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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龙集团贺财霖：从数学老师到中国汽车风扇大王

证券时报记者 易知微

他曾是一名数学老师，头脑灵活，先后在

校办企业、镇办企业担任厂长，创造了不菲的

效益。 改革开放以后，他砸锅卖铁创办了一家

小五金企业霞浦礁碶电配厂，在短短数年时间

里，这家企业成为霞浦镇八大企业之一。

1996

年，他临危受命接手了连亏三年、资不抵债的

北仑汽车塑料风扇厂。同在

1996

年，

50

岁的他

跟着一汽领导的自行车，从领导办公室一路小

跑跟到了他家，请求领导给濒临倒闭的风扇厂

一个机会。

他就是雪龙集团董事长贺财霖。 在 “跑出

了”一汽的机会之后，贺财霖带领这家风扇厂不

断拓展市场，陆续获得了东风、北汽福田、重汽、

陕汽等重要客户，历时

20

余年，当时资不抵债

的风扇厂， 变身雪龙集团后登陆

A

股资本市

场， 目前冷却风扇总成产品市场占有率已达

40%

， 成为中国的商用车冷却风扇总成龙头企

业；而雪龙集团董事长贺财霖，也成为名副其实

的“中国汽车风扇大王”。

近日，证券时报“走进专精特新小巨人”采

访团走进雪龙集团， 证券时报社副总编辑高峰

与雪龙集团董事长贺财霖进行了深入交流。 这

位

75

岁的企业家向采访团介绍了自己的精彩

创业人生。

50 岁“跑” 出了一汽的机会

“在学校教书的时候， 我的工资是

26

块

钱。 ”回忆自己的创业经历，贺财霖这位曾在学

校教过数学的老师， 对各个创业阶段自己的工

资、工厂每年赚多少钱，依然记忆犹新。 对数字

敏感的贺财霖，在

25

岁进学校当数学老师之前

还做过村生产大队出纳会计， 做过霞浦人民公

社的政治宣传员。

在学校任职的那段时间里，性格豪爽、喜欢

交朋友的贺财霖经常请朋友到家里吃饭，“钱是

不够用的”，头脑灵活的他调到下洋小学任教导

主任后，主动提出做校办企业。 那时候，他找朋

友借来了启动资金，甚至变卖掉妻子的嫁妆，开

办了“下洋学校纸品橡胶厂”，并在第一年就创

造了不菲的效益。 这是贺财霖的第一次创业经

历，也是他的经商才能首次得到展现。

不久， 他被调去公社党委办的电信零件厂

当厂长，“工资是

56

元一个月， 工厂赚的钱，

40%

上缴，

60%

做员工和领导们的奖金。 ”贺财

霖回忆道。

改革开放以后， 瞅见机会的贺财霖决定自

己创业、承包办厂，

1984

年，他承包了村办的霞

浦礁碶电配厂， 企业起步阶段缺乏启动资金和

设备， 但交友广泛的贺财霖找朋友凑齐了钱和

设备，“

1984

年最后两个月我赚了

4000

多元，

第二年我赚了

5

万元。 ”从

1984

年到

1996

年，

这家做小五金的霞浦礁碶电配厂逐渐成为霞浦

镇的八大企业之一。

对贺财霖影响最大的一次创业发生在

1996

年。 当时，霞浦镇工办下属的北仑汽车塑

料风扇厂销路不畅、连亏三年、资不抵债、濒临

倒闭， 霞浦镇领导决定寻找合适的人来承租经

营。经过多人筛选，霞浦镇工办推选贺财霖为企

业承包人。

这一年，他

50

岁。

选择接手北仑汽车塑料风扇厂， 对贺财霖

而言，需要极大的勇气。他自己经营的霞浦礁碶

电配厂已经做得风生水起， 没有必要冒这么大

风险接这么一个生产停顿、资金枯竭、负债累累

的企业。一番调查分析之后，贺财霖最终决定接

手，并准备从产品入手。

当时原国产发动机大多采用铁皮风扇，塑

料风扇在国内尚处起步阶段， 在塑料风扇行业

中做的大的只有三家， 剩下都是一些小而散的

公司，贺财霖看到塑料风扇巨大的市场，决定以

塑料风扇开拓市场。

但是， 如何打开销路是当时雪龙塑料风扇

遇到的最大难题。 在

1996

年，贺财霖作为二级

供应商负责人， 到长春参加了一汽的供应商大

会，他找准机会给领导敬酒、递名片。 等一汽领

导下班后，他跟着领导的自行车，从办公室一路

小跑跟到了家里。

“领导把自行车在家里停住，转头一看，看

到了我气喘吁吁跑在后面， 当时我

50

岁了，都

快跑不动了，领导看到了，非常感动。 我马上跟

领导介绍自己，说明我是某某厂的，工厂亏了三

年快倒闭了，希望领导拉我们一把。 ”对这段经

历，贺财霖至今还记得细节。 听了贺财霖的话，

领导请贺财霖隔天到他办公室详谈，“第二天，

我去领导办公室， 之后又来了两位计划科负责

人，一起接待了我。 ”

虽然一汽给了机会，但要通过招标等流程，

仍需要贺财霖自身的产品过硬。为此，贺财霖和

技术团队不眠不休对设备进行改装， 对产品进

行调试、修改，按时提供了样品，最终产品也通

过了审核，获得了一汽的认可。

一汽是商用车领域的龙头企业， 获得了一

汽的订单，对风扇厂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这意

味着企业在汽车零部件市场上拿到了 “准通行

证”，意味着贺财霖的塑料风扇产品，质量、品牌

力能够获得国内大部分商用车企业的认可。

1996

年，北仑汽车塑料风扇厂在贺财霖接

手后的

8

个月时间里赚了

13.2

万元，当年就实

现扭亏；

1999

年，风扇厂赚了

800

多万元，这一

年底， 贺财霖对北仑汽车塑料风扇厂的承租期

届满，借助改革改制的东风，风扇厂转制为一家

民营企业；

2002

年， 雪龙有限成立；

2011

年，股

改更名为雪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3

月，雪龙集团登陆上交所主板。

掌握材料改性技术

产品市占率达40%

� � � �根据雪龙集团的财报数据， 在

2020

年，雪

龙集团实现营业收入

4.88

亿元， 同比增长

33.5%

；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6

亿元，同比增长

46.28%

。在

2021

年前三季

度，公司这两项业绩指标分别为

3.72

亿元、

1.02

亿元，对比

1996

年贺财霖刚接手时的资不抵债

状态，有了飞跃式发展。

在贺财霖看来，

1996

年到

2006

年这十年

间，是雪龙集团成长最快的时期，借助一汽供应

商的品牌知名度， 贺财霖带着销售团队抓住机

遇， 在最短的时间内对汽车厂和发动机厂逐个

拜访，不断扩大雪龙集团在市场上的份额。

但是，在刚打开市场的时候，随着汽车风扇

产量的加大， 装车运行后部分客户反馈的质量

问题也随之增加。 贺财霖对整个生产过程做了

详细的排查后，发现是原材料出了问题：公司产

品量产后，部分上游原材料供货商开始掺假，使

用回料冒充新料，对原材料偷工减料，这也严重

损伤了贺财霖和雪龙集团的信誉。

对贺财霖来说，这是困境，也是转机。 他意

识到原材料不能依赖供应商， 产品质量的源头

要把握在自己手中。 于是， 贺财霖带领研发人

员，调研、论证材料性能和生产工艺，聘请专业

的材料人才，经过近五个月的研制试验，研究出

了更好的“汽车风扇用改性尼龙材料”。

一般来说， 发动机冷却风扇相关产品性能

主要取决于风扇塑料的性能， 当时国内商用车

发动机风扇原材料主要被外资厂商所占据，主

要采购杜邦、 巴斯夫等国际化工巨头的进口塑

料材料，产品质量稳定可靠但价格较高；国产的

原材料， 价格比进口材料便宜但质量稳定性较

低。而在“汽车风扇用改性尼龙材料”之后，雪龙

集团研发出了一系列专门用于发动机冷却风扇

制造的改性材料，有效提升了产品质量、性能，

降低了原材料外购成本， 也解决了原材料质量

问题。

据介绍，除了自己生产改性原材料，从根源

降低产品成本， 雪龙集团还建成了离合器机加

工自动化生产线、自动装配检测流水线、自动化

立体仓库并导入

MES

系统等， 实现自动生产、

自动装配、自动检测、自动清洗，提升各环节的

流畅性，提高产品质量的同时，精简工艺，降低

成本。

得益于前述举措， 雪龙集团的产品毛利率

长期保持在

50%

以上，这一毛利率水平在汽车

零部件领域属于较高水平。同时，在高毛利率的

情况下，雪龙的产品依然有明显的价格优势，在

原先外资、 合资企业占据优势的市场里逐步实

现国产替代， 形成了目前国内商用车发动机冷

却系统相关市场里，雪龙集团、合资企业华纳圣

龙、 合资企业东风马勒三家相互竞争的稳定格

局，并且，雪龙的冷却风扇总成产品市场占有率

约

40%

，长期稳居国内第一，是商用车冷却风

扇总成龙头企业。雪龙集团董事长贺财霖，也被

称为“中国汽车风扇大王”。

提前布局“国六”

优化产品结构

不久前，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示第二批国家

级专精特新“小巨人”和“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

示范企业”名单，雪龙集团入围其中。

“我认为一个企业要想发展壮大，必须清醒

地认识、把握市场（紧跟时代发展的步伐、掌握

核心技术、了解客户需求、精准把握市场发展方

向）， 下定决心集中力量做精做强核心业务，同

时要不断研发新产品，提升产品品质，保持产品

生命力，形成企业竞争优势，也就是国家现在强

调的‘专精特新’。 ”贺财霖指出。

资料显示，在“专”方面，雪龙集团专注于从

事内燃机冷却风扇总成、 离合器风扇总成及汽

车轻量化塑料件的研发、制造和销售，产品覆盖

三大系列

5000

多个品种， 广泛应用于商用车、

工程机械、农业机械等领域。经过长期发展和积

累，凭借先进的研发技术、过硬的产品质量等优

势， 公司拥有稳定优质的客户群体和丰富的配

套经验。 公司作为一级配套供应商与一汽、东

风、北汽福田、重汽、陕汽等整车厂，潍柴、康明

斯、锡柴、玉柴、云内动力等发动机厂以及卡特

彼勒、沃尔沃、韩国斗山等国外知名企业建立了

稳定的配套关系。

另外，雪龙集团持续推进智能制造，提高

机加工、吹塑、注塑设备运行的自动化、智能化

程度，精简生产工艺，提高作业稳定性。 公司具备

年产各类塑料冷却风扇

500

万套、 风扇离合器

100

万套的生产能力， 建成了离合器机加工自动

化生产线、自动装配检测流水线、自动化立体仓

库并导入

MES

系统等， 实现自动生产、 自动装

配、自动检测、自动清洗，成为国内最先进的风扇

离合器生产线。

资料还显示，雪龙集团拥有

103

项专利，其中

发明专利

16

项， 实用新型专利

30

项， 外观专利

57

项；非专利技术主要是在生产实践中积累沉淀

的各种生产经验与工艺配方，如塑料改性配方、改

性环境的控制等。

值得说明的是， 雪龙集团是行业技术标准制

定的主导单位， 是全国内燃机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委员单位， 公司担任了技术委员会下属内燃机冷

却风扇工作组组长， 主持制定了

14

项行业标准，

参与制定了

25

项国家标准和

26

项行业标准。

而在长期主持、参与国家、行业标准制定的过

程中，雪龙集团对行业发展趋势有着深刻的理解，

对产品技术条件、试验方法、节能降噪等有着精准

把握。公司在主持、参与制定标准的过程中紧紧把

握行业节能、降噪的主流发展趋势，大力开发“电

控硅油离合器”等产品，这也让雪龙集团在行业新

技术、新产品应用的过程中抢占了先机。

在

2018

年，国务院发布《打赢蓝天保卫战三

年行动计划》指出，

2019

年

7

月

1

日起，重点区域、

珠三角地区、成渝地区提前实施国六排放标准。 推

广使用达到国六排放标准的燃气车辆。

2020

年底

前，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汾渭平原淘汰国三及以下

排放标准营运中型和重型柴油货车

100

万辆以上。

“国家对车辆环保节能的要求日益增高。 电控

和普通的硅油离合器两款产品是结构不一样，电

控是

ECU

控制，根据

ECU

指令会有不同的脉冲占

空比实现无级变速控制， 而普通的硅油离合器只

能根据前端的感温圈感应环境温度才能实现风扇

转速控制。 两者相比是电控的离合器更灵敏更节

油，也适合现阶段的市场所需，更符合‘国六’车辆

对环保节能的要求。 ”雪龙集团人士介绍，公司研

发的无级变速电控硅油离合器风扇集成系统，符

合现阶段国六商用车标准，节能减排效果显著，产

品附加值高，也符合国家的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方

向，有很大的市场前景。

据悉， 离合器风扇总成是柴油货车实现排放

标准升级的重要环保产品， 而采用电控硅油离合

器相比于普通硅油离合器可降低发动机油耗

4%-

8%

，可以显著实现商用车的节能减排。

雪龙集团的财报显示，

2021

年上半年，公司实

现电控硅油离合器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46.21%

，销

售数量同比增加

50.72%

。 由于电控硅油离合器产

品的单价和毛利率均高于普通硅油离合器产品，

可以看到的是，伴随着产品结构的优化，雪龙集团

的营业收入、净利润等指标也在同步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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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财霖的勇气和韧劲

证券时报记者 易知微

从数学老师到中国汽车风扇大王

，

雪龙集

团董事长贺财霖的创业经历颇具故事性

。

而贺财霖的创业故事

，

是改革开放时代大

背景下的一个缩影

，

是诸多浙商艰苦创业

、

努力

拼搏的典型案例

，

是中国汽车工业大发展带来

的国产替代机遇

，

也是贺财霖个人能准确抓住

时代

、

行业给予的机会

，

实现实业报国和创造个

人财富的结合

。

从村生产大队出纳会计

，

到霞浦公社

、

人民

公社的政治宣传员

，

再到学校数学老师

、

教导主

任

，

在体制内多次创业当厂长

；

为了创业曾砸锅

卖铁

，

甚至卖掉了妻子带过来的嫁妆

；

50

岁还

敢于走出舒适圈

、

接手

“

烂摊子

”

重新创业

，

贺财

霖的这些职务变化

、

创业的经历

，

都体现着这位

“

中国汽车风扇大王

”

独特的魅力

。

对数字敏感

，

是这位曾经的数学老师转型

创业后的一大优点

，

在采访过程中

，

75

岁的贺

财霖对各个阶段工资多少

、

给企业赚了多少钱

，

依然有着准确的记忆

；

性格豪爽

、

善于交朋友

，

同样让贺财霖在多次创业过程中获得助力

，

让他

在启动创业初期缺乏资金和设备时

，

能够及时获

得朋友们的支持

。

勇气和韧劲

，

则是贺财霖创业过程中一直都

有的品质

，

50

岁接手濒临倒闭的风扇厂之后

，

他

跟着一汽领导的自行车

，

从领导办公室一路小跑

跟到了他家

，

跑出了一个机会

，

并凭借产品的硬实

力

，

拿到了这家汽车风扇龙头企业的准入证

，

进而

将雪龙这家公司打造成能和外资竞争

、

实现国产

替代

、

产品市场占有率达

40%

的行业龙头公司

。

高中学历的贺财霖

，

有着持续的学习和专研

的精神

，

也能敏锐地抓住行业变化带来的机遇

，

从

小五金到汽车风扇产品

，

他能迅速熟悉行业

、

产

品

，

并为企业创造效益

。

在接手北仑汽车塑料风扇

厂后

，

贺财霖瞄准了在国内尚处起步阶段的塑料

风扇

；

在上游原材料商家出现问题后

，

贺财霖带着

技术团队研发出改性材料

，

全流程生产把控了质

量和成本

，

这也让雪龙集团在面对合资企业竞争

对手过程中

，

有着明显的价格优势

。

实际上

，

在中国汽车工业过去二十多年的大

发展过程中

，

不少像贺财霖的汽车从业者

，

凭借专

研的精神

，

抓住了汽车零部件国产化带来的国产

替代机遇

，

填补了不少国内汽车零部件的技术

、

产

品空白

，

通过竞争大幅降低了国外同类产品价格

，

并逐步提升国内企业的市场占有率

，

成为某些领

域优秀企业家的同时

，

还实现了实业报国的目标

。

在专研汽车风扇之后

，

贺财霖的雪龙集团成

为行业技术标准制定的主导单位

，

主持

、

参与制定

了多项国家

、

行业标准

；

在看到节能减排

、

车辆环

保的趋势后

，

贺财霖敏锐地抓住了这一机会

，

研发

出无级变速电控硅油离合器风扇集成系统

，

并不

断加码产能

。

可以预见的是

，

随着

“

国六

”

标准的推进

，

雪龙

集团的无级变速电控硅油离合器风扇集成系统

，

销量

、

销售收入将继续提升

，

并进一步优化雪龙集

团的产品

、

收入结构

。

而这些产品的应用

，

也将为

国家的碳达峰

、

碳中和目标做出贡献

。

宋春雨/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