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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

基，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建设现代化

产业体系，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

点放在实体经济上。近 10 年来，

中国制造业综合实力迈上新台阶，

重点领域创新取得新突破，产业结

构优化迈出新步伐，支撑起中国经

济迈向高质量发展。

作为中国高端装备制造的领

军企业、中国经济发展的创新引

擎，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国中车”，601766.SH）近年

来在自主创新道路上成绩不断。

“复兴号”中国标准智能动车组驰

骋大地、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系

统研发成功、中国高铁出口第一单

印尼雅万高铁高速动车组成功下

线……中国中车正成为“从中国制

造到中国创造、从中国速度到中国

质量、从中国产品到中国品牌”的

创新引领“火车头”。

近日，《中国经营报》记者就中

国中车“十四五”期间如何建设现

代化产业体系；如何做强、做优、做

大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后疫情时代中国中车在铁路装备

产业上的规划；未来中国中车在海

外市场的目标，与国铁集团的合作

共赢；中国中车聚焦“双碳”目标提

供方案等问题专访了中国中车董

事长孙永才。

《中国经营报》：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装备制造业是一个国家制造

业的脊梁。中国高铁从无到有，从

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到自主创

新，现在已经领跑世界。就近几年

自主创新的探索和应用，中国中车

有什么经验？在高铁装备方面，“十

四五”期间中国中车还会有什么新

的动作？

孙永才：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视

察中国中车所属企业并做出重要

指示，充分体现了总书记对以高铁

为代表的高端装备制造业的关心

和重视，为中国中车的高质量发展

提供了根本遵循，指明了前进方

向。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

察指示，中国中车针对高铁运营特

点，成功研制了具有完全自主知识

产权、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系列化的

“复兴号”动车组。

中国高铁发展成就得益于创

新体系和产业体系高度融合的成

功实践，通过构建自主创新方法体

系、统筹协同全局优势资源、完善

高效稳健管理体系，探索出了一条

在新型举国体制的有力保障下，以

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以提升行业

技术水平为目标，从“中国制造”向

“中国创造”的发展之路。

其成功经验在于：一是有党

中央的坚强领导和战略规划，为

轨道交通装备产业发展搭建了腾

飞的舞台，国内统一的大市场拉

动了产业迭代升级，使中国的轨

道交通装备拥有了全球最丰富的

应用场景和运行经验。二是中国

高铁装备快速发展历程中，形成

了技术链拉动产业链、产业链促

进技术链的“双链互促”良性局

面，完整的产业链有力推动和保

障了装备发展。三是重视核心技

术攻关和合作，形成了跨界融合

大协同的科技攻关模式，为高铁

装备快速发展提供理论、技术和

产品支撑。四是注重创新经验的

积累，逐步建成“开发、协同、一体

化、全球布局、自主可控”的科技

创新体系，形成了“两纵两横一贯

通”的创新格局。

围绕国家战略及市场需求，中

国中车正在推动时速 600 公里高

速磁浮系统、时速400公里新一代

“复兴号”动车组、川藏铁路装备、

中国标准地铁列车等智能化、绿色

化产品研制。

《中国经营报》：党的二十大报

告明确要求，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

链韧性和安全水平。高铁动车涉及

诸多行业的产业链，中国中车是如

何实现产业链、供应链结构调整

的？在带动新材料、高端电子元器

件等上下游产业的发展上，做强、做

优、做大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

水平、提升核心竞争力上都做了哪

些工作？

孙永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中央企业等国有企业要勇挑重担、

敢打头阵，勇当原创技术的“策源

地”、现代产业链的“链长”。中国

中车作为中国轨道交通装备唯一

一家产业化集团，要切实担当“大

国重器”的使命责任。

中国中车全面落实加快打造

现代产业链链长的要求：一是致

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

务，深刻认识新时代新征程赋予

中央企业的新使命新任务，将国

家所需、企业所能、未来所向有

机结合，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

业，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二是

致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

安全水平，当好产业基础能力提

升的支撑者、产业发展方向的引

领者、产业协同合作的组织者，

实现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

三是致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

自强。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

力，坚持自主创新、协同创新、开

放创新，加强产业链上下游联合

创新攻关，推动创新链、产业链、

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服务

加快建设制造强国、交通强国、

科技强国。

《中国经营报》：以冬奥会“瑞

雪迎春”智能动车组“复兴号”和时

速600公里高速磁悬浮交通系统为

代表，作为中国最具有代表性的高

端装备制造企业，中国中车在轨道

交通多品类产品研发、生产上有怎

样的实践与规划？

孙永才：中国中车是中国先进

轨道交通装备产业科技创新主体，

坚持“探索一代、预研一代、研制一

代、装备一代”的创新思路，由以应

用为中心的单一产品开发向基于

技术平台的谱系化产品开发转变，

形成“技术集中研究、产品联合开

发、能力共建共享”的两级研发管

理模式，打造与新发展阶段相适应

的“两纵两横一贯通”的科技创新

体系。

“一纵”是优化技术研究体

系。强化中车研究院、国家高速

列车技术创新中心能力建设，协

同 10 个国家级科技创新基地、9

个行业研发机构、22 个国家认定

企业技术中心、18 个海外研发中

心、12 个中车专项技术研发中心

等中国中车各级研发平台，快速

形成“探索一代、预研一代”技术

研究能力。

“二纵”是强化产品研发体

系。强化核心子企业产品研发

牵引地位和“研制一代、装备一

代”的产品研发能力，形成面向

全技术链的技术开发能力、面向

全产业链的产品开发能力和面

向全生命周期创新保障的科技

支撑能力。

“一横”是建立完善协同创新

机制。以新材料、新能源、数字

化、智能化等新技术及重大基础

前瞻共性技术研究为主攻方向，

以协同创新团队为载体，积极探

索可复制可推广的协同创新模

式，推动技术研究和产品研发一

体化发展。

“二横”是构建技术市场化交

易机制。按照“系统规划、统一平

台、资源共享”的总体思路，以加速

知识流动和技术转移为主线，以推

进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为重点，以

建设技术市场化交易相关体系为

支撑，探索构建“专业化、市场化、

全程化、资本化”的技术市场化交

易机制。

“一贯通”是建设科技创新评

价体系。建设以优化创新资源配

置、提升科技管理水平、提高科技

创新效益为导向，以“结构化、可量

化、引导性”为原则，基于产品代际

特征和技术就绪度，构建以科技资

源投入、科技创新过程和科技产出

效果为架构的科技创新评价指标

体系，突出科技创新全要素、全生

命周期评价。

中国中车持续加大研发投

入，投入强度保持在 6%左右，有

效支撑中国中车持续推出新产

品、新技术，构建具备完全自主知

识产权的先进轨道交通装备产品

谱系，引领行业技术发展。其中，

高速动车组已成为中国自主创新

的成功典范。

服务国家战略 勇当原创技术的“策源地”

中国高铁装备快速发展历程中，形成了技术链拉动产业链、产业链促进技术链的“双链互促”良性局面。

《中国经营报》：2022年上半

年，中国中车新签海外订单为173亿

元，同比增长16.11%，新签海外订单

为4年来同期最高。中国中车近几

年采取了何种策略，使海外市场订

单有了大幅增长？在海外市场中国

中车近几年是如何布局的？未来，

针对海外市场，中国中车的计划和

目标是什么？

孙永才：近年来，中国中车坚

持“一核三极多点”业务“走出去”，

实施精准化的市场策略，深耕国际

市场，强化“五本模式”（本地化生

产、本地化采购、本地化用工、本地

化售后服务和维修、本地化管理）

落地，取得了较好经营成果。

2020年中国中车获得首个境

外“系统+”项目——墨西哥城地

铁 1 号线升级改造项目，实现了

国际业务商业模式再创新。该项

目能够为当地创造约1400个直接

岗位和 700 个间接岗位，大幅度

降低能耗，具有较强的经济社会

效益以及可持续的环境效益，入

选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全球十大经

典案例，对辐射拉美国家市场产

生了良好的示范作用。在高质量

执行墨西哥城项目的基础上，连

续中标墨西哥蒙特雷 4/5/6 号线

项目、哥伦比亚麦德林 80 大道轻

轨项目、墨西哥瓜达拉哈拉轻轨4

号线项目，境外“系统+”业务稳步

推进。

下一步，中国中车将以客户

需求为中心，以实现双赢多赢为

目标，加强全球业务布局，聚焦

“产品+”“系统+”模式，推动实

施重点项目和示范工程，高质量

推进“一带一路”重大合作项目，

为世界提供基于数字化、智能

化、绿色化、全生命周期服务的

系统解决方案，为实现“连接世

界 造福人类”的企业使命贡献更

多力量。

《中国经营报》：新冠肺炎疫

情已3年，期间包括铁路和各地城

轨客流都受到大幅影响，运营企业

对新造车辆需求偏低。不过从业

绩上看，中国中车各项指标都已经

开始增长，中国中车作为铁路装备

制造企业是如何应对当前新造车

辆订单减少的？在后疫情时代，中

国中车就铁路车辆板块有何新的

计划？

孙永才：疫情以来，铁路客运

量受到较大影响，但通过铁路提升

货运增量行动，货运发送量呈现增

长态势。中国中车作为各型铁路

装备供应商，尽管动客车需求数量

有所减少，但机车、货车需求量在

增长，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经营的稳

步推进。

为了应对动客车需求减少对

经营的影响，中国中车一方面积极

推动铁路产品创新，全力满足铁路

市场的新需求、新变化；另一方面

围绕“一核三极多点”业务结构，积

极开拓市场支撑新突破，轨交业

务、新能源、新材料业务、产品+、

系统+市场拓展取得了良好业

绩。同时，中国中车始终坚持高目

标引领，围绕年度经营目标，全面

开展节支降耗、提质增效工作，开

展全要素成本对标。

中国中车坚守“交通强国、铁

路先行、装备支撑”的使命担当，

将科技创新作为高质量发展的核

心动力，聚焦谱系化、高速化、绿

色化、便捷化、国际化，积极推进

铁路机车车辆产品升级换代，高

速动车组、大功率机车、重载铁路

货车等铁路装备整体技术达到国

际领先水平。后疫情时代，我们

将围绕市场需求，加快推进轨道

交通产品的升级换代，充分发挥

资源优势，开展产品全生命周期

服务。

《中国经营报》：国铁集团是

中国中车第一大客户，其推出的机

车车辆修程修制改革已5年多，这

期间，就动车组维修后市场，中国

中车也与国铁集团展开了多项合

作。中国中车在维修后市场的探

索有哪些新进展？在维修后市场，

中国中车与国铁集团还有哪些合

作？在维修领域，未来的利润增长

点还有哪些？

孙永才：中国中车与国铁集团

一直致力于机车、动车组检修业务

的长期合作。围绕产品全生命周

期成本管理，中国中车推动各相关

子企业与铁路局开展属地检修、自

主检修、合作检修以及专业化集中

修等多种方式的维修市场合作，共

同保障全路机车车辆装备的高效、

安全运营。

近年来，中车持续发挥造修

一体的企业优势，与国铁集团共

同开展产品修程修制改革的技

术研究和验证，持续开展产品全

生命周期管理的研究，通过检修

技术、工艺的自主创新，深入开

展部件自主检修和深度检修，提

高机车、动车组的检修质量、缩

短检修修时，为用户提供高品质

检修服务的同时也降低用户的

运维成本。

未来，中国中车将发挥源头技

术优势，持续推进造、修、用数据协

同，贯通铁路装备的运用和检修数

据在产品全生命周期检修服务、动

车组中后期服役性能研究、技术升

级改造等方面，开展基于经济性、

安全性的研究探索，为技术循环迭

代创造条件；充分发挥既有成果，

继续与国铁集团各路局联合开展

数字化智能化的配件中心建设。

通过与国铁集团持续的深度检修

合作，建立和完善动车组运维检修

的中国标准体系，持续擦亮中国高

铁“国家名片”，更好地服务“一带

一路”建设。

后疫情时代 推进轨道交通产品升级换代

未来，中国中车将发挥源头技术优势，持续推进造、修、用数据协同。

打造智能化产品 聚焦“双碳”目标

为支撑“产品+”“系统+”业务发展，中国中车在数字化、智能化、

绿色化产品的创新研发上做了很多工作，制定了打造“三舱一

体系”的目标，即打造产品全生命周期数据驾驶舱、企业生产指

挥数据驾驶舱、企业经营管理数据驾驶舱和智能产品研发数字

化体系。

《中国经营报》：中国中车今

年推出了“产品+”和“系统+”业

务。“产品+”“系统+”战略落地要

以企业数字化转型为支撑，中国中

车在依托数字化平台，打造智能化

产品上，做了哪些工作，有何具体

实例？

孙永才：首先介绍一下概

念，“产品+”是指产品+全生命

周期服务，包含两个核心要素，

一是产品，具体指车辆和机电

系统装备等；二是数字化、智能

化、绿色化支撑下的全生命周

期服务。“系统+”是指系统解决

方案+全生命周期服务，也包含

两个核心要素：一是包含规划

设计、建设、运营一体化的系统

解决方案；二是数字化、智能化

支撑下的全生命周期服务。未

来，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支

撑下的全生命周期服务是中国

中车要极力拓展的业务方向，

数字化转型是支撑，智能化产

品是基础。

为支撑“产品+”“系统+”

业务发展，中国中车在数字化、

智能化、绿色化产品的创新研

发上做了很多工作，制定了打

造“三舱一体系”的目标，即打

造产品全生命周期数据驾驶

舱、企业生产指挥数据驾驶舱、

企业经营管理数据驾驶舱和智

能产品研发数字化体系。为了

确保“三舱一体系”建设的顺利

进行，我们实施了包括“基于电

油双源制机车项目的数字化工

程”“基于广州地铁 12 号线项目

的数字化工程”“基于智能城际

动车组项目的数字化工程”等

在内的多项系统工程项目，以

及包括“基于系列化中国标准

智能市域列车的数字化应用示

范工程”“无锡 S1 线工程项目全

生命周期管理示范工程”等在

内的多个专项。这些项目涵盖

了地铁、市域城际、动车组、机

车、风电机组等主要产品类型，

能够极大提升中车产品的智能

化水平，为中国中车数字化转

型和“产品+”“系统+”业务拓

展奠定坚实基础。

目前在应用方面也取得了

一些进展。比如在“产品+”方

面，我们加大车辆等机电系统

产品及其全生命周期维护智能

化技术的创新研究。全自动驾

驶、智能照明、智能温控、千兆

以太网、多网融合等智能化技

术已经得到推广应用，智能运

维技术也已在上海地铁 17 号

线，广州地铁 18 号线、22 号线

等项目得到应用。系列化中国

标准地铁列车全面应用了这些

智能化技术，是智能化产品的

典型代表。

在“系统+”方面，中国中车

也构建了智慧城轨中车方案，是

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系统”

的典型代表。目前，无锡S1线已

经采用了中车智慧城轨技术和

产品，包括双向变流系统、能量

运控系统、智能化巡检系统、BIM

技术等18项智能应用。

《中国经营报》：“双碳”目标

提出后，中国中车将风电业务放

在了更重要的位置上，风电业务

已经成为其重要增长点之一。

中国中车在风电装备领域将如

何增强核心技术自主创新能

力？作为以轨道交通装备为核

心的企业，踏足风电领域的优势

是什么？

孙永才：中国中车将在高铁

自主创新的成功范例和轨道交

通核心技术平移到风电装备领

域，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打造四个“一代”的风

电科技研发体系。坚持“探索

一代、预研一代、研制一代、装

备一代”的创新思路，将轨道交

通装备技术管理体系向风电业

务平移，形成符合风电产业实

际 、具 有 特 色 的 技 术 管 理 体

系。二是聚焦关键国产化产品

技术的研发应用。通过关键国

产设备在风电整机和复杂环境

中的技术验证、应用，攻克风电

控制系统、轴承、变桨系统、数

据库、功率模块等长期“卡脖

子”技术难题，勇担时代责任，

发挥央企支柱作用。并推动和

带动风电产品产业链的快速发

展，同时降低整机成本，提高产

品竞争力。三是推进产业数字

化和产品智能化。打造数字化

转型与创新平台，提升智能化

机组水平和智能化运维水平，

实现全方位的数字化转型升

级，打造自身核心竞争力。

中国中车踏足风电领域的

优势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

全产业链的核心技术优势。产

业链优势是中国中车风电业务

的核心竞争力优势。中国中车

拥有从器件到部件、再到整机的

全产业链优势，建立起了全技术

链、全产品链、全生命周期的技

术创新能力、产品开发能力、工

艺制造能力，在中国风电装备产

业中占有带动和引领地位。尤

其是中国中车拥有核心器件设

计和制造能力，是其他企业无法

比拟的优势。

二 是 获 取 合 作 共 赢 的 优

势。多年来，中国中车与兄弟央

企、地方政府也积累了互利共赢

的合作关系。这对于推进央企

与央企间、央企与地方间强强合

作、深度合作，对于获取订单、获

取风光资源上能够起到强有力

支撑作用。

三是产品技术优势。中国

中车风电的核心技术优势根植

于中车轨道交通技术策源地和

产业链链长的核心竞争力。中

国中车风电整机就是“立起来

的高铁”，平移和发展了高铁的

核心技术能力和工艺制造能

力。我们更在质量安全方面秉

承“安全第一”的理念，从设计

源头开始就平移了高铁的研发

体系和质量管控体系，客户认

可度更高。

此外，中国中车拥有新能源

风、光、储、氢系统解决能力，各

个环节都有技术储备和产业化

能力，这种系统解决能力是市场

发展的方向，也是客户越来越强

的产业诉求。

四是集团支撑的优势。中

国中车风电业务是中车核心竞

争力的同心多元发展，与轨道交

通根本相同、技术相通，互相支

撑。中国中车风电业务能够在

战略、组织、技术、人力、资金等

全方位全要素得到中车整体资

源的支撑，轨道交通领域的核心

竞争优势能够迅速平移到风电

业务领域，在市场上快速形成了

竞争优势。

在技术原理上，高铁、轨道

交通与风电装备是同源的。轨

道交通的动力来源是通过将电

能转化成机械能实现的，在刹车

时，又是将机械能转化成电能的

回收过程。风电是将风能转化

成机械能、再到电能的过程。因

此轨道交通的系统集成、机械传

动、电机、电控等核心技术在风

电上都可以实现应用。从技术

角度讲，风电整机就是“立起来

的高铁”。

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孙永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