国高

铁市场发展，选择在 2012 年收购青岛亚通达。经历了低谷之后，

2013年伴随着中国高铁建设的复苏，青岛亚通达的发展也进入快

车道。

收购德国企业BVV的故事如出一辙。由于轻视中国高铁用户的需

求，2016年BVV在中国甚至全球的业务都陷入低谷，濒临破产。正是在

这个时候，宣瑞国抓住机会，带领团队一举完成收购。BVV成为中资企

业后，快速而灵活地适应了中国市场，业绩节节攀升。

创新、冒险与坚持是企业家的本能，宣瑞国是一个天生的创业

者。在这一次次落子成功的背后，是对行业敏锐的观察和果敢的

抉择。

采访中，记者感受到宣瑞国作为企业家深深的家国情怀。他将企业

发展同国家与民族命运紧密结合在一起，这既能破解企业发展过程中的

现实困境，又能在无形中影响企业员工的精神追求。这种隐形力量促进

企业发展使其基业长青。

宣瑞国，1968

年11月生，安徽合

肥 人 。 1990 年 毕

业于中国人民大

学 国 际 政 治 专

业。现任华铁股

份董事长，德国波

鸿交通技术集团

(BVV)董事长，中

国自动化集团创

始 人 、董 事 会 主

席，北京康吉森自

动化技术股份有

限 公 司 董 事 长 。

旗下企业总人数

6000 人，年收入规

模达100亿元。曾

荣获安永“中国科

技企业家奖”，中

国 并 购 专 项 奖

—— 并 购 整 合 奖

等多项荣誉。目

前，宣瑞国担任亚

布力中国企业家

论坛理事、中国并

购公会常务理事

等职务。

深度

争做全球领先的高铁零部件供应商
访华铁股份董事长宣瑞国

家国情怀促企业发展
基业长青

疫情造成铁路旅客客流下降、列

车行驶数量下降已近三年，这对华铁

股份的业务有一定影响。但总体来

讲，华铁股份是一家多品类的轨道交

通车辆零部件供应商，公司在目前市

场增长缓慢，甚至出现下滑情况下，采

取了一些灵活经营策略。

例如，华铁股份在持续进行品类

扩张。2021年华铁股份收购湖南博科

瑞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简称“湖南博

科瑞”），今年又收购了山东嘉泰交通

设备有限公司（简称“山东嘉泰”）剩余

49%股权，这些有扎实基础的行业配件

领先企业，弥补了行业下滑给公司带

来的影响。

同时华铁股份也利用行业低潮，

积极开拓各个铁路局集团公司售后

维保市场。此外，我们也特别关注正

在迅速发展的城市轨道交通市场，并

在其中积极布局，把华铁股份在高铁

车辆配件产品布局延伸到如地铁、轻

轨领域，这将给企业经营带来持续性

成长。

（本版文章均由本报记者孙丽朝 路炳阳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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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华铁股份在列车制动、大空调和车门大修等方面都会有比较

大的发展。兼并收购作为公司战略，我们会持续保持。

交通强国、铁路先行。近年

来，中国铁路网络不断完善，城市

轨道交通建设如火如荼，运输效率

不断提升，轨道交通为畅通中国国

民经济循环奠定了坚实基础。

截至2022年6月，中国铁路营

业里程达到15.2万公里，其中高铁

4.1 万公里；地铁里程超过 7200 公

里。在这背后，众多的轨道交通配

件供应商是保证中国庞大轨道交

通网络运输安全，车辆快速平稳、

运行舒适的一块块基石，正是这些

企业的不懈努力，构建了中国庞大

的轨道交通网。广东华铁通达高

铁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华铁股

份”）即是其中的佼佼者之一。

华铁股份主营业务涵盖轨道

交通车辆给排水及卫生系统、辅助

电气系统、车身及车端连接系统、

空调系统、制动系统、车内设施、大

型养路机械等多品类十余种产品

的研发、生产、销售及服务，是中国

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国

铁集团”）和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

司（601766.SH，简称“中国中车”）的

重要供应商。

中国轨交零部件企业如何“走

出去”？后疫情时代，轨道交通配件

企业增长点在哪里？优秀的轨道交

通装备企业应具备哪些特征？……

针对这些问题，《中国经营报》记者

专访了华铁股份董事长宣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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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铁股份在2016年通过收购

香港通达100%股权，开始从传统业

务向新兴的高铁车辆零部件业务转

型，这次收购也造就了我们未来发

展的基础。

此后，华铁股份又收购了山东

嘉泰及湖南博科瑞 51%股权。在

这一过程中，我们顺利实现了品类

扩张。现在我们有 20 多种产品，

其中给水卫生、电池和座椅产品是

国内高铁零部件企业中无可争议

的龙头。我们通过与全球最大的

轨道交通零部件公司美国西屋法

维莱合资，引进了8种关键产品技

术，经过几年发展，已陆续获得产

品资质。

未来，华铁股份在列车制动、大

空调和车门大修等方面都会有比较

大的发展。兼并收购作为公司战

略，我们会持续保持。

华铁股份的收购、并购

逻辑是什么？

疫情对公司业务影响如何?

多品类发展应对市场下滑

简历

中国铁路市场仍有巨大发展潜力

按照规划，到2035年，全国高铁将达7万公里，与2020年底的3.8万公里相比，15年的时间，增长近一倍，这说明中国高铁仍有巨大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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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营报》：2020年以来，受

疫情影响，全国铁路客流和城市轨道

交通客流都下滑严重。疫情对公司

业务影响如何?

宣瑞国：疫情造成铁路旅客客

流下降、列车行驶数量下降已近三

年，这对华铁股份的业务有一定影

响。但总体来讲，华铁股份是一家

多品类的轨道交通车辆零部件供应

商，公司在目前市场增长缓慢，甚至

出现下滑情况下，采取了一些灵活

经营策略。

例如，华铁股份在持续进行品

类扩张。2021 年华铁股份收购湖

南博科瑞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简

称“湖南博科瑞”），今年又收购了山

东嘉泰交通设备有限公司（简称“山

东嘉泰”）剩余49%股权，这些有扎

实基础的行业配件领先企业，弥补

了行业下滑给公司带来的影响。

同时华铁股份也利用行业低

潮，积极开拓各个铁路局集团公司

售后维保市场。此外，我们也特别

关注正在迅速发展的城市轨道交通

市场，并在其中积极布局，把华铁股

份在高铁车辆配件产品布局延伸到

如地铁、轻轨领域，这将给企业经营

带来持续性成长。

《中国经营报》：华铁股份在轨

道交通高端装备自主创新上的探索、

研发和应用具体有哪些实例？

宣瑞国：自2004年开始从事铁

路客车相关零部件配套，2006年伴

随中国高铁提速，先后从日本、德国

引进了闸片、电池和给水卫生系统，

以及从瑞典引进了烟雾报警系统。

2014 年实现首列复兴号国产化装

车，在过去十多年中，华铁股份在上

述领域把完全依赖外商的零部件组

装业务全部实现了国产化。

目前，华铁股份对这些高铁零

部件的国产化能力已达到100%，所

有零部件的软、硬件在中国研发、设

计及生产。例如，给水卫生 DTC

控制系统(数字式卫生间控制器)，

作为一个数据采集、控制、通信、健

康诊断等多功能高度集成的电子系

统，需要考虑车辆环境的地域温差、

冲击振动，尤其是车辆复杂的电磁

环境对设备的影响，通过对产品不

断研发和反复的验证，装车产品全

部满足现车工况要求，应用效果超

过国外同类型产品。

同样电池部件也是经过 10 多

年发展，实现 BMS（Battery Man-

agement System，电池管理系统）系

统和电池系统在线维修、维护，全生

命周期监测。

《中国经营报》：华铁股份在近

两年先后收购了香港通达和山东嘉

泰等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企业，华铁股

份的收购、并购逻辑是什么？

宣瑞国：兼并收购是全球铁路车

辆零部件企业一个常见的发展道

路。例如全球知名的轨道交通零

部件制造商德国克诺尔（Knorr-

bremse）和美国西屋制动（Wabtec）

在成长过程中，都曾经历上百次收

购，才达到今天几十亿美元的规模。

华铁股份在 2016 年通过收购

香港通达100%股权，开始从传统业

务向新兴的高铁车辆零部件业务转

型，这次收购也造就了我们未来发

展的基础。

此后，华铁股份又收购了山东

嘉泰及湖南博科瑞51%股权。在这

一过程中，我们顺利实现了品类扩

张。现在我们有20多种产品，其中

给水卫生、电池和座椅产品是国内

高铁零部件企业中无可争议的龙

头。我们通过与全球最大的轨道交

通零部件公司美国西屋法维莱合

资，引进了8种关键产品技术，经过

几年发展，已陆续获得产品资质。

未来，华铁股份在列车制动、大

空调和车门大修等方面都会有比较

大的发展。兼并收购作为公司战

略，我们会持续保持。

《中国经营报》：在您看来，优秀

的轨道交通企业应该具备哪些特征？

宣瑞国：我觉得轨道交通企业最

重要是产品质量。我们所从事的是

大规模客运的交通行业，对人的安全

有重要责任。中国高铁的安全标准

与核电站是相同的。作为一个轨道

交通装备制造业企业，保证所生产

的产品质量和安全，这是第一位的。

第二位是持续的研发能力。过

去十几年，中国高铁走过了引进、消

化、吸收再创新过程，高铁成为中国

亮丽的名片，也成为中国高端制造

业的一个旗帜。我们所走过的路，

是一个持续科技研发投入的过程。

科技领先是中国高铁未来长期发展

的火车头。

我们零部件企业作为中国高铁

供应链当中的重要环节，过去10年

中，在研发方面我们一直不遗余力，

实现了全部的国产化，更在原有国外

引进技术的基础上，实现了全面的技

术提升，保证了中国高铁弯道超车。

最后一个方面是所有企业的共

性特点，就是增长的动力。中国运营

着全世界3/4的高铁里程，中国中车

已经是全世界最大的高铁总集成商，

它的规模超过了全球第二、第三和第

四大整车装备制造商的总和。在这

一背景下，作为轨交零部件制造商，

我们绝对有理由冲击行业冠军。

全球的轨道交通零配件企业都

在竞争，但是中国的零配件企业面

对着这么好的母体市场和背景市

场，我们有强大的发展动力。

《中国经营报》：您带领旗下企

业进入中国铁路行业十几年，最大的

感触是什么？

宣瑞国：中国铁路行业是一个高

速发展的行业，过去20年的时间，中

国的铁路行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从一个追随国外先进技术的配

角，变成领先全球的主角。而且中国

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给了我们在其

他国家市场无法实现的应用场景。

作为零部件企业，我深刻地感

受到铁路行业对于安全的重视和监

控是无与伦比的。尤其是高铁车

辆，对每一个零部件质量监测都非

常严格且细致。中国的铁路零配件

安全标准是全球最严格的，这对包

括 BVV 在内的全球供应商都是压

力，也是带领行业提升安全水平和

管理水平的动力。

最后一点，中国铁路人是非常

进取的。按照规划，到 2035 年，全

国高铁将达7万公里，与2020年底

的3.8万公里相比，15年的时间，增

长近一倍，这说明中国高铁仍有巨

大发展空间。

《中国经营报》：未来10年，您整

合旗下国内外轨道零部件产业的目

标是什么？

宣瑞国：我们企业发展与中国

高铁引进、消化、吸收，到实现轨交

零部件国产化的步伐同步。在最初

的10年，我们主要业务对象是中国

中车，特别是中国中车的新造业

务。现在全国高铁列车保有量已达

4300 多列，未来可能会达到 6000~

8000列，甚至更多。列车零部件的

后续市场有巨大发展空间。

所以近几年，我们持续围绕各个

铁路局集团公司建立服务网点、售后

服务中心，加强与最终用户合作，希

望在提供稳定可靠产品的同时，增值

服务也能给企业带来新助力。

发展国铁业务的同时，我们也

积极关注和投入城市轨道交通业

务。近期，华铁股份和几个城市的

地铁集团将达成战略合作或合资合

作。迅速成长的城市轨道交通市

场，也给了华铁股份持续发展空间。

中国轨交零部件企业不仅是属

于中国的，也是属于全球的。当前

中国高铁营运里程超过 4 万公里，

占全球高铁总里程的 3/4，中国中

车已成为全球最大的高铁总成车辆

制造商，巨大的中国市场一定会培

育出全球规模的轨道交通车辆零部

件运营商。

我们会积极在海外市场进行兼

并收购，进行产品研发、市场开发，进

一步拓展我们市场总量，使华铁股份

成为国际级高铁车辆零部件供应商。

《中国经营报》：华铁股份旗下

各个企业在5G+工业互联网和工业

4.0数字化方面，具体有哪些探索？

在智能制造领域有哪些应用？

宣瑞国：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

面：第一，我们现有的主力工厂青岛

亚通达和山东嘉泰，生产过程都已

实现数字化，并充分使用 ERP（企

业资源计划），MAX（3D建模）等先

进软件，以规范和指导生产全流

程。在生产装备、测试工具等方面，

我们都采用了数字化设备，确保生

产质量全程监控。

第二，我们在给水卫生、电池和

座椅这三个产品的市场占有率非常

高，对于相关零部件的全生命周期

监控非常重要。我们陆续开发了围

绕这三个零部件的预测性维修和全

生命周期监控工业互联网设备，希

望能尽早通过国铁集团的认证，并

尽快装车。

未来，我们希望基于工业互联

网的全生命监测设备能够和列车

的 TCMS（控制和监控系统）进行

衔接，为列车提供更加丰富的健康

保障数据。

《中国经营报》：BVV是德国百年

企业，全球知名的高速轮对供应商，作

为民营企业，谈谈您收购BVV的设想、

初衷和对BVV的未来愿景和规划？

宣瑞国：BVV诞生于1842年，今

年是180周年。这是一家享誉全球

的轮对供应商，它生产包括高铁和

机车车辆轮对，在欧洲德语区有着

绝对的市场占有率，也是中国高铁

市场仅有的两家轮对供应商之一。

在美国地铁和有轨电车市场，BVV

也保持着非常高的市场占有率。

2016年我们获得一个机会，成

功的收购了BVV。在收购初期，我

们确定了三个战略：第一是为中国市

场带来增量；第二是中国的管理优化

企业成本；第三是中国制造提高BVV

的全球竞争力。这三个战略目标在

过去5年中得到了充分的落地。

此外，我们通过降本增效、加强

管理、减少库存、增加现金流等措

施，提升了BVV的整体经营效益。

虽然在 2020~2022 年，我们也

受到了疫情的影响，但在疫情之

下，我们成功地保证了整个工厂持

续开工。中国业主所采取的应对

疫情措施获得了 BVV 管理成员和

工会的充分拥戴。

对于第三个战略目标，即把

BVV 高铁轮对的技术转移到中国

生产，利用中国制造的成本优势，扩

展BVV的全球竞争力。目前，我们

计划在国内建立一个本地轮对工

厂，全套引进德国设备。未来，

BVV 将在中国和德国同时拥有两

大生产基地。

我们相信未来 BVV的业绩会

持续增长，成为全球第一的先进轮

对制造商。

布局列车零部件后市场

我们会积极在海外市场进行兼并收购，进行产品研发、市场开发，进一步拓展我们市场总量，使华铁股份成为国际级高铁车辆零部件供

应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