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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同源技术延伸 广日股份掘金智能城市装备

证券时报记者 刘莎莎

四十年历史的老牌电梯企业广日

股份转行

LED

，乍看之下似乎难以理

解。其实看似毫无关联的两个行业，内

里却有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 广日股

份称其为“树干”与“树枝”的关系。

在广日股份的业绩报告中，

LED

所贡献的收入及利润均被归入了电梯

零部件的队列。 正如广日股份副总经

理吴宾所说：“电梯是光机电一体化产

品，你如果不把

LED

作为照明产品来

看待，而看做是电梯的电子部件，就很

容易理解广日股份踏入

LED

领域的

初衷了。 ”

在广日股份看来，

LED

不局限于

照明产品， 更是电梯整机的一部分。

LED

照明即是广日股份在老本行电

梯业务之外， 成功开辟出的新的行业

分支，并已成为新的利润增长点。五年

前， 广日股份开始涉足

LED

领域，今

年

LED

订单量大增进入收获期；公司

预计到

2015

年， 其

LED

及相关业务

贡献的产值有望与电梯配件持平。

广日股份总经理吴裕英表示，

之所以开拓

LED

照明领域， 一方面

是看中其未来的市场空间； 另一方

面则是公司向同源技术延伸迈出的

第一步。

LED

、 智能停车设备、 地铁屏蔽

门、 垃圾真空收集系统……这些均已

成为广日股份在电梯主业下开拓的相

关多元化方向。每一个企业，都有自己

的“密码库”。由“光电一体化集成制造

商”走向“智能城市装备解决方案制造

商”的广日股份，正以其多年来对电梯

同源技术的深入研究， 掘金智能城市

装备。

电梯为“树干”

以广州金属结构厂起家的广日股

份，至今已有五十七年的历史。吴裕英

对记者说：“成立之初， 广日制造的电

梯轿厢，就是中国电梯零部件的雏形。

追溯广日股份出厂的第一台电梯，是

在

1973

年

10

月产出的。”这样一家拥

有四十年电梯整机制造历史的企业，

沉淀的正是它在电梯行业的核心技术

底蕴。

目前，广日股份的电梯业务已涵

盖了从零部件到终端， 即零部件制

造、配套、整机制造、销售、安装、维修

保养及物流等全产业链。 据广日股份

的运营战略及相关统计数据显示：

“作为公司的盈利基础， 广日股份的

电梯份额不仅不会下滑，自主品牌广

日电梯的份额反而会继续上升。 其需

求来自于新型城镇化、电梯更新和维

保需求。 ”

去年， 广日股份子公司日立电

梯的战略合作伙伴数量从

2011

年

的

28

家扩大至

32

家，战略伙伴的签

梯量占日立电梯总签梯量比重达

21.4%

，同比增长

50%

。 日立电梯和

广日股份电梯产品采取的绑定大客

户策略，不仅有利于规模化销售，且

提高了抗风险能力。

2012

年，广日电

梯的单项大额订单成交量已占到订

单总量

20%

以上。

2012

年，在我国电梯行业

16%

的

增速之下， 广日股份及日立电梯的电

梯销量均实现了

30%-40%

左右的增

速。“预计今年我国电梯行业销量仍将

有

10%

以上的增长。 ”吴裕英表示。

据预测，

2013

年中国电梯需求将

达

58

万台，同比增长

10%

左右。 随着

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 除了安居房

和城市住宅用房及商业用房外， 电梯

在城市和城际轨道交通各站点、 各类

公共设施上的应用也越来越多。此外，

广日股份还全方位参与了广州市旧楼

加装电梯项目。 截至

2012

年，广日电

梯已连续三年荣获 “政府采购电梯首

选绿色环保品牌”。

广日股份今年的销售目标为

40

亿元， 预期同比

2012

年增长

15%-

20%

，依然高于行业增速。 今后，电梯

业务仍将是支撑广日股份快速发展的

基础。犹如一棵大树的树干，电梯将是

广日股份稳步成长的核心产业。同时，

作为其他“分枝”得以成长的基础，将

为其供给“技术养分”。

广日股份昨日公布的

2013

年半

年报显示， 上半年仅重组置入的资产

实现营业收入

18.43

亿元， 同比增长

20.33%

；净利润

2.39

亿元，同比增长

31.63%

；每股收益

0.35

元，同比增长

31.63%

。 其中，公司电梯产品实现收

入

4.5

亿元，同比增长

18.78%

；电梯

维护和保养

2373.11

万元， 同比增长

96.21%

；

LED

业务实现收入

2618.72

万元，同比增长

229.81%

。

延伸“树枝”

在整合研发、生产、质量控制、

销售、 工程、 售后服务各部分资源

后， 广日股份的光电部门正积极推

动其

LED

产业的发展。 吴宾说：“公

司所走的是相关多元化道路， 而非

无相关多元化。 在定位同源技术延

伸方向的同时，一定会遵循‘三个相

关’。 那就是 ‘工艺相关’、‘技术相

关’和‘市场相关’。”

2008

年，广日股

份进入

LED

领域， 首先应用的就是

电梯轿厢照明和操控指示， 并实现

与电梯的配套销售。

在最初踏入

LED

领域的时候，广

日股份即坚定了其高端路线。“因电梯

所处的特殊环境，用于电梯内的

LED

灯本身就有着更高要求。以此为起点，

广日进入

LED

领域的时候就选择了

有着更高要求的矿用、 汽车等专业领

域。 ” 吴宾解释说，“电梯长期处于起

动、减速、刹车等动态运动状态，在此

情况下，对

LED

的寿命及稳定性有着

特殊要求。 ”

广日股份的系列化大功率

LED

路灯、工矿灯、巷道灯、室内照明灯具

等绿色节能照明产品， 均取得“

CCC

”

认证， 已被列入节能产品政府采购清

单， 矿用照明灯具取得煤安认证进入

矿用产品市场， 并着力开发汽车等特

殊行业照明市场。广日股份

LED

产品

还同时取得美国、日本、欧洲、澳洲等

国家和地区的产品强制认证， 积极拓

展国际市场。 吴裕英说：“公司的

LED

订单今年将进入收获期， 节能低碳产

品销售呈跳跃性增长。 ”

据了解， 广日股份已成功大规模

推广大功率

LED

路灯、巷道灯、室内

照明灯具等绿色节能照明产品。去年，

已陆续接到江苏昆山、广西梧州、广东

海陵岛、湖南武冈等城市

LED

照明项

目；今年的阳江、六盘水、高速公路等

项目， 也将促使广日股份逐步从单一

的照明设备供应进入城市照明和景观

整体方案市场。

根据二十年的电气产品研发生产

经验，广日股份认为：“

LED

产品与其

他电气部件在工艺和技术以及设备上

都具有协同性和互补性，而

LED

产品

仅是公司对同源技术进行延伸迈出的

第一步。 ”

吴宾说：“广日股份在不断储备前

瞻性研发产品， 并对制造过程进行模

块化和参数化建设。针对电梯产品，除

了提升智能化功能外， 还将在一些细

节上进行变革。 例如自动扶梯使用行

星齿轮永磁同步驱动技术， 这将免除

链条驱动， 从根本上消除类似去年国

内发生扶梯事故的隐患。另外，我们也

在研究钢带驱动技术， 提高电梯使用

寿命。电梯作为一种机电产品，定位于

安全和节能，并找准技术发展方向，为

此做好充分的准备， 才能在市场到来

的时候抓住机会。 ”

智能停车设备、地铁屏蔽门、垃圾

真空收集系统， 这些在吴宾看来都是

与电梯的工艺技术有着极大共通性的

延展设备。从过往的发展经历来看，广

日股份通过与日立电梯的合作，不断

消化吸收国外技术并成功实现二次

创新。 “在同源技术的延伸方面，我们

也将与各个领域的世界顶级企业开

展多种形式的合作，布局相关产业的

同时，不断学习其技术、管理和经营

理念，从而形成自己的品牌及竞争地

位。 ”吴宾说。

目前， 广日股份在电梯产品的股

权合作方为日立电梯， 电梯导轨方面

的股权合作方为西班牙塞维拉，

LED

照明的技术合作方为德国欧司朗，机

械式停车设备的技术合作方为日本新

明和、德国威尔，地铁屏蔽门的股权合

作方为德国克诺尔， 垃圾收集系统的

股权合作方为瑞典恩华特。 吴宾说：

“我们公司内部也鼓励自我创新，对于

团队的创新奖励及创新企业文化的建

设一直在延续。 ”

布局与集合

早已完成全国布局的日立电梯，

现已在全国设立近

70

家营销分公司，

覆盖了全国主要城市， 形成了行业内

最为完善的营销服务网络。 作为广日

股份的自有品牌广日电梯， 立足重点

区域，深度开拓二三线城市，建立了多

层次营销服务体系。 通过差异化的渠

道网络和产品定制， 广日股份在高中

低端市场均有所应对， 并分享全市场

的收益。

吴裕英表示：“广日股份将立足华

南地区的广州， 考虑物流半径和市场

拓展，同时推进华东基地（昆山）、华北

基地（天津）、西部基地（成都）的建设。

以华南市场为中心，通过上海、天津、

成都分子公司敷设区域销售网络，并

发展代理商、经销商，构建覆盖全国的

销售网络。目前国内外已形成

30

多家

代理商。从产品定位来看，公司产品定

位以快速响应、 品质优良和性价比高

作为竞争力大力发展二三线城市市场

和中端市场， 与日立电梯定位高端的

市场形成互补。 ”

番禺石楼镇国贸大道南的工业园

区， 是广日股份在华南地区的生产和

服务基地。园区占地面积约

30

万平方

米，建筑面积约

18

万平方米。以电梯、

自动扶梯及电气设备和部件、 电梯导

轨、智能停车设备、地铁月台屏蔽门、

物流配送服务等为主导产品， 是目前

国内最大的电梯、 电梯零部件及关联

产业的生产基地。

同源技术延伸后的产业化产品都

将在这里集成。 随着电梯产业全产业

链的打通， 其他产品都可以纳入到整

体体系当中，分享全产业链的制造优

势。 “在集约化生产的同时，我们特别

强调整体实力的打造。 今后的创新将

不仅仅是技术的创新，更多的将是集

成创新。 技术的创新，可以带来产品

革命，而集成创新更符合我们对智能

城市设备整体解决方案的定位。 ”吴

宾说。

集成创新也是流程再造的一个过

程。 吴宾告诉记者：“这将是一个循序

渐进的过程， 我们对于参数化技术再

造、 产品族的技术再造以及数据采集

功能的加强、自动化水平的提升，还有

计算机辅助设计及辅助制造的应用都

在稳步推进中。今后，我们面对客户定

制化的响应将更快。 完成整个流程再

造之后， 大规模定制化生产也将随之

实现。 ”

据悉， 占地约

100

亩的广日股份

华北工业园正在建设过程中， 主要经

营电梯零部件生产及物流服务业务，

预计达产后销售收入超过

5

亿元。 未

来， 华北工业园将在电梯零部件生产

等业务基础上， 逐步注入环保节能和

低碳产业， 成为广日股份立足华北的

先进装备制造业基地。 而占地约

130

亩的西部基地成都工业园，将于

2015

年投产， 预计达产后实现年产值约

14.6

亿元。

电梯制造企业将垄断维保市场

证券时报记者 刘莎莎

“目前，广州市平均一个月的电梯

维保金额仅为

300

元， 而香港每个月

的维保额则为

5000-6000

港元，相比

国外的差距更大。 ”吴宾说，这就是目

前国内维保市场的现状。

广日股份副总经理吴宾告诉记

者：“电梯行业的自保率不足

20%

，更

多的电梯使用单位选择了价格更低廉

的第三方维保企业。 ”

频频发生的电梯事故， 让模糊不

清的事故责任陷入困局。

2012

年，广

东进行维保政策改革试点， 最主要内

容就是明确事故责任。从试点结果看，

责任明确后， 物业等管理方倾向于选

择具有技术实力的电梯制造企业做维

保。业内预计，制造企业在维保市场的

份额将从

10%

上升到

80%

。

今年的

6

月

29

日，《中华人民

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得以通过，

并将于

2014

年

1

月开始实施。 目前，

法规大纲予以公布， 但具体的实施细

则尚未最终明确。 特种设备安全法突

出了特种设备生产、经营、使用单位的

安全主体责任， 明确规定： 在生产环

节，生产企业对特种设备的质量负责；

在经营环节， 出租人负有对特种设备

使用安全管理和维护保养的义务；在

事故多发的使用环节， 使用单位对特

种设备使用安全负责， 并负有对特种

设备的报废义务。

据电梯行业年鉴的数据显示， 若严

格按照电梯

15

年使用寿命来估算更新

需求，

2013-2015

年每年更新需求约为

3-3.5

万台， 未来

10

年总共约有

85-90

万台更新需求，

10

年后的年更新需求可

能超过

20

万台。 以

2012

年

240

万台的

中国电梯保有量、 每年每台约

1

万元的

电梯维保费用来估算， 电梯维保市场规

模约为

240

亿。

伴随着国家质检局对制造单位在公

共交通领域电梯质量和安全性能负责制

度的明确， 行业内的小型加工型企业和

单一电梯维保业务的企业将面临洗牌。

而对于拥有技术和资金实力的电梯制造

企业而言，迎来的将是更大的市场机遇，

但同时， 在专业人才的储备及网络布局

方面也面临着考验。 吴宾坦言：“对于改

革，我们要做好准备，机遇来了，挑战也

随之而来， 我们将从技术和网络上做好

准备， 以足够的实力去面对目前的存量

市场。 ”

业内人士分析， 电梯行业的竞争格

局变化与电梯企业的技术和管理的变化

息息有关。近些年，内资电梯品牌的市场

份额已由

2000

年的

20%

左右缓慢增加

到目前的

35%

。 该变化一方面是内资企

业在技术和管理方面不断向外资品牌学

习， 逐步提升零部件配套能力和集成水

平；另一方面则是房地产企业在资金、盈

利水平、政策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下，对电

梯性价比的关注度越来越高。

弄潮城市智慧化

证券时报记者 刘莎莎

“

智慧城市

”

成为当下频频闯入大

众视野的热门辞令

。

何以让城市智慧化

？“

这融合了人

脑智慧

、

电脑网络及物理设备三位一

体

。 ”

广日股份总经理吴裕英告诉记

者

，“

智慧城市将是对城市管理和运行

体制的一次大变革

，

城市功能全面实

现信息化

，

从而更好地促进城市人居

环境的改善

。 ”

1995

年

，

比尔

·

盖茨在

《

未来之

路

》

中最早提及物联网的概念

。

十年

后

，

在突尼斯的信息社会世界峰会

(WSIS)

上

，

国际电信联盟发布了

《

ITU

互联网报告

2005

：

物联网

》，

正式提出

物联网概念

。

此后

，“

智慧地球

”、

物联

网受到广泛关注

。

从推动经济发展角

度来看物联网已成为计算机

、

互联

网

、

移动通信后的又一次信息化产业

浪潮

。

从城市智慧化的结果来看

，

其本

质终极目标应该是提供环保

、

便捷和

高效服务

，

使用户终端或者用户环境

变得越来越人性化和单纯化

。

广日股

份曾调研多个国家

、

多个城市的智慧城

市项目

，

最终总结出四种发展模式

，

并

在其中寻找契合中国国情

，

且迎合广日

股份发展需要的路径模式

，

创立出以利

用节能环保

、

智能化等先进科技

，

统筹

和集成与其工艺

、

技术相关的光机电一

体化智慧城市装备制造解决方案的供

应商

。

“

目前

，

各国的智慧城市均处于发展

中阶段

，

其中欧洲和亚洲是智慧城市开

展较为积极的地区

。

从调研资料分析

，

大

概可以归纳为四种模式

：‘

新加坡模式

’、

‘

德国模式

’、‘

美国模式

’

以及

‘

日本模

式

’。 ”

吴裕英说

。

新加坡所构建的智慧城市蓝图

，

是

以资讯通信驱动的智能化

。

近些年

，

新加

坡政府在智慧城市方面的投入集中在软

件及信息化

。

而

“

美国模式

”，

是将智能电

网项目作为其绿色经济振兴计划的关键

性支柱之一

，

同时对工业制造过程进行

智能化

，

如机器手等

。 “

德国模式

”

与

“

美

国模式

”

类似

，

将机械制造智能化

，

进一

步发挥其在工业制造方面的优势

。“

日本

模式

”

则是在加强信息化建设的同时

，

提

高城市设备的智能化程度

。

目前

，

广日股份给自己的定位是面

向智能城市装备

，

包括智能电梯

、

智能停

车设备

、

垃圾真空收集系统

、

地铁月台屏

蔽门等

，

实现从

“

光机电一体化集成制造

商

”

走向

“

智能城市装备解决方案提供

商

”

的转变

。

就如广日股份喊出的口号那

样

，

他们正在致力于做

“

城市优质生活的

维护者

”、“

城市现代生活与管理模式的

引领者

”

以及

“

城市建设与管理设备的提

供者

”。

同时

，

广日股份也清楚地认识到

，

在智慧城市的发展进程中

，

随着互联网

的广泛应用

，

今后的市场将不断复合新

的技术

，

对于方案解决商来说面临的将

是更大的挑战

。

广日股份副总经理吴宾

告诉记者

：“

我们做了

40

年的电梯

，

若

追溯到最初的广州金属结构厂已有

57

年的历史了

，

从过去的发展经历来看

，

我们擅长的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远眺

，

不断实现着二次创新

。

智慧城市的到

来

，

更加考验的是一个企业的集成能

力

。

我们目前正在努力推进的

‘

研发系

列化

’、‘

设计模块化

’

以及

‘

系统参数

化

’，

便是我们为提升集成能力而做出

的努力

。 ”

①

②

③

①广日工业园鸟瞰

②广日 LED 车间

③广日电梯车间

广日股份/供图 翟超/制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