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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华重工：砥砺奋进的五年
王丛歌

（上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200125）

2020 年底，全球十大港口排名出炉，我国港口占

据 7 个席位，其中，上海港更是蝉联首位。“十三五”

期间，我国港口发展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规模稳居世

界第一，有效地发挥了“一带一路”重要支点作用，这

些重大发展的背后离不开众多企业的砥砺奋进。作为知

名港机装备制造企业，振华重工为榜上有名的十大港口

全部提供过港机设备，不仅为“十三五”期间我国港口

发展，也为全球港航业的发展壮大贡献力量。

5 年间，振华重工紧随国家战略，坚定不移贯彻新

发展理念，结合公司实际提出“以装备制造为本体、以

资本运作和‘互联网 +’为两翼”的“一体两翼”发展

战略。经过不断实践，振华重工进一步巩固装备制造优

势，2020 年底产品成功进入全球第 104 个国家和地区。

在保持传统主业优势的基础上，振华重工积极开拓智慧

产业、民生消费、数字产业等新兴业务，努力实现“弯

道超车”，特别是在自动化码头建设、立体车库等新业

务领域实现突破。

1 团结合作 加快“走出去”步伐
2020 年 7 月 19 日，一封招标通知邮件，让正在准

备德国 DB 轨道吊项目的振华重工投标团队一时“措手

不及”。原来，项目截标日期是 8 月 17 日，这意味着

他们必须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完成这份“要求极严格”

标书，并译成德文。“中标难度大、技术要求高是事实，

一想到这是公司产品进入德国内陆轨道吊市场的‘敲门

砖’，意义非凡，这场‘关键战役’我们一定要拿下！”

振华重工德国子公司负责人陈幸超说道。

为了保证多达 30 余份投标技术资料按时完成，由

国内投标小组和德国子公司组成的投标团队决定“多管

齐下”，将每份资料整理工作具体到人，“我们和德国

子公司每周召开三次视频会议，检查资料汇总进度，审

核资料合规情况，确保每个环节准确无误。”国内投标

小组负责人陶宁说道。

克服疫情、时差、语言等困难，投标团队互相配合，

在技术澄清电话会议中，投标小组用英文回答问题，德

国子公司用德语转述，将用户关心的问题一一详细反馈。

最终，振华重工的专业和敬业赢得这一项目，标志着其

轨道吊首入德国市场。

“十三五”期间，振华重工扬帆出海，在“一带一

路”倡议下稳步“走出去”，产品新进入 10 个国家，

散货业务首入日本市场、半潜船运输业务首入欧洲市场、

钢结构业务首入澳大利亚市场，践行“世界上只要有集

装箱港口的地方，就要有振华生产的起重机在作业，让

中国名牌响遍全世界”的企业使命。

2 创新突破 实现从“0”到“1”
2017 年 7 月 , 振华重工波浪补偿系统研发取得重大

进展，成功研制“200 吨深水重载波浪补偿绞车系统”，

标志着我国在波浪补偿技术领域打破国外技术垄断，实

现了波浪补偿装备的国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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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华重工海工集团总工程师蔡东伟作为项目总负

责人，坦言道：“整个研发过程大家都是在崩溃的边缘

奋战，最终能够突破这个‘卡脖子’技术，是一件非常

自豪的事，毕竟这种技术过去也只有国外才有。”

蔡东伟介绍，振华重工早在 2007 年便涉足波浪补

偿技术领域，进行一些前期研究。后来承担国家发改委

“深水重载补偿绞车”科研课题任务，专门组织科研攻

关团队进行研究，起初遇到了国外供应商的“轻视”，

只出售整个系统，拒绝出售单个元器件。项目团队将所

需元器件拆分，组合成需要的形式与国外供应商反复协

商，同时考虑国产化替代方案，推动研发逐渐步入正轨。

研发之路无坦途。攻关团队研发过程中遇到了无数

的“拦路虎”，不断调整算法、去除白噪音、克服 100

毫秒的延迟、试验过程中新的误差……“面对这些困难，

我们谁也不愿放弃，大家憋着一口气，加班加点也要攻

克难题。”蔡东伟说。最终，波浪补偿系统实现了“0”

的突破，该技术拥有多项国家发明专利及实用新型专利，

并已成功推向市场，在深海安装、海上风电运维、海上

油气等领域予以应用。

5 年来，振华重工大力推进科技创新，从助力“长

征七号”走完最后 2.8 公里的转弯装置，到可潜入海底

的水下机器人、“振渔”系列深远海养殖装备，再到天

鲲号、“龙源振华叁号”、立体车库、南极科考装备、

自动化码头一站式解决方案等，振华重工的创新产品既

能“助飞”又能“下海”，取得了多项研发成果，荣获

各类科技奖项 36 项，其中，国家科技进步奖 1 项，上

海市科技进步奖 7 项；申请专利 1067 项，获得授权的

专利共 669 项，其中，国际发明 21 项，国内 648 项。

3 全心全力  助力重大项目落地
瓦多港位于意大利西北的利古里亚大区，凭借其在

地中海的独特地理优势，自 12 世纪起持续了数百年的

繁荣。然而，随着国际贸易发展，旧码头已经不能满足

现代物流的需求，货运结构、码头功能等都急需改变，

“举步维艰”的瓦多港期待注入新鲜血液。

2018 年中旬，一台台港机设备漂洋过海陆续抵达

意大利，这是振华重工为意大利瓦多自动化码头提供的

岸桥与场桥设备。为了保障意大利首个自动化码头顺利

开港投产，振华重工在生产基地打造首个自动化真机调

试基地，1:1 全真模拟瓦多现场，在设备发运前完成所

有单机调试工作，这样运抵后经过验收便可直接投入运

营。同时，创新性地接入码头管理系统，与意大利码头

现场进行远程联调，大大缩短了后期设备调试时间，为

顺利开港奠定了基础。

2019 年 12 月 12 日，意大利瓦多自动化码头开港

现场，数千人目光聚焦在蓝色岸桥上，看着它流畅地将

悬挂着意大利国旗的集装箱精准放置到集装箱货轮上。

这一刻，掌声从人群中响起，此起彼伏。“中国企业带

来的先进设备和运营系统为意大利建设首个自动化码

头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撑。”瓦多港控股公司总经理保

罗·科奈多说道。

意大利瓦多港自动化码头是振华重工首个欧洲智

能堆场项目，也是意大利正式加入“一带一路”倡议后，

中意双方重要的“牵手”项目之一，标志着中国“智”

造与欧洲标准经过不断撞击终于成功融合。如今，瓦多

港运行良好，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南欧“门户港”，极大

地促进了意大利北部的经济发展及居民就业，也为欧洲

与非洲、中美洲及南美洲等地的货物来往开辟了一条“快

速通道”。

“十三五”期间，振华重工参与了港珠澳大桥、英

国昆斯费里大桥、青岛港自动化码头、上海洋山四期自

动化码头等多个国内外重大项目，用先进技术和装备助

力项目竣工投产。

4 不忘初心 践行国企责任担当
企业的发展，归根结底要为人的发展服务。振华重

工始终践行初心使命，积极参与云南省怒江州兰坪县兔

峨乡定点扶贫乡镇以及临沧市、怒江州贡山县、怒江独

龙族自治县等地的脱贫攻坚工作，在教育扶贫、产业扶

贫和就业扶贫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 2020

年 11 月，振华重工定点帮扶的兔峨乡所属怒江州兰坪

县退出贫困县序列。

振华重工每年都会举行爱心义卖，所得善款全部用

于公益组织“鲁冰花舍”孤残儿童的医疗救助。“叔叔，

什么时候再来看我们呀。”“叔叔一有时间，就来看你

们。”这是振华重工慰问公益组织“鲁冰花舍”孤残儿童，

为孩子们送去温暖和关怀，临别时孩子不舍的画面……

随着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的持续推

进，振华重工在生产基地开启“绿色变革”，在雨水收集、

外场油漆喷涂、电焊烟尘、废气排放、环境污染物监测

等方面采取了有效的环保措施，在绿色发展道路上迈出

坚实有力的步伐。从文体活动、青年 club，到日常衣食

住行、婚恋交友，振华重工为来自五湖四海的振华人提

供“家”一般的关怀，让企业成为员工的“暖心港湾”。

2020 年是不平凡的一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疫

情，振华重工统一部署、科学防疫、有序复工，振华人

克服重重困难，“逆行”全球，通过设备“云调试”、

项目“云签约”、卸船“云指挥”等方式，为保障全球

港口物流正常运转贡献了振华力量。

如今，历史的指针指向新的刻度。展望“十四五”，

振华重工立足当下，扬帆再起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