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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决策，积极创新，及时转型———

民企“闪电”创新赢先机

决策迅速、创新积极、转型及时，在对山东民营企业的调查中不难发现，创新之快几乎是这些民营

企业共有的特性。有道是“商机转瞬即逝”，正是其快捷的反应速度，才让它们抓住了商机。

从桑蚕丝到传感器，从

冷饮到牛羊肉加工

“抓住稍纵即逝的商机”

在决策的当机立断和创新

速度上，山东民企的魄力令人赞

叹：很多成功实现跨界经营的企

业，其当初的转型如今看来却颇

多偶然，其决策之快甚至难免令

人产生“轻率”之感。

在涉足传感器领域之前，鲁

杭天润其实对传感器一无所知：

作为一家传统企业，鲁杭天润的

主业是鲜蚕收购、烘烤和缫丝，

其桑蚕丝产量位居全省三甲。

从白厂丝到传感器，从传统

到高科技，如此大幅度的“转
身”，起点却是一次偶遇：2006

年，鲁杭天润董事长郭训功在参
加一次中小企业博览会时意外

得知，中国总共有 19 家船舶用

发动机生产厂，每年至少生产
6000台大型发动机，却没有一家

企 业 有 能 力 生 产 压 力 传 感

器——— 船舶发动机的配套产品
之一，只能完全依赖从国外进

口。

“也是在那次博览会上郭总
得知，当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第

四研究院已经掌握了这项技术，

但是还没有能力将其产业化。”

鲁杭天润副总经理姜立宏告诉

记者。

将压力传感器产业化，不仅

可以填补国内空白，利润空间也
十分惊人！尽管对传感器所知不
多，多年征战商场的经验还是让

郭训功意识到，这是一个绝好的

机会。

“白厂丝是传统产业，利润

低、市场有限，受金融危机的冲

击也很激烈；传感器则是朝阳产
业，做好了，至少有 5-10 年无人

能及。”姜立宏告诉记者，尽管他

们的传感器事业目前仍处于起

步阶段，产量有限，但产品质量

已经达到了国际同等水平，预计

到明年量产后，传感器产值就将

突破10亿元人民币——— 这一数
字远远高于其经营多年的桑蚕
丝年产值。

在对山东民营企业的采访

中记者发现，很多企业的“转型”

其实都源于一次偶然的契机：因
为将冷库租赁给一家黑龙江企
业做牛羊肉储藏，以冷饮起家的

济南群康集团发现了牛羊肉加

工中蕴含的巨大商机，并通过与

该企业合作，在济南建起了一个

日加工量达60万吨、年分割量逾

万吨的进口牛羊肉加工线。

如今，济南群康的第二产业
牛羊肉加工的年产值已经大大

超过了它的第一产业冷饮：前者

的年产值约10亿元，而后者的年

产值只有4个亿。

机制灵活，居安思危

“不断创新才能立于不败”

“企业的发展要有超前意
识，如果不及时转变，等到把市
场做死、做没了，再考虑转型就

晚了。”说到毅然涉足传感器这

一陌生领域的原因，姜立宏这样

表示。

居安而思危，在激烈的市场

竞争环境下，民营企业家们比

谁都清楚创新对一个企业的重

要性和紧迫性，继而在创新上

不惜重金。滕州市大地机床股

份有限公司每年都至少要拿出

销售收入的10%用于研发，这

一数字大大高于行业平均水

平。总经理王彬对企业如此重

视研发的解释是：“与企业的危

机意识有关。”

“滕州有‘中小机床之都’

的称号，大大小小的机床企业
很多，只生产普通型号的产品
很容易被模仿、超越，只有不断

创新，生产出别人做不出的高

精度机床，企业才能立于不败

之地。”他说。

记者了解到，因为投入力

度大，大地机床平均每年都能

研制出不低于 10种型号的新

产品，这一速度令同行们佩服

不已。

若为创新故，敢为天下先。

在东营方圆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技术总监、首席高级工程师申

殿邦看来，很多国有企业也不
敢尝试的创新，民营企业之所

以能够迅速做出决断，除了资
金压力外，也与民营企业的灵

活机制有关。“在决策方面，民

营企业没那么多顾虑。”

2 0 0 8年 1 2月底，被誉为

“中国冶金史上的一场技术革

命”的“吹氧造锍多金属捕集技

术”示范工程在东营方圆建成

投产。作为“十一五”国家科技

支撑计划中促进产业振兴的重

点先进技术之一，该项目打破

了国外技术垄断格局，填补了

中国有色冶金领域的空白。

“其实用氧气底吹法炼铜

这项技术早就已经在实验室试

验成功并申请了专利，但一直

没有企业敢真正将它产业化。”

申殿邦告诉记者，这种炼铜新

工艺要想实现产业化，规模化

生产试验是其必由之路。然而

在此之前，很多企业都因为怕

担试验风险，宁愿花巨资购买

国外的成熟技术也不敢做第一

个吃螃蟹的人，以至于这么一

项好工艺多年来一直待字深

闺，无人问津。

“对于我们来说，做出这样

的选择虽然也经历了激烈的思

想斗争，却没有那么多的顾虑，

一旦认准了就会坚持做到底。”

他说。

大胆冒险，小心求证

“创新之路并不平坦”

创新之快给企业带来的，不
仅仅是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大

地机床新产品对企业新增值的

贡献率达 50% 以上，更能在关键

时刻力挽狂澜，给企业的发展注
入新的生机：寿光富士木业有限

公司就是因快速创新度过金融

危机的典型。

作为一家典型的外向型劳

动密集企业，以生产木制品为

主的富士木业有员工 2000多

人，产品60%以上用于出口。

2008年年底受金融危机影响，

公司订单锐减，部分产品线被

迫停产； 2009年，富士木业

推出“LVL(单板层积材)产
品”，并凭借这项“小材大用”

的创新，重新打开了国际国内

市场。

“所谓LVL产品，其实就

是把以往家具行业视为废物的

小木棍锯开，拉成纸状的薄板

材，再在同一个方向胶合起来

连 接 起 来 形 成 大 规 模 的 板

材。”富士木业董事长傅士祥

告诉记者，这项把小木棍变成

大板材的创新已经让他们尝到

了不少甜头：变废为宝大大降

低了企业的生产成本，提高了

产品的附加值；新产品用途广

泛，适用于包括建筑、大的包

装、地板等多个领域；与易腐
朽、劈裂的实木相比，新产品优

点明显，受力更均匀，不需要再

烘 干 ，使 用 起 来 更 方 便 、环

保……

“LVL刚开始只是出口美

日韩，去年国内市场也开始逐

渐认可并接受了，现在我们的

年产能已经达到了 10多万平

方米。”傅士祥喜滋滋地说。

创新说起来简单，做起来

并不容易。

“说实话，当初做出那个决

定确实是顶着很大压力、冒了

不小风险的。”采访中申殿邦就

坦承，“吹氧造锍多金属捕集

技术”的产业化过程并非一帆

风顺，项目建成投产后也出现

过一些问题：比方说，原来设

计每小时可送氧1万平方米的制

氧机，实际送氧能力却只能达

到4000-6000平方米；受此影响，

铜的处理量也一直上不去……

“对于企业来说，使用一项

没有现成榜样的新技术是很忌

讳的，万一建成后出现问题无

法正常投产就麻烦了。”申殿邦

告诉记者，整个项目方圆的投

资额高达 7亿元人民币，一旦

失败损失无法估量，整个企业
都有可能被拖垮。

“那时候，我们董事长经常

睡不着觉，半夜一两点钟还开

车跑到炉前去查看、琢磨送不
进氧气的原因。好在经过科研

人员的不断努力，这些问题后来

都一一解决了。”他说。

因为在一个中小企业博览会上得知，中国船舶用压力
传感器全凭进口，邹平鲁杭天润实业有限公司毅然走上了
转型之路，从生产传统的白厂丝到制作高科技传感器；

因为将冷库租赁给黑龙江一家牛羊肉加工企业做仓
储，济南群康集团引进了济南最大的进口牛羊肉加工线；

因为意识到没有创新的企业很快会被同行业超越，滕

州大地机床股份有限公司每年至少拿出销售收入的10%

进行研发；

因为机制更灵活，东营方圆有色金属有限公司“敢为

天下先”，第一个将“吹氧造锍多金属捕集技术”用于生产，

并因此开创了“中国冶金史上的一场技术革命”。

民企“三项评选”特别报道

富士木业的 LVL 产品目前已行销全国。

济南群康的第二产业牛羊肉加工的年产值已经大大超过了

它的第一产业冷饮。

创新之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