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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工：高质量作答“新时代之问” 

王民 

亲切关怀，巨大鼓舞；谆谆嘱托，犹在耳畔。2017年 12月 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后首次地方考察

来到徐工。四年多来，全球两万多名干部职工耳畔始终回响着习近平总书记对于徐工的新时代之问：“要进入世界

前三，你们有什么支撑?” 

高质量作答总书记新时代问卷，实现新时代徐工蓝图与战略目标，我认为，要洞察分析四方面形势任务。 

第一，中国成为装备制造强国需要一批世界级龙头企业崛起。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徐工时指出，中国这么大，必须始终高度重

视发展壮大实体经济，不能走单一发展、脱实向虚的路子，发展实体经济，就一定要把制造业搞好。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徐工

重要指示精神，最关键的是加快成长为高端装备制造领域世界级龙头企业，在制造业、实体经济和产业发展方面，为国家第二个

百年奋斗目标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第二，建设“强富美高”新江苏要打造世界一流水平产业集群。聚焦江苏省委“六个高质量”发展任务，落实省委省政府在

《关于加快培育先进制造业集群的指导意见》中提出的目标，江苏要在全国率先打造世界一流先进制造业集群，徐工责无旁贷。 

第三，建设淮海经济区中心城市进一步做实做强做优做大徐工。就高质量建设淮海经济区中心城市，徐州市委提出了“发展

产业始终是第一位的任务”，市委市政府专门出台《支持徐工进一步做大做强实施意见》21 条，助力徐工加快建设成为产品卓

越、品牌卓著、创新领先、治理现代的世界一流装备制造企业。 

第四，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叠加中危中有机、机不可失。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全球疫情蔓延的现状，在三重压力

和行业周期性调整的多重交织下，我们必须积极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积极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

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指示精神，危中思变、趋利避害、化危为机，释放高质量发展的创新能量和巨大潜力。 

勇于创新、持续创新是徐工成功的秘诀。徐工企业家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教导，不断加大技术研发和人力资本投入，带领

企业不断实现从“制造”到“创造”的发展。 

“一根筋”坚守，厚积薄发，自主创新筑牢珠峰登顶产业基石 

上世纪 50 年代，徐工开始涉足工程机械，是中国工程机械的创立者和先驱者。1993 年 11 月，徐工国家级技术中心成为首

批被认定的工程机械行业唯一企业。2017 年 12 月 12 日，习近平总书记充分肯定了徐工坚持创新驱动、适应时代发展取得的成

绩。他强调指出：“当前特别要抓创新驱动。” 

数十年产业积淀，我们牢牢盯住全球工程机械产业“珠峰登顶”目标，始终坚持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可靠性、大吨位

的“三高一大”技术创新战略，坚持推进“技术领先、用不毁”做成工艺品技术质量战略落地，兼容并蓄全球产业和技术资源，

走出了徐工世界一流技术创新能力建设之路。目前，徐工建设并拥有国家级研发平台 2个，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8个、工程研

究中心 2个、制造业创新中心 2个、工业设计中心 1个，并获得国家“CNAS”实验室认可的检测中心 1个，另有 13家省级企业

技术中心。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的 2021年国家企业技术中心排名，徐工在全国参评的 1728家单位中位列第 36位，继续蝉联工

程机械行业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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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创新之路，往往伴随着“一根筋”的坚守。我们每年研发投入不少于销售收入的 5%，聚焦珠峰登顶最后 10%的技术难

题，围绕“数字化、绿色化、国际化”战略方向，持续投入、迎难而上，在厚积薄发中迈上创新发展新台阶。 

一种激情创造，创新出新，让中国制造品牌卓著美誉全球 

中国是制造业大国，在实现制造强国的战略下，一定要紧紧抓住创新这个“命脉”。坚持“三高一大”产品创新战略，推进

智能制造向世界级水平发展，徐工一大批前沿创新成果正从研发实验室阔步走入全球基建发展中去。 

“世界第一吊”4000 吨级履带起重机、神州第一挖 700 吨矿用液压挖掘机及全球最大旋挖钻机、中国最大电传动装载机、

无人驾驶路面机械集群等引领行业技术发展。如今，全地面起重机目前已全面升级，代表中国超级起重机技术创新成果的全球首

台 2000吨级全地面起重机投入施工，千吨级起重机国产化率达到了 90%,300吨级以下产品 100%国内自主化配套。 

在国家“双碳”战略目标的引领下，我们率先在行业发布了《徐工双碳行动规划纲要》，明确了徐工的双碳目标和发展规划。

全球首款插电双驱混动起重机、无人纯电动装载机等绿色新能源产品相继发布……重大创新成果竞相涌现，彰显出中国制造与

日俱增的硬核实力。 

聚力液压多路主阀关键技术研究及产业化，我们建立了液压阀研发和产业化体系，突破 11项核心技术，攻克 9项关键工艺

技术，关键产品超出行业标准规定的 25万次 8倍，打破国外技术垄断。一连串的数字与成绩，标志着徐工的产业创新能力从量

的积累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向系统能力提升转变。 

在技术创新与国际化主战略背景下，徐工带领中国工程机械产业，不断拓展全球布局网络。徐工产品已遍布全球 187个国家

和地区，覆盖“一带一路”沿线 97%的国家，30多年保持中国工程机械出口第一。今天，我们仍有 500多名海外将士，正在冒着

疫情的“炮火”，与国际一流高手过招，用实力擦亮中国工程机械名片。 

徐工的高质量发展，成为中国制造业技术创新的生动缩影。 

一份清醒奋斗，欲达则达，打造百年基业的世界一流企业 

树高叶茂，系于根深。企业创新发展的成果，离不开不断厚植的创新沃土。建成基业长青、世界一流的百年徐工，要全面打

造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的机制环境生态，要建立更加市场化、法治化的现代化机制。 

我们通过自主创新的科技开发项目，重点与 20余个全球著名高校及科研院所或单位合作，整合最佳创新技术，持续打造“技

术领先、用不毁”产品航母舰群……牵头组建创新战略联盟，汇聚产业链上下游骨干主机企业、零部件企业以及高校和科研院所

62家，集聚行业 50%以上国家级创新平台，促进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高效协同，突破高端工程机械及核心零部件产业技术创新

和产业发展的技术瓶颈。 

珠峰登顶，关键在人，关键在机制。 

2020 年徐工完成了混改工作，混改后的徐工更加聚焦主业，更加聚合资源，更加聚集人才，更加聚力凝心，在愈发激烈的

市场竞争中，打造了“国有企业控股+核心骨干参股+民营企业持股”的新机制，建立了以职业经理人为主体的现代管理制度，推

行了“项目揭榜挂帅”等研发管理机制，形成了“红色基因+光荣传统+先进机制”的发展新模式。 

1999年，徐工专利仅有 6件。时至今日，徐工拥有有效授权专利 8500多件、发明专利 1900多件、500多项关键核心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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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30%以上处于国际领先水平，PCT国际专利 130件，成功完成了 5项国际标准的制修订，将标准掌握在自己手中，真正拥有

技术话语权。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新时代新征程，以徐工为代表的中国制造，自主创新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给中

国经济注入不竭动力，让世界舞台更加绚丽多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