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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前，重慶機電股份所屬重慶華浩冶煉有
限公司虧損高達5800多萬元。預計2017年公
司利潤可達千萬元。

迅速扭虧為盈的背後，是重慶機電股份近
幾年來積極探索混合所有制改革取得的成
效。

長期以來，生產有色金屬粉末的龍頭企業
─重慶華浩冶煉有限公司和北京有色金屬
研究總院下屬有研粉末新材料（北京）有限
公司，為搶佔市場，互相殺價，導致兩敗俱
傷。

2014年7月，兩家企業強強聯合，組建混合
所有制企業─重慶有研重冶新材料有限公
司。為激勵管理層積極性，重慶機電股份拿
出8.5%的股份實施管理層和骨幹員工持股，
混合所有制改革讓企業生機再現。

這，也只是重慶機電股份在推進國資國企
改革採取的重要舉措之一。

近 年 來 ， 重 慶 機 電 股 份 按 照 母 公 司 新
「321」發展戰略─夯實 「3大抓手」：
「做精存量、做強增量、持續創新」，確保

質量效益型發展；完成 「2大經營目標」；實
現 「裝備中國，走向世界」的企業願景。結
合國資國企改革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要
求，發揮母公司優良資產和核心業務的重要
管理平台優勢，不斷調整自身發展規劃，勇
當改革先行者，找準定位，履行使命。

做精存量，就是鞏固傳統產品的市場領導
地位，對存量資產的存良去莠、優化整合，
形成一個有競爭力、有抗風險力的產業集
群。做強增量，就是瞄準具有戰略性、帶動

性和市場潛力巨大的產業，堅持自身發展與
科學併購同步走，實施戰略投資，培育新的
經濟增長點。持續創新，就是不斷地對現有
產品升級換代，滿足客戶和市場不斷變化的
需求，並以敏銳的嗅覺發現新市場，研發新
產品，拓展新業務。

在實施過程中，公司堅持產業運作與資本
營運相結合，實施 「三個維度、三個層面和
四新路徑」的戰略措施。

「三個維度」，即橫向進行產品結構調整
和技術上檔升級，向大規格、高檔次、綠色
化等方向滾動發展；縱向進行產業鏈拓展，
向上游拓展掌控資源，向下游拓展做大產業
規模，提升附加值並降低產業鏈風險；第三
維度則是通過合資合作，併購重組等方式，
向新領域拓展，填補國內空白，培育新的經
濟增長點，進行產業結構調整。 「三個層
面」即從產業、資本、管理三個層面採取措
施，推動提升公司綜合競爭力。 「四新路
徑」即是 「新技術實現提升，新產業促進增

長，新渠道多元融資，新機制激發活力」。
2016年來，重慶機電股份通過制定 「一企

一策」改革方案，為江機、神箭等子企業引
入戰略投資者，實施了混合所有制改革，做
強了主業。對符合產業發展方向的項目大膽
投入，公司先後收購了大安成飛、重慶變壓
器、財務公司等公司股權，成立了世瑪德、
採棉機、重通智遠、重通透平等合資公司，
實現資本優化配置，提高資產運營效率。同
時，通過 「關、清、退」，減幅縮鏈，按照
市場化方式堅決關閉或退出了協同效應不大
以及不符合未來發展的企業，轉讓了惠江、
美的等約10家企業股權，推進關閉了綦齒鍛
造、綦齒零部件等約6家空殼公司、資不抵債
的公司。

改革，激發了企業內在活力。在轉型升級
新常態下，公司經營繼續穩健前行：年主營
收入從10年前的60億元增長到90億元，年利
潤長期保持在6億元左右。

重慶機電股份重慶機電股份
培育發展新動能培育發展新動能 讓高端製造裝備世界讓高端製造裝備世界

2007年7月27日，經重慶市政府和重慶市國
資委批准，重慶機電控股（集團）公司（簡
稱重慶機電集團）聯合重慶渝富資產經營管
理有限公司、重慶建工（集團）有限責任公
司和中國華融資產管理公司等四家國有獨資
公司共同發起成立了重慶機電股份有限公司
（簡稱重慶機電股份），一年後，該公司在
香港聯合交易所正式掛牌上市。

10年間，重慶機電股份在控股股東重慶機

電集團和廣大投資者的支持下，深化改革，
積極融入西部大開發、 「一帶一路」和長江
經濟帶建設。特別是近年來，公司積極調整
戰略步伐，堅持走質量效益之路，以改革和
創新驅動戰略推動產業升級，積極培育核心
競爭力和發展新動能，產業整體向高端、智
能、綠色、誠信製造發展，實現了歷史性跨
越。

到2016年底，重慶機電股份資產規模從成

立之初的65.65億元，增長到154.36億元；連
續多年躋身中國機械工業500強；上市以來已
累計向全體股東分紅14.41億元。

站在新的起點，重慶機電股份秉承 「裝備
中國，走向世界」的企業願景，提出到2020
年，實現資本與產業深度融合，良性互動，
努力將自身打造為主營業務突出、競爭優勢
明顯，盈利能力強勁，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的
高端製造上市企業。

站在新的歷史起點，重慶機電股
份如何抓住新一輪技術革命和產業
變革的歷史機遇，助推產業由中低
端邁向中高端，實現轉型升級和提
質增效發展？

重慶機電股份董事長王玉祥表
示，根據規劃，到2020年，機電股份
要實現資本與產業的深度融合，良
性互動，努力把機電股份打造成為
主業突出、競爭優勢明顯、盈利能
力強勁、具有國際競爭力優勢的綜
合裝備製造上市企業，將 「重慶機
電」打造成為國內知名、國際上有
影響力的品牌。

如何實現上述目標？王玉祥稱將
在以下幾方面努力：

推進資產再造，打破工業製造類
企業盈利能力不強的瓶頸。就是要
關閉退出一批：與發展戰略不匹
配，無核心產品、無投資回報，虧
損嚴重，扭虧無望的企業，進行資
產重組，通過股權轉讓、資產出
售、清算關閉、破產等方式退出，
消滅虧損源，止住 「出血點」。改
制重組一批：對有一定技術含量，
但競爭力較弱，受市場波動影響較
大，處於盈虧邊緣的企業，通過引
入增量或轉讓減持的方式，引入戰
略投資者，創新體制機制，推進管

理層持股，激發企業新活力。
按照重慶機電集團新 「321」戰

略，努力實現存量做精，增量做
優，就是要支優支強一批：對競爭
力強、市場佔有率高，具有較強技
術和品牌優勢，是重慶機電股份主
要利潤來源或新增長點的企業，在
政策、資金、技術、管理、人才等
方面給予全力支持，多舉措打造核
心產業板塊。項目落地一批：對有
引領性的重大項目深入研究，推動
落地，特別是要用智能製造項目集
合引導產業鏈相互融合，解決重慶
機電股份目前主業不突出，產業較
為分散而未形成協同發展支撐力的
問題。

審時度勢，謀劃未來。就是要
「走出去」一批：鼓勵在海外市場

有一定基礎，條件趨於成熟的企
業，以 「一帶一路」倡議等為契
機，加快國際化步伐，推動產品、
技術、資本 「走出去」，參與國際
市場競爭，拓展企業生存發展空
間。新增培育一批：加快發展高端
智能裝備、人工智能產業發展，新
培育發展一批國家和地方政府政策
扶持力度大的物聯網、機器人、節
能環保等新興產業，形成新的增長
點。

全面融入國家戰略
助力 一帶一路和長江經濟帶建設

對於重慶機電股份來說，發展的腳步從沒停歇。
近幾年，根據《中國製造2025》和借鑒德國 「工業4.0」，重慶機電股份積極融

入西部大開發、 「一帶一路」和長江經濟帶建設，結合我市提出的十大戰略性新
興產業發展規劃，以機電集團《2015-2020產業發展規劃》為指引，對企業的發
展規劃做到 「一年一審視、兩年一調整」。

按照母公司重慶機電集團 「3+2」產業板塊發展規劃，重新調整重慶機電股份
產業板塊劃分，以培育龍頭企業帶動板塊協同發展，形成了重慶機電股份整體優
勢和企業獨特優勢的有機結合。同時，以重慶機電集團全球營銷體系和歐洲創新
中心、營銷中心為依託，以放眼全球的戰略眼光，引導企業挖掘潛在市場，關注
前沿產業，積蓄發展後勁。

目前，重慶機電股份形成了以長壽和空港工業園區為區域的汽車零部件和線纜
電瓷產業集群，以南岸茶園工業園和長江工業園為區域的通用環保和機床工具產
業集群，以江津珞璜工業園和綦江工業園等為區域的水電和變速器產業集群。目
前，這幾大產業板塊持續保持良好發展態勢，產品質量提升，國際貿易擴大，進
一步確立了自身在國內裝備製造行業中的領先地位。

展望新的10年，重慶機電股份將繼續貫徹 「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
五大發展理念，繼續堅持高端製造、綠色製造、智能製造、誠信製造發展方向，
推進新興產業板塊協同共進的產業發展新格局，爭取早日實現 「幸福機電，裝備
世界」的重慶機電夢。

有別於傳統母企業逐漸衍生子企業的發展
模式，重慶機電股份成立之初，僅是股權的
整合，50餘戶子企業經營狀況、產品類別、
歷史背景、發展路徑都非常迥異，存在 「集
而不團、管而不控」 「收放兩難、集分失
衡」的現象，內部協同效應難以發揮。

按照市場化的內在需求，建立內部管控體
系健全、高效的現代企業，盡快完成重慶機
電股份管理從形式到實質的跨越勢在必行。

重慶機電股份提出股東大會、董事會、監
事會、經理層、內外部審計 「五大基石」理
念，建立了決策監督與保障支持、高效運行

與有效管控的良好治理體系。
同時，人力資源、財務、資本營運、經濟

運行、物資集中和內部控制六大管控平台應
運而生，建立起了在雙向溝通的基礎上，以
問題為導向的 「一企一策」管控模式，做到
了管理上的精準施策。

「通過管控體系建設，產業結構、產品結
構不斷優化，企業競爭力不斷提升，重慶機
電股份旗下一些企業的經營業務已經從製造
業向製造服務型轉變。」重慶機電股份總經
理陳萍表示，2016年公司降低及相對降低採
購成本超過1000萬元，質量損失下降幅度達

26%，全年企業萬元增加值綜合能耗同比下降
約6%。

為強化資金整合效應，提升公司財務管理
水平，為重慶機電股份及重慶機電集團所屬
企業提供融資服務，2013年成立的機電財務
公司，有效推動了機電企業協同發展。

機電財務公司從成立到2016年末，累計為
機電集團節約資金成本2億元，整體貨幣資金
下降20億元，資金歸集增加10億元，累計實
現淨利潤2.18億元。

10年來，重慶機電股份專利累計授權量達
到2006項，其中授權發明專利138項，較成立
之初增長了近30倍。旗下擁有3個國家級企業
技術中心，2個博士後工作站，1個院士專家
工作站，技術實力處於全市領先地位。

技術實力的提升，加快了公司新產品的研
發。重慶機電股份新產品產值率連續多年保
持在50%以上。

數據背後，則是重慶機電股份借鑒《中國
製造2025》和德國 「工業4.0」戰略，運用
「互聯網＋」，加快培育和壯大戰略性新興

產業，出台一系列支撐創新驅動發展的舉
措，堅持走自主研發、聯合開發、引進吸
收、消化再提升的創新驅動發展之路。

近年來，為着力在公司內部營造創新氛
圍，重慶機電股份以持續創新作為戰略發展
的最重要抓手之一：修訂完善了《三年創新
驅動實施方案》，相繼出台了《關於進一步
促進技術創新的實施辦法》《科技專項獎勵
辦法》《科技創新項目投入視同年薪考核利
潤》等11項制度；以技術進步帶動產業升
級，形成 「兩年一表彰、一年一推進」的創
新工作推進機制。

加大對所屬企業科技創新工作的考核力
度，重慶機電股份專門設立了 「創新項目扶
持資金」，每年預算300萬-500萬元，鼓勵企
業通過對外產學研合作或成果植入的方式積
極引進國際先進技術，對企業重大的技術創
新項目給予最大限度的資金支持。

機制和體制的創新舉措，讓創新在資金、
平台等方面有了堅強的保障，打消了企業的
後顧之憂。

近年來，重慶機電股份投入研發費用佔銷
售收入的比重從上市之初的不足1%，增長到
2%以上，即每年投入3億元左右用於推進約各
項新產品的研發，且這一比例還在逐年提
高。

這推動了公司產學研一體化研發體系的形
成。目前，重慶機電股份已建立了重慶機電
歐洲創新中心、重慶機床&PTG歐洲機床研發
中心，構建了24小時全球研發格局，還與
ABB公司共同組建全球變壓器設計中心、特
高壓實驗中心和絕緣製造中心。着力打造技
術創新平台，繼續加強與清華大學、西安交
通大學、重慶大學、四川大學、重慶理工大
學等高校產學研合作，提升企業自主創新能

力。
這，推動了公司從 「機電製造」向 「機電

智造」， 「裝備中國」向 「裝備世界」的轉
變。一系列 「重慶機電造」產品，達到國內
乃至國際先進水平。

重慶氣壓公司自主研製的航天發射場地供
氣系統成為國內首創，獨家供給到國內四個
衛星發射基地，一舉打破了我國同類產品長
期依賴國外進口的局面，已三次保障了長征
五號和長征七號運載火箭的成功發射。

重泵公司在國內率先研發的華龍一號核電
機組上充泵，突破了第三代核電堆型機組中
泵研發要求最高、研發難度最大的瓶頸。

重通集團成功研製出高效節能風機產品及
系統應用技術填補了國內在該領域的空白，
達到同類產品國際先進水平，對水泥及鋼鐵
行業帶來顯著的經濟效益。

搶佔了技術制高點，逐步擁有了創新話語
權。重慶機電股份先後承擔國家科技重大專
項6項，國家科技支撐計劃4項，國家863計劃
1項；承擔了重慶市科技計劃121工程示範項
目和技術創新主體專項3項。目前公司已累計
擁有中國馳名商標5項。

引與退並行 多維度推進改革取得成效

健全內控體系 科學管控水平大幅度提升

推動 重慶機電造走向世界
──專訪重慶機電股份董事長王玉祥

着重機制引導 多舉措實施創新驅動成果豐碩

■■重慶機電生產的風電葉片重慶機電生產的風電葉片

■重慶機電齒輪加工自動線重慶機電齒輪加工自動線

■■重慶康明斯新基地重慶康明斯新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