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跨国收购下的产业更新
———“专精特新”背后的“智”造强国战略

伴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强需求， 新技术的冲击正不断加快产业
创新的速度。对于百年企业BVV来说，先进的德国制造经验、可靠的产
品品质、科技创新的强力驱动，成就了品牌价值，跑出了轨交行业“隐形
冠军”。在日新月异的企业革新之路上，“专精特新”的中小企业们正不
断深化业务布局，践行国家“智”造强国战略，助力行业发展革新。

“专精特新”加速，产业更新凸显

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新颖化，
具有“专精特新”特征的中小企业正逐
渐成为强链补链的主力军， 为推动经
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动力。 而在火爆的
“专精特新”背后，是新技术冲击下的
产业更新， 也是经济和社会需求的缩
影。

在今天，我国经济和社会需求“加
速度”发展的当下，中国高铁不仅改变
了人们的出行方式， 也为经济发展注
入动力。你是否想过，一条奔驰在广袤
大地上的高铁动车， 其背后是如何由
专业技术经验支撑起的产业更新？

资料显示， 高铁350公里的时速，
每个车轮200万-300万公里的里程，
对钢铁的质量要求非常高。同时，高铁
动车组轮轴、轮对技术含量高、工艺复
杂，需要较强的连续锻造技术，大规模
热处理工艺，高密度、高强度硬质钢材
的配方和冶炼技术。 全球能够满足如
此技术要求的厂商屈指可数， 而BVV
便是其中之一。

BVV集团是德国一家具有180年
制造经验的优秀企业， 全球知名的轨
道交通轮轴、轮对制造商，在国际铁路
轮轴市场享有盛誉， 其主营业务是为
全球主要铁路公司提供高铁、货车、机
车、 轻轨在内的各种轨道交通车辆车
轮、 车轴与轮对产品， 并提供后续服
务。在欧洲的德国、奥地利、瑞士、北欧
等铁路市场拥有很高的市场占有率，
在美国有轨电车的弹性车轮市场处于
主导地位。

在特殊产业领域，BVV技术优势
明显，品牌历史悠久。公司具有全产品
线生产与服务能力，产品覆盖亚太、美
洲、中东及欧洲市场，客户囊括了全球
各大轨道交通车辆装备公司， 如中国
中车、阿尔斯通庞巴迪、西门子等。世
界上各大轨道交通运营商， 如国铁集
团、德意志铁路公司、瑞士联邦铁路公
司等都是BVV的长期客户。

同时，BVV集团也是中国高铁车
轮合格供应商之一。据了解，国内能够
同时拥有高铁动车组合格供应商资质
和批量供货业绩的企业， 仅有BVV与
智奇铁路设备有限公司。 这也验证了
BVV的产品品质和安全可靠。

综合来看，BVV所在产业的特殊
性、核心技术的重要性、产品质量的稳
定性等因素， 都是其走在行业前列的
原因。那么，BVV又是如何发展成为今
天全球轨交轮对市场“隐形冠军”的？
在过去的180年里，这家德国百年轮轴
制造商究竟做对了什么？

BVV做对了什么

作为全球轨交轮对市场领先的行
业巨头，BVV具有超过百年的轨交制

造业历史。细数其百年发展历程，BVV
的成功主要是做对了以下三点： 掌握
核心技术、 注重人才培养以及中资企
业收购为其注入的新发展元素。

第一，BVV掌握核心技术，并将核
心技术用于新产业。

企业发展的核心在于实打实的
技术水平，BVV拥有从特种钢铸造到
成品的全链条能力，最早可以追溯到
1841年。BVV所在的鲁尔工业区起
于煤铁工业， 经过百年重工业发展
后，从20世纪后半期起致力于产业优
化和环境治理，转型为全球闻名的新
型经济区。

而BVV的“转型” 则远早于鲁尔
区———公司成立后不久， 正值19世纪
铁路行业蓬勃发展，BVV由此进入轨
交行业， 制造轨交专用轮对、 轮轴产
品。1857年，BVV配置了轮对和车轴制
造车间， 此后直到20世纪40年代，
BVV的发展一路向前。 从首次交付铸
钢轮毂、整体式车轮和轮对，到专利上
的一再突破，再到电气化车间，始终专
注于将核心技术用于新产业。

在多年的发展中，BVV形成了以
下四大突出优势： 其一， 技术优势明
显，品牌历史悠久。BVV具备了全产品
线生产与服务能力， 客户囊括全球各
大轨道交通车辆装备公司。其二，质量
与服务优势。BVV生产资质齐全，拥有
欧洲、美国、中国、俄罗斯等国家和地
区的轨道交通资质， 同时公司拥有全
球领先的连续锻造技术和大规模热处
理工艺，高密度、高强度硬质钢材的配
方和冶炼技术， 产品经历不同环境的
长时间考验。 其三， 覆盖全球的销售
网。BVV在全球拥有超过300个客户，
包括中车、西门子、庞巴迪、阿尔斯通

等。其四，规模化生产优势。BVV具有
三大生产基地，全自动生产线，全产品
种类覆盖， 强大的生产实力保证了
BVV的稳定供货能力。

第二，注重人才培养，采用多元培
养方式以及独立的管理和晋升渠道。

BVV在各个领域均培养出了训练
有素的专家和技术工人。 在制造工艺
方面，BVV在锻造区、热处理区以及机
械加工环节拥有熟练工人； 在设计部
门， 拥有专业的工程技术； 在研发领
域， 公司拥有大量材料科学专业技术
人才。 除了德国的职业培训模式双元
教育制度，BVV还通过在专业性、个人
素质和方法论等领域的培训， 确保持
续的人才储备与培育计划。

对钢铁铸造核心技术和资深工人
的重视，为BVV提供了发展的动力，更
使其历经劫难，却能一再“回血”，发展
成为全球顶级轨道交通技术公司，在
高铁和轻轨领域拥有核心竞争优势。

第三，中资企业的收购，为BVV发
展注入全新发展元素。

企业的发展与世界脉络相连，在全
球市场剧烈变化时，BVV也面临着全
新的机会与挑战。目前，欧洲的高铁轮
对、车轴和维修市场已相对成熟，而亚
太地区和中国市场还存在可观的增量。
而中国高铁在发展迅速的同时，也面临
高铁轮对规模化生产等产业难题。

在业内看来， 通过中资企业的并
购解决这一难题是现实的方法， 也是
一次双赢的交易。对于BVV来说，来自
中国的资金和产业要素的注入也带来
了全新的活力和更大的市场, 借助中
国制造的技术、质量和成本优势，BVV
将得到更高质量的发展， 迎接全球化
2.0背景下的发展机遇。

蓄力未来，践行“智”造强国

立足发展，践行创新。在今天，中资
企业对BVV的收购体现出几重新意义。

首先， 有利于在产业领域实现核
心技术强备份。

据了解， 高铁动车组轮对的规模
化生产一直是中国高铁面临的难题之
一，此前，中国一直不能规模化自主生
产，而高铁轮对产业集中度极高，全世
界可以规模化、 产业化生产该部件的
主要厂商屈指可数， 因此高铁动车组
轮对属于依赖进口的关键零部件。

由于产业领域特殊， 中国企业掌
握核心技术极为重要， 中国将在全球
高铁市场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因此，收
购BVV能够实现对高铁轮对“卡脖子”
技术的强备份。BVV拥有配方和专利，
来自德国工业4.0的理念、技术、资源能
够输出可观能量， 助力实现中国高铁
轮对的强备份。

其次，能够搭建产业优势，推动轨
交产业与区域经济发展。

BVV作为全球著名的轨交轮对制
造商，拥有包括基础材料、核心工艺、
检验检测技术等一系列核心专利及卓
越技术， 对国内高铁轮对核心关键技
术发展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同时对于
进一步完善全球化产业链协同发展的
长期发展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在中国建设BVV的工厂， 更能加
强产业优势， 形成科技创新的强力驱
动。在供应链、创新链、融资链一体化
捏合下， 将带动轨交产业及相关产业
的发展， 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更多的
派生机会，为国家经济增加新的动力。

最后，中资企业的跨国收购，是践
行国家“智”造强国战略，助力产业发
展革新。

当前，中国高速列车保有量仍处于
增长阶段，国家铁路统计公报数据显示，
2016-2022年，中国动车组保有量持续
增长， 从2016年的2586标准组增长至
2022年的4194标准组。国家铁路局发布
的《“十四五”铁路科技创新规划》中明
确，将重点推动高速轮轨技术研发，加快
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并提到要强化企业
创新主体地位，深化创新链融合。

疫情后， 全球产业版图正在发生
巨大变化，面对新的市场环境、新的发
展机遇，中资企业正蓄力未来，顺应国
家建设计划， 充分利用全球资金、人
才、技术池，为轨交技术更新换代提供
持续支持，践行国家“智”造强国战略。

虽然结果需要多年的观察和印
证，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民营企业在
细分领域将自身锤炼到世界顶尖水
平，成为新的“隐形冠军”，是完全能够
做到的。期待在未来，伴随着经济和社
会发展的强需求， 先进技术实力的硬
驱动， 中国民营企业培育出新的单项
冠军，续写全新的发展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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