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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时报记者 李小平

杭州的半山脚下，是杭州工业的摇篮，诞生

了杭氧、杭汽轮、杭锅、杭钢等一批重工业企业，

并相继在资本市场挂牌上市。

在B股市场挂牌的杭州汽轮动力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股票简称：杭汽轮 B，股票代码：

200771），在资本市场知名度不高，但它所从事

的汽轮机研发制造，却是全球装备制造业当之

无愧的“皇冠”，也是名副其实的“大国重器”。

经过 60多年的发展，如今的杭汽轮已成为

全球领先的工业汽轮机研发制造生产商，迈入

全球工业汽轮机生产的第一梯队，实现与通用

电气、西门子、三菱等国外巨头公司的同台

竞争。

杭汽轮是如何突破“卡脖子”技术？在燃气

轮机自主研制过程中，杭汽轮推进的进度又如

何？近日，证券时报社常务副总编辑周一带领

“中国智造面对面”采访组走进杭汽轮，对话公

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叶钟，实探公司铸

造“国之重器”背后的艰辛与荣耀。

“茅草棚里飞出的金凤凰”

走进杭汽轮的厂史馆，一张张各个时期党

和国家领导人在杭汽轮视察的照片，彰显着这

家公司的与众不同。

汽轮机被誉为装备制造业“皇冠”，是一个

大国完整工业体系中的关键一环。过去很长一

段时间，它的设计和制造都被西方发达国家技

术垄断。即便到了现在，全球能自主生产汽轮

机的国家也屈指可数。

“杭汽轮从 0到 1，再逐渐跻身全球汽轮机

行业的世界第一方阵，坚守很重要。坚守的原

因在于使命和自豪。”叶钟说，作为民族企业的

支柱力量之一，杭汽轮几代人走过来，基因和骨

子里都有强烈的使命感和自豪感。

杭汽轮的前身，是创建于 1958年的杭州汽

轮机厂。当时，为了尽快改变我国工业落后的状

况，老一辈的杭汽轮人，靠着“振兴民族工业”激

情壮志，在简陋的工棚里，制造出了浙江首台750
千瓦电站汽轮机。当时前来参加技术验收的捷

克专家誉之为“茅草棚里飞出的金凤凰”。

在汽轮机这个细分领域，当时杭汽轮的地

位并不突出。上海汽轮机厂、哈尔滨汽轮机厂、

四川东方汽轮机厂……一个个名气都比杭汽轮

来得响亮，“不安分”的杭汽轮人矢志打破现状。

于是，上个世纪70年代，杭汽轮通过引进西

门子的工业汽轮机技术，经过引进、消化、吸收

和再创新，成功制造出可提供功率范围为

0.5MW—150MW的各种工业汽轮机，应用于石

油炼化、化工、钢铁等各类驱动领域。

掌握了工业汽轮机生产技术的杭汽轮，在

随后的发展中又不断地进行技术升级和迭代，

产品性能不断增

强，应用领域不断

扩大。到 2000年

以后，杭汽轮在全球

工业汽轮机领域已

站上第一梯队，公司自己

生产制造的工业汽轮机，在

市场上已经具有相当强的竞

争力，产品在国际标准、技术

新能方面，已居国际领先水平。

值得一提的是，2020年以前，全球工

业 汽 轮 机 最 大 运 行 功 率 没 有 超 过

80000kW。这一年，大连恒力年产150万吨乙烯

装置成功实施，该项目配套用的汽轮机组为杭

汽轮生产，最大可运行功率达到90000kW，为目

前全球驱动用工业汽轮机之最。

“目前，全球主要有通用电气、西门子、三菱

等竞争对手，我们基本上能做到同技术、同标

准、同领域、同价格竞争。”叶钟说。

目前，杭汽轮的工业汽轮机产品，在国内综

合市场占有率超过 50%，几乎囊括了所有国内

工业汽轮机“首台套”的设计和制造，在中国工

业驱动领域中起到了支柱性作用，同时，产品还

服务于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

设计一代、改进一代、储备一代

如果说艰难探索让杭汽轮突破技术瓶颈，

挖到了“第一桶金”，那么持续不断地自主创新，

则是其在日益激烈的竞争环境中逆流而上的

“秘诀”。

作为曾经全行业最年轻的总工程师，叶钟

认为，企业想要在技术上持续领先，需要持续在

自主创新方面做好四点：一是要解决技术的发

展方向；二是完善保障体系；三是人才团队建

设；四是做好资源配置。

“技术创新的发展方向，是决定自主研发

成功的首要条件。”叶钟说。目前，杭汽轮构建

了三层次技术体系：首先是“设计一代”，工业

汽轮机属于非标定制产品，每一台都是根据实

际应用场景来“量身定制”，合同产品拿到以后

设计一代，也称之为“今天的技术”；其次是“改

进一代”，将现有的技术进行改进，从而符合未

来市场的需要，也称之为“明天的技术”；最后

是“储备一代”，我们将第三代产品称之为“后

天的技术”。

“既要立足今天的技术，因为它是完成产品

合同的基础。也要花精力和资源，去解决明天、

后天的技术，因为它是关系到企业今后的可持

续性发展。”叶钟说，引进技术后，我们对标国际

最先进的模式来发展，到2010年左右，我们已经

进入全球行业第一梯队。

杭汽轮整合集团内外部的技术资源，持续

提升科技研发投入，加大、加深企业“政、产、学、

研”相结合的力度。目前，已建有国家、省、市级

技术中心，博士后工作站、院士工作站等技术创

新平台，与国内科研院所、高校保持着密切合

作。同时，每四年召开一次科技大会，表彰在公

司技术创新及产品开发工作上取得优异成绩的

项目和人员。

“一流团队才能塑造一流企业、一流产品，

绝不是一流企业塑造一流团队、一流产品。”叶

钟说。

近年来，杭汽轮通过改进人才培养模式，建

立了良好的培养、激励和学习机制，初步形成了

企业经营管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高技能人才

三支适应企业发展所需要的高素质人才队伍。

杭汽轮的创新成果，不仅体现在产品技术

上，更体现在产品品质上。

技术创新方面，作为工业汽轮机国家标准

的主要起草者，杭汽轮掌握行业发展的最新技

术趋势，公司目前在反动式工业汽轮机领域有

800 余 种 型 号 可 供 用 户 选 择 ，具 备 了 覆 盖

150MW以下的工业汽轮机研发和设计能力。

品质保障方面，杭汽轮追求“精益求精创精

品”，把全球工业汽轮机的最高标准作为自身产

品的最低要求。比方说，汽轮机的“心脏”——

转子，全球工业汽轮机转子振动的API标准要

求不能超过 25个微米，而杭汽轮目前执行的是

不超过20个微米。

“国有企业的发展，一定要不断突破影响发

展的机制因素。”叶钟认为，杭汽轮的体制改革，

虽然前几年有所突破，但是较市场发展而言，改

革力度还远远不够，未来必须进一步加大。

再扛“国之重器”攻关重任

“杭汽轮有一句话，皇冠我们已经有了，但

是皇冠上面还差一颗明珠。”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叶钟说，“杭汽轮人口中的这颗明珠，便是独

立自主研发生产燃气轮机”。

据悉，燃气轮机是迄今为止效率最高的热

功转换类发电设备，是发电和驱动领域的核心

设备，由于其设计和制造的难度极大，集中体现

一个国家的工业水平，也被誉为“皇冠上的明

珠”。目前，燃气轮机制造技术仅掌握在美国、

德国、日本等少数的发达国家手上。

近年来，美国的“禁芯令”让国人意识到“中

国芯”的重要性。在“十三五”规划纲要公布的

中国计划实施的100个重大工程及项目名单中，

培育集成电路产业体系排名第34位。这份榜单

中排在首位的是航空发动机及燃气轮机。

目前，我国在运行的燃气轮机主要由通用电

气、西门子、三菱等国际厂商与国内厂商合作生

产。但针对压气机、燃烧室、高温透平叶片等需

要定期更换的三大核心部件，仍由国际厂商垄

断，极大制约了我国重型燃机的可靠性和经

济性。

作为国产工业汽轮机的龙头企业，杭汽轮

再次扛起国产燃气轮机攻关重任。

2004年，杭汽轮与日本三菱重工在小型燃

气轮机M251S开展合作，开启了燃气轮机市场

的拓荒之路。2005年，杭汽轮与日本三菱重工

合作的首台M251S正式下线。这在杭汽轮的发

展史上，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

据悉，M251S 燃气机组联合循环出力达

50MW，发 电 效 率 超 过 40%，国 产 化 率 接 近

90%。自 2005年投入市场以来，已取得 19套业

绩，为下游钢厂用户节能改造提供了较好的解

决方案。

从 2015年开始，杭汽轮又与西门子就燃气

轮机设计、制造、成套、售后等业务全面深化合

作。2017年，杭汽轮完成与西门子技术合作协

议的最终谈判与签约，全面开启中小型燃气轮

机配套国产化工程。

“从 2014年开始，杭汽轮就定下目标，要通

过 10年左右的时间，充分利用各方资源，研发、

制造出国产燃气轮机。”叶钟称，近年来，自主燃

气轮机研制是杭汽轮工作的重中之重，为了推

进这项工作，已组建了近百人的高层次专职自

主研发团队。

在自主燃气轮机的研制道路上，杭汽轮不

断取得突破。譬如，目前公司已全面完成自主

燃机压气机整机试验，并获得一系列关键数

据，是国内首个成功的民用燃机压气机整机试

验；顺利完成燃烧室全温全压试验，是国内首

次在自主重型燃机全尺寸燃烧室开展掺氢比

例超过 20%的试验；完成半物理试验室一期仿

真试验，有序开展整机试验前期准备工作；汇

聚外部优势资源，有序推进自主燃机整机与热

端部件加工制造，完成转子首次装配和整机

总装。

自主研发的燃气轮机何时能下线？叶钟

称，根据工作计划，今年将启动自主燃机运转试

验。用不了多久，杭汽轮自主研发的国产燃气

轮机，将会正式面世。

向“新”出发

除了汽轮机向燃气轮机升级，杭汽轮“十四

五”战略规划中，还提出了从传统能源业务向新

能源及综合智慧能源应用领域拓展，从制造企

业向服务型制造企业转型。

叶钟说，“双碳”顶层设计，以及未来能源发

展趋势，是杭汽轮提出转型升级的重要因素。

一系列政策的出台，将加快中国能源结构调整

和科技创新的步伐，倒逼高能耗行业深研低碳

方式，推动产业转型。

为实现向服务型制造企业转型，构建“大服

务”发展方向，2021年，杭汽轮就着手“两线”服

务团队构建，成立杭州汽轮新能源有限公司，与

西门子能源合作成立了“杭汽轮与西门子能源

联合技术中心”，全面进军分布式能源、热电改

造和新能源领域。

杭州汽轮新能源有限公司，于2021年12月

由杭汽轮燃机工程事业部和杭州汽轮工程有限

公司合并成立，目前核心业务包括：一是基于工

业汽轮机的电站总承包业务；二是基于燃气轮

机的设备成套与工程总包；三是工业汽轮机节

能技术推广及应用。

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杭汽轮已经将汽轮

机从耗能产品变成了一个节能产品。叶钟举了

个例子，“在石油化工领域的余热发电，以前我

们的产品，余热回收发电要求蒸汽在 200℃以

上，后来经过技术改良降至 150℃以上，现在只

要80℃以上，就可以满足余热发电”。

目前，杭汽轮机在运行的汽轮机大概 6000
到7000台，这些产品有的运行时长已高达20多

年。“现在，我们汽轮机的技术已经有明显提升，

新产品的效率比老产品效率要高得多，在我们

节能减排的大背景下，将这些老设备进行高效

率改造，是一个很好的商机。”叶钟说。

数据显示，2022年，杭州汽轮新能源有限公

司成立第二年，该公司就实现营业收入 2.48亿

元，净利润 1039 万元；2023 年，实现营业收入

7.97亿元，净利润8842万元。

对于杭州汽轮新能源有限公司的前景，叶

钟信心满满。他预计，到“十五五”中期，新能源

的业务在整个集团业务中将占据重要位置，销

售额占比预计可能超过60%；如果顺利发展，相

当于再造了一个杭汽轮。

发展新质生产力，叶钟认为，对于杭汽轮

来说，主要体现在三方面：首先是新技术和新

产品，汽轮机从耗能产品变成节能产品；其次

是新业态，从传统制造能源装备变成新能源装

备；最后是新服务，从制造型企业变成服务型

企业。

他说：“现在，杭汽轮处于自我革新、自我转

型的阶段，正走在新一轮自我成长的路上。”

借力资本翅膀加速转型

杭汽轮上市已有 20多年，但是囿于B股身

份，公司能够借上资本市场的力不多。

杭汽轮原本计划在A股上市，阴差阳错，实

际的结果是 1998年 4月在B股市场挂牌，成为

杭州国企中较早登陆资本市场的企业，至今已

经整整26年。

数据显示，杭汽轮 IPO募集资本为 1.71亿

元；上市以来，共计分红 23次，合计 36.10亿元；

再融资方面（包括配股、增发和转债）为零。

叶钟称，IPO最初为杭汽轮技术发展、产品

质量提升起到一定作用。之后，因B股市场发

展陷入停滞，公司很难实现再融资，业务发展、

转型升级动力相应受到影响。

近年来，有关改革B股市场的呼声从未停

止，部分上市公司也自告奋勇，探索新路，比如，

万科B转H股修成了正果，东电B、新城B及阳

晨B等，也纷纷转回了A股市场。这也启发杭汽

轮去探索资本市场未来之路。

“杭汽轮要实现三大战略目标，实现未来发

展，一定要借力资本‘翅膀’的作用，解决资本赋

能的短板。”叶钟表示，对于我们来说，也在积极

想办法突破B股的限制，助力杭汽轮成功实现

转型战略。

叶钟认为，目前杭汽轮的内在价值未被市

场充分认知。杭汽轮是一家手握“国之重器”的

高端制造型企业，虽然掌握着尖端的技术，但市

场给的估值，远远低于A股市场的同行。

他表示，杭汽轮的“十四五”“十五五”的战

略规划，重点要解决公司的成长性问题。随着

杭汽轮业态转型的逐步实施，相信越来越多投

资者会发现、会认同公司的价值。

杭汽轮：“国之重器”向“新”出发 矢志摘取“皇冠上的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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