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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不是“锦上添花”
而是“生死攸关”

□孙 欣

在疫情冲击之下
的新发展环境中，品
牌不只是提升产品附
加值的有效手段，更
成为企业抗风险的保
障。那些卓越的品
牌，能够更快地从冲
击中恢复，无论是资
本市场，还是真实的
市场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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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向上

没有企业不需要品牌。虽然一说到
品牌，不少企业会认为这是消费品企业
的“专利”，而它们也确实在过去的市场
竞争中不依靠品牌就能过得还不错，但
随着后疫情时代的到来，这种“幸运”将
不复存在，不论是面向消费者的企业，还
是面向行业客户的企业，没有品牌将越
来越寸步难行。

新一轮产业革命叠加疫情等多重
因素，品牌之于企业的意义正在发生重
要变化。学过管理学的人都知道，品牌
是提升企业产品附加值的有效手段。
过去几十年，中国企业最熟悉的模式莫
过于——有品牌的产品能卖出更高的
价格。但近两年来，随着不确定性成为
全球经济发展的关键词，全球对品牌经
济的关注也越来越多将抗风险能力纳入
其中。在疫情的影响下，消费者希望更

慎重地把钱花在刀刃上，只有能够让消
费者更明确地感受到价值感，产品才能
销售出去。这种消费习惯的改变将传
导到产业链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零部
件供应商要想从竞争中胜出，都离不开
塑造有差异化和价值感的产品，形成独
具特色的品牌。

回望过去，2008年金融危机后国外
企业的表现就可资借鉴。全球品牌数
据与分析公司凯度集团发布的 BrandZ
最具价值全球品牌排行榜历史数据显
示，在 2008 年金融危机期间，BrandZ 全
球品牌前 10 强的股价仅用了半年就恢
复到危机前水平，而 MSCI 世界股票指
数则用了4.5年的时间。即使在2020年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最剧烈、美国股市数
次熔断的时候，BrandZ全球品牌前10强
的股价也仅下跌 37%，跌幅仅为 MSCI
世界股票指数的一半。

与此同时，随着全球产业分工和协
作的日趋细化，品牌力的内涵也在持续
丰富。前不久举行的世界品牌实验室

《中国 500 最具价值品牌》发布活动上，
世界经理人集团和世界品牌实验室首
席执行官丁海森表达了一种观点——
品牌作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集中体现，
不仅是一种无形资产，更是一个复杂的
生态系统，是指一个品牌如何通过与它
各种相互关联的产品和服务创造一个
完美的全球产业链。

换言之，品牌力不仅体现在市场营
销和产品销售层面，还体现在产业链供
应链的建构以及组织层面。品牌力的
强弱，更多会通过品牌生态系统的强弱
体现出来。事实上，大家熟悉的苹果和
谷歌之所以成为影响全球的品牌，不仅
仅是因为他们有好的产品和服务，更重
要的是它们搭建了较为优质的平台生
态，带动了整个生态系统的发展。

此外，创新作为品牌构成元素，对
品牌力的贡献会更加明显。有市场分
析显示，虽然消费者为了缩减开支会
对消费更有规划，但消费者也更愿意
尝试新产品。在品牌对中国企业的重
要性越来越从锦上添花转变为必修课
的当下，无疑也是企业打造品牌的一
个机遇。

当未来的历史学家描述我们的时代时，他
们肯定会说，改变历史进程的最重要事件是中
国勇敢地跃入全球化的海洋。

没有人会否认，中国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
者之一。中国融入全球化的进程尤其是改革开
放以来的经济奇迹，以及由此形成的发展经验，
越来越受到各国的关注和重视。可以说中国在
21世纪最大的发展机遇就是经济全球化。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人们逐渐
认识到，这场百年不遇的全球性疫情或将永久
改变全球化发展进程。随后，俄乌危机爆发，成
为2022年首个“黑天鹅”事件，使第二次世界大
战后建立的欧洲安全秩序及世界秩序遭受冲
击，世界陷入更加不安全的境地，关于“全球化
终结”“新冷战”“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讨论也不
胜枚举。

全球化站在了十字路口。
也许只有回溯历史，才能更清醒地看待未

来。若追根溯源，目前较为流行的观点是全球
化以 1492 年欧洲国家对新航道的开辟为起始
点。耶鲁大学著名历史学家韩森曾提出，全球
化在哥伦布之前 500 年就开始了。1000 年，目
前所知维京人向北美洲航海的最早时间，为全
球化的开始。韩森把宋代的中国称为“世界上
最全球化的地方”。航海技术的发展激发了人
类对未知新大陆的探索热情，为人们带来了一
个更为广阔的世界。随后的工业革命则带动了
技术的进步，现代工业、交通运输业蓬勃发展，
全球市场迅速扩张。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信
息技术革命为中心的高新技术迅猛发展，时空
距离瞬时被压缩，世界经济融为一体。全球化
的发展极大地提升了生产力，创造了巨大的财
富。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1960—2020年，
全球 GDP（国内生产总值）总量从约 1.39 万亿
美元增长到约84.71万亿美元，增长了约60倍。

既然全球化的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这就
注定了它的发展不会是线性的，而是时而前进，
时而徘徊甚至倒退。

在过去几十年里，全球化促进了全球经济
增长，前所未有地使不同国家产生利益交织，各
个国家在这个相互联通的网络里形成了更深的
相互依赖和更多的共同利益。虽然今天的全球
化遭遇了挫折，其发展速度有所放缓，其发展框
架有所改变，但全球化的大趋势不会改变，全球
化时代也不会终结，经过自我修复与调整，全球
化将再次回归正确的轨道。

这是《21 世纪的中国与全球化》秉持的基
本立场。在剖析了这几十年中国发展与全球化
密不可分的孪生关系后，本书尝试探索一条中
国推动全球化实现包容性和公平性发展的路
径，通过发挥中国的优势和特点，让中国为全球
化发展注入新动力。

从中国应当成为全球化的反哺者这一视
角，本书提出了推动全球化发展的支柱和路径。

作者认为，以“人本全球化”为切入点，凝聚
全球华侨华人、留学生等的力量，沟通全球，构
建共识；在“筷子文化圈”基础上推动建立亚盟，
通过推动区域性的、更高标准的一体化新安排，
带动其他区域的一体化合作，最终实现新型全
球化；以“一带一路”夯实新型全球化的欧亚基
础，通过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多边化发展，填平
东西方发展“洼地”，实现全球化再平衡……

所有前瞻的研究都充满不确定性，但也许
惟其如此，才让思想更具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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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华智能：
攻略“减速器”高地

研发生产高精密机器人关节谐波减速器，解决
国产谐波减速器“卡脖子”问题，获得里程碑和阳光
创投的近千万元战略投资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周晓峰

■减速器、伺服电
机和控制器被称为机器
人三大核心部件，其中
减速器是研发难度最
大、成本比例最高的部
件，约占机器人整机成
本的35%，全球80%以
上的精密减速器被哈默
纳科、纳博特斯克等日
本企业垄断。可以说掌握
了减速器，就掌握了机
器人制造的“话语权”。

■在整个智能制造
链条中，上游是谐波减
速器等核心零部件，中
游是机器人，下游是定
制化项目。“十三五”期
间，大家都在搞机器人
国产化，而到了“十四
五”，国产替代向上传递
到核心零部件。

■2020年底，在青
岛市第六届“市长杯”中
小企业创新大赛暨第七
届“蓝贝”国际创新创业
大赛“北京站”决赛上的
脱颖而出，让王广与青
岛结缘。仅用了4个月
的时间就完成了整个谐
波减速器生产线的搭
建、调试和达产。目前
年产5000-7000套减速
器，产能基本已被订单
覆盖。用于扩产的下一
轮融资正在推进。

工业机器人每天重复高达上万次单一
动作，完成比毫厘更精细的抓取、放置，靠的
是一种关键零部件——减速器。许多人都
不知道，这么重要的核心零部件曾长期被国
外垄断。

“减速器一般分为谐波减速器和RV减
速器，其中谐波减速器应用在机器人的手
臂、腕部或手部关节，RV 减速器更多用于
大吨位机器人。”国华（青岛）智能装备有限
公司创始人、董事长王广告诉记者。

国华智能致力于研发生产高精密机器
人关节谐波减速器，解决国产谐波减速器

“卡脖子”问题，实现高端谐波减速器产品的
国产化。

小到工业机器人、数控机床、医疗设备，
大到航空航天装备的应用，国华智能如今都

“信手拈来”。

国产替代“进行时”

产业的突破往往是从上游核心技术开
始的，机器人是最典型的领域。

国际机器人联合会（IFR）发布数据显
示，2021年全球工业机器人销量创新高，达
到 48.68 万台，比前一年增长 27%。而中国
是全球工业机器人最大的产销地。

工业机器人市场是一块大蛋糕，国内涌
现了新松等知名机器人企业，但是核心零部
件仍然依赖进口。

减速器、伺服电机和控制器被称为机器
人三大核心部件，其中减速器是研发难度最
大、成本比例最高的部件，约占机器人整机
成本的35%，全球80%以上的精密减速器被
哈默纳科、纳博特斯克等日本企业垄断。可
以说掌握了减速器，就掌握了机器人制造的

“话语权”。
随着国产工业机器人在汽车制造、

3C、化工、食品制造等领域的快速应用，国
产减速器技术也逐渐开始进入追赶期。以
谐波减速器龙头企业苏州绿的谐波 2020
年在科创板上市为标志，国内涌现了来福
谐波、大族激光等一批厂商，青岛丰光精密
的谐波减速器也进入小批量试制及工艺改
进阶段。

谐波减速器不仅应用于各类工业机器
人、服务机器人，还应用于航空航天、数控机
床、半导体设备等，比如卫星太阳能帆板、空
间站机械臂、惯性导航系统等等都会用到谐
波减速器。

“在整个智能制造链条中，上游是谐波
减速器等核心零部件，中游是机器人，下游
是定制化项目。‘十三五’期间，大家都在搞
机器人国产化，而到了‘十四五’，国产替代
向上传递到核心零部件。”王广表示。

正向研发取得突破

王广曾在一家智能装备企业工作了 6
年，既有丰富的项目管理经验，又有较高的
科研能力，这为他后来读研期间的创业路程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014 年，王广考上了北京工业大学研

究生。在那波互联网创业更时髦的浪潮
之下，他却把目标放到了更慢也更远大的
实体经济。在导师的支持下，他组建了一
支大学生创业团队，攻关谐波减速器核心
技术，而当时国内还没有几家这样的创业
公司。

国华智能坚持走正向研发路线，开发高
精度、高扭矩、低温升和低噪音的谐波减速
器产品，在智能机器人研发、人工智能应用
与智能制造工业物联网、数字化车间建设、
航空航天等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

“机器人厂商的个性化需求越来越多，
比如 3C行业处理的是电器元器件，要求机
器人绝对的精度，可以牺牲产品载荷，从而
达到降低成本的目标。国外品牌多是标准
型号产品，很难满足这些定制化需求。”王广
介绍，“我们是正向研发走出来的，能够快速
响应客户的定制化需求。”

目前，国华智能的谐波减速器已在遨
博、越疆等厂商的机器人上进行测试，为某
航天院所小批量供货，并与桃子机器人、钛
虎机器人、红星杨科技、迈金智能等企业形
成战略合作。

大赛牵线缘定青岛

王广与青岛的结缘始于一场创新大赛。
2020 年 11 月 10 日，在青岛市第六届

“市长杯”中小企业创新大赛暨第七届“蓝
贝”国际创新创业大赛“北京站”决赛上，王
广的高精密谐波减速器产业化项目获得二
等奖。组织办赛的青岛市民营经济发展局
特别看好这个项目，当即邀请王广来青岛进
行产业化落地。

做机器人要突破产业化瓶颈，最重要的
是要形成产业链，而青岛有着这样的产业基
础，再加上本身是山东人，王广心生了回来
创业的想法。

经过青岛市民营经济发展局和城阳区
的牵线搭桥，国华智能于2021年2月落户城
阳区未来科技产业园。在这个过程中，国华
智能得到了“管家式”的贴身服务，除了办公
场地外，还有资本的支持，完成由青岛里程
碑人才创业基金和城阳区阳光创新投资有
限公司领投的近千万元战略投资。值得一
提的是，里程碑人才创业基金前期进行了尽
调，在公司落地的当月就通过了基金投决
会，3月26日签署增资协议，4月1日资金到
账，效率之高给王广留下了深刻印象。

国华智能在青岛的产业化也跑出了“加
速度”，仅用了 4 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整个
谐波减速器生产线的搭建、调试和达产。“年
产5000-7000套减速器，产能基本已被订单
覆盖。我们计划进行下一轮融资，用于扩充
产能。”王广表示。

采访的最后，王广还透露了一个小秘
密——之前都是在北京和青岛之间两头
跑，他最近准备把全家都搬过来，正式定居
青岛。

■减速器是机器人三大核心部件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