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告广告··

20212021 年年 11 月月 77 日日 星期四星期四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张 艺

在上海市崇明区长兴岛，停放着五颜

六 色 的 集 装 箱 和 体 积 庞 大 的 集 装 箱 起 重

机。这些色彩缤纷的集装箱将被贴上不同

标签，跨越大洲大洋，运送到世界各地。而

将它们高高举起的集装箱起重机，则被誉

为“全球贸易之臂”。

从 1992 年首次进入温哥华市场，到乘

上“一带一路”的风帆，振华重工在国际市

场不断“破冰”，打开了 104 个国家和地区

的市场，其中与“一带一路”相关的有 70 多

个。这家中国企业的拳头产品岸边集装箱

起重机（以下简称“岸桥”），市场占有率已

经连续 22 年保持世界第一。这正逐步接近

它的目标，“只要世界上有集装箱港口的地

方，就要有振华生产的起重机作业”。

“核 心 技 术 掌 握 得 牢 ，中
国制造出海才走得好”

在第五届“中国制造日”全国主会场活

动现场，上海振华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副总

裁张健说，“20 多年走出去的经验告诉我

们，要想走得好，就要将关键的核心技术牢

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

这个基因里带着“走出去”的企业，最

初的出海之路是艰难的 。1992 年，成立不

久的振华重工在海外频频遇冷，世界上没

有多少港口愿意冒风险去相信一个名不见

经传的“中国制造”。

第一个机会来自加拿大温哥华港，那

是世界著名港口之一，以招标程序严格、公

平而闻名。当时以上海港机厂名义竞标的

振华重工凭借价格优势和认真严谨的态度

在众多竞标者中脱颖而出。

14 年后，当振华重工与温哥华港务局

签订第 1000 台岸桥采购合同时，振华重工

为了答谢温哥华港当年投出的“第一张信

任票”，将这台世界上最大、最快的起重机

以远低于当时市场价的价格出售。

打 开 美 国 市 场 的 第 一 单 则 发 生 在

1994 年。当时计划由荷兰一家公司承担整

机运输，那是当时世界上唯一一家拥有海

上整机运输能力的公司，但这家公司索价

奇高，且船期无法满足要求。就在进退维谷

之际，振华重工大胆决定，购买一艘旧船自

行改装成整机运输船。

第 二 年 ，这 艘 名 叫“ 振 华 2”的 运 输 船

载着迈阿密岸桥首航美国。如今在振华重

工，这种重大件远洋甲板运输船已有 20 多

艘。“自己有船才能不受制于人”已经成为

公司上下的共识。

凭借着“工艺品般”的制造标准，振华

重工又相继打开了新加坡和德国市场。前

者是世界最大的货柜转口港中心，处理了

全球约 1/5 的货柜转运吞吐量。在承接第

一个 562 吨超轻型岸桥订单时，振华重工

精益求精，计算到每个零件，最终装好的岸

桥只有 560 吨。

开辟欧洲市场并不容易，德国是欧洲

大陆第一个向振华重工敞开大门的国家。

1995 年，德国正在进行大范围港口建设，

面对国外港机品牌的竞争，振华重工的员

工多次前往德国介绍自家产品，直到 4 年

后，才产生了第一笔订单。按照合同，德国

不莱梅港 MTB 码头采购的 8 台港机先执

行 4 台，如果表现优异，再执行另外 4 台设

备。最终，以“工艺品般”的制造水平，全部

成功交付。

在扬帆出海的路上，振华重工也在改

写着世界集装箱岸桥的技术发展史。过去，

无论多大的集装箱岸桥，最多起吊两个 20
英尺的标准箱，时任迪拜港总经理穆罕默

德提出变“单 40 英尺为双 40 英尺”设想，振

华重工将这一设想变成了现实，使港口运

营效率提升了一倍。当首台双 40 英尺箱岸

桥在迪拜港投入使用时，创下了每小时装

运 104 标准箱的世界纪录。这让中国制造

企业一跃成为迪拜港的王牌供应商。

新 路 还 在 持 续 书 写 着 。据 张 健 介 绍 ，

2020 年，振华重工在瑞典交付了智能跨运

车，实现国产跨运车首次出口；散货设备、流

机产品、轨道吊等相继进入日本、柬埔寨、德

国等国家，在海外市场留下了新的足迹；在

完成全球首个 5G 轮胎吊的批量远程操控验

证后，振华重工作为主要完成单位参与的

《海上大型绞吸疏浚装备的自主研发与产业

化》也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

让中国标准走出去

意大利北部小城瓦多港曾经是“海上丝

绸之路”上十分重要的地区，但随着国际贸

易的发展，旧码头已无法满足现代物流的需

求。要想打破以水果为货运主体的传统单一

结构，满足工业品、生活用品等多元货源的

运输，瓦多港急需更换设备，注入新鲜血液。

2019 年 12 月 12 日，一架架蓝色“钢铁

侠”来到了瓦多港，这是意大利第一个自动

化集装箱码头，也是近 30 年来意大利首次

新建的码头。该码头有 720 米长的海岸线，

年吞吐能力 86 万标准箱，能够停靠目前世

界上最大的船舶。而这一切离不开振华重

工提供的全套港机设备，包括 4 台岸桥、14
台自动化轨道吊、7 个自动化堆场以及全

生命周期备件和维保服务。

这是意大利正式加入“一带一路”倡议

后，中意双方重要的“牵手”项目之一。瓦多

港项目现场负责人缪友春说，这意味着，中

国“智”造与欧洲标准经过不断磨合，终于

走到一起。

据介绍，振华重工在国际化进程中，也

在积极推动着“中国标准”走出去。尽管振

华重工的产品在全球市场占有率很高，但

很多产品都在执行欧美标准，缺少话语权。

近年来，振华重工借助全自动码头系统的

研发契机，探索与国际航运巨头马士基合

作，共同制定全自动码头这一新市场新产

品的标准。

在合作模式上，振华重工与马士基的

自动化团队以“one team”为指导思想，一

起设计了新的系统架构、项目开发实施流

程。振华重工给出了基于自己设计的控制

系统的解决方案，得到一致采纳，这也是中

国的电控系统第一次进入欧洲的自动化码

头市场。

缪友春在 2018 年就来到意大利，他坦

言，“刚来的时候，码头用户对我们还是有

些不认可，后来经过不断的交流，都觉得我

们不仅在自动化逻辑，而且在现场管理方

面都很出色，完全改变了他们对于中国企

业的印象。”

缪友春介绍，该项目之前，合作方马士

基集团认为建设一个自动化码头存在着组

织架构复杂、技术风险大、现场联调时间长

等问题，一个堆场自动化的项目，现场最少

需要 14 个月的调试时间，这对投资方来说

是很大的成本，因此他们希望与振华合作，

尽快缩短交付时间。

为了做“时间减法”，振华重工决定，在

江苏南通生产基地一比一全真模拟瓦多港

现场，建设了国内首个自动化调试专用堆

场，在调试基地提前完成大部分的调试工

作。同时，还开创性地将码头智能化管理系

统（TOS）远程接入，与远在意大利码头的

操作部人员完成系统联调。

缪友春说，线上联调的顺利超过预期，

这些工作大大缩短了现场调试时间，7 个

堆场的现场调试时间缩短至不到 7 个月，

设备运到瓦多港后，现场用户可直接测试

验收。

当蓝色“钢铁侠”伸出“双臂”，稳稳抓起

悬挂着意大利国旗的首个集装箱，并精准放

到集装箱货轮上时，意大利基础设施和交通

部副部长萨瓦图尔·玛格特激动地向身旁的

中国工程师道谢，为中国制造点赞。

对 于 瓦 多 这 座 人 口 只 有 8000 人 的 小

城来说，这个能提供近 400 个就业岗位的

项目重要性不言而喻。萨瓦图尔·玛格特表

示，瓦多港也对于意大利北部的经济发展

至关重要，“今后这里不仅能成为中南欧的

门户港口，也为加强同非洲的经贸联系开

辟了新的运输通道”。

“岸 桥”也 是 中 外 文 化 交
流的大桥

在斯里兰卡，中国员工张志勇有个出

了名的“洋徒弟”帕米卡·贾亚辛格。作为振

华重工斯里兰卡子公司负责人，张志勇发

现，以这位“洋徒弟”为代表的斯里兰卡青

年已经成长为优秀的工程师，成了当地港

口建设的得力干将。

“中国朋友不仅生活中特别热情，工作

上 也 乐 于 助 人 。”帕 米 卡 回 忆 说 ，14 岁 那

年，自己第一次从历史课上了解到古代丝

绸之路。那时他没有想到，自己会在 10 多

年后成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建设者。

斯里兰卡地理位置优越，全球三分之

二的航线需要途经斯里兰卡 。2013 年，在

这个“东方十字路口”，上海振华重工与斯

里兰卡当地公司共同出资组建了振华重工

斯里兰卡子公司，从最开始只有 20 余人发

展 到 现 在 155 名 员 工 ，这 其 中 ，当 地 员 工

150 人，中方员工 5 人。

最开始，初出茅庐的帕米卡经培训后

被派往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负责振华重

工两台岸桥和 1 台场桥的售后服务。作为

一名助理电气工程师，他和中国同事一起

完成了多次故障抢修工作。

由于工作表现优异，帕米卡又被派往

巴 基 斯 坦 参 与 一 个“ 一 带 一 路 ”的 重 大 项

目。在这个项目中，帕米卡升职为首席电气

工 程 师 ，第 一 次 体 验 到“ 从 头 至 尾 管 理 团

队、负责项目”的感觉。

张志勇回忆说，那时有一个港机设备

改造项目，由于设备较老，现场的中国工程

师虽然经验丰富，但面对“老古董”一时间

无 从 下 手 ，只 能 一 边 看 资 料 一 边 调 试 。这

时，帕米卡充分发挥了他的语言优势，通过

自学电控方面的资料，边调试边摸索，最终

顺利完成了调试工作。

像帕米卡这样优秀的属地工程师和技

术人员还有很多。他们的身影遍及巴基斯

坦、孟加拉国、巴布亚新几内亚、沙特等国，

参与当地项目的管理和施工。张志勇介绍

说，目前子公司与上海总部合作的人才培

养，采用“代招 ”模式，培养属地电气工程

师，派往全球其他地区服务。

“本土化和属地管理”是张志勇眼中的

关键词。他始终向同事强调，无论是工作中

还是培训当地工程师，都要尊重当地的文

化，并主动融入进去。“只有理解了他们的

文化，才能更好地提升管理水平。”

他举例说，中国人有睡午觉的习惯，斯

里兰卡人没有；斯里兰卡受英国传统影响，

当地人有喝下午茶的习惯。但喝下午茶需

要从设备上下来，走到食堂，再返回，光路

上来回就要花半个小时。为了既尊重当地

员工的风俗习惯，又提高工作效率，他们想

出了一个办法，给员工送茶过去，这样节省

了不少时间。

每年元旦，当地的子公司还会举办点

油灯的祈福活动。这是斯里兰卡当地的传

统，用椰子油滴进一层层的宝塔形状的油

灯里，这种朴素而共通的祈福形式，也常常

让张志勇想起自己的家乡。

除此之外，子公司也将中国文化带到

斯里兰卡。为了让当地员工更好地了解中

国，振华重工每年都安排优秀的工程师赴

上海总部参加培训，有的在国内大学交流

学习。振华重工还邀请了孔子学院为斯里

兰卡当地的工程师开设“汉语培训班”。张

志勇说，现在，当地的一些员工已经学会了

用筷子吃饭。

“要长期走国际化，必须融合当地的文

化 ，承 担 相 应 的 社 会 责 任 ，为 当 地 创 造 价

值。”在张志勇看来，在“一带一路”这个国

际化的舞台上，基础设施先行，通过物理的

连通来解决深层次的贸易连通，乃至文化

的连通。

“全球贸易之臂”连通东方海港与世界

①作为意大利的第一个自动化集装箱码头，瓦多港码头有 720 米长的海岸线，年吞吐能力 86 万标准箱，能够停靠当前世界上最大的船舶。这离不开振华重工为

其提供的全套港机设备，包括 4 台岸桥、14 台自动化轨道吊、7 个自动化堆场以及全生命周期备件和维保服务。 受访者供图

②在第五届“中国制造日”全国主会场活动“扬帆远航”板块上，上海振华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张健直言：“20 多年走出去的经验告诉我们，要想走得好，就要

将关键的核心技术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隽辉/摄

③振华重工斯里兰卡子公司负责人张志勇与当地员工在活动中合照。他发现，很多斯里兰卡的青年工程师已经成长为建设现代港口的得力干将。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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