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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名企③

提到现代集团，人们马上会联想
到现代牌汽车，它别出心裁的外形与
可靠的性能，备受大众青睐。

谁能想到，现代集团不仅在汽车
制造领域声名远扬，在军工界同样有

所建树，生产出韩国军工史上诸多产
品——越野机动性能良好的K1坦克、
大家耳熟能详的K2主战坦克、韩国人
眼中的宠儿“勇”式装甲车等等。

如果说造汽车和生产坦克有一

定联系，那你一定想不到，被韩国媒
体誉为“梦幻战舰”的“世宗大王”号
驱逐舰，装备 AIP 推进系统的“孙元
一”号潜艇，也与现代集团有着千丝
万缕的联系。

这是一张12年前的照片。照片

主人公叫崔晓龙，他当时还是航校的

一名飞行学员。即将完成初级飞行训

练的他，与自己的启蒙“老师”——

初教-6，拍下了这张合影。

那一年，崔晓龙22岁，身旁的这

型初教-6飞机 49岁。如今，他 34

岁，是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的飞

行大队长，而他的启蒙“老师”，已年

过花甲，依旧续写着航空界的传奇。

初教-6的传奇，始于上世纪50

年代。当时，米格-15、歼-5等前三

点式战机，开始普遍列装我国空军。

而航校在用的初级教练机，全是初

教-5、雅克-18等后三点式飞机，不

能满足空军飞行员的训练要求。

这时，空军急需一款前三点式

教练机，以便使飞行员从一开始便

养成正确的飞行习惯。全新的需

求，为初教-6的孕育创造了条件。

但到底是研制还是仿制，当时各方

争议不断。

一开始，不少人认为仿制苏联的

前三点式雅克-18A飞机相对容易。

如果想自主创新、重新研制，不少工

艺和设备要从头起步，研制周期也无

法估测。

参与创建新中国第一个飞机设

计室的主任设计师徐舜寿认为，国

内无法完全供应雅克-18A机身所需

的钢管材料，未来我们必然受制于

人。

经过多次讨论，他们决定自主研

制国产新型初级教练机。从开始设计

到第一架原型机首飞，初教-6的研

制速度快得惊人，前后共72天。

据初教-6的一位设计师回忆，

当时正值南昌的高温季节，风扇吹出

的都是热风，但设计室内从未熄过

灯，大家夜以继日地搞科研。

这是一支年轻的设计团队。90

多人的设计队伍，平均年龄 20多

岁，他们敢闯敢干，设计一开始便创

新采用全铝合金半硬壳结构设计。这

样的设计，既保证了飞机应有的强

度，又减轻了机体重量。

当时，初教-6采用全铝合金机

体材料有着双重考虑。一方面，焊

接工艺成熟可靠，能够保证飞机的

生产质量；另一方面，依托充足的

国产薄铝板，原材料难题也会迎刃

而解。

那时候，工厂没有专门的静力试

验厂房，也没有地轨，飞机的静力试

验只能在承力架上完成。在对起落架

进行落震试验时，没有落震台，他们

便在室外空地临时支起4根柱子，做

了一个台面开展试验。

经过艰苦攻关，首架初教-6正

式诞生。1958年，初教-6完成首

飞。几年后，它拿到“参军入伍

证”，正式列装空军。它的诞生，标

志着新中国航空工业从修理、仿制正

式跨入自行设计的新阶段。

作为我国自研并量产的第一款飞

机，初教-6是我国航空工业的骄

傲。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初教-6飞

机总计约1000万飞行小时，从未出

现一起因设计、制造质量问题引起的

重大飞行事故。1979年，初教-6荣

获中国国家质量金质奖。

驰骋长空数十载，初教-6培育

了上万名飞行员，被誉为中国飞行员

的“摇篮”。除了长期服役于我国空

军和海军，它还常见于国内民用航空

学校，更有不少走出国门，活跃在多

国军队和民间航空俱乐部。由于操作

性好、可靠性高，它备受飞行员和航

空爱好者的青睐。

随着战机的快速发展，人们以

为，年过花甲的“老兵”将要告别蓝

天。谁知，几年前它又复产。今年2

月，初教-6正式取得适航批准，成

功进军国内民用航空市场。相信，初

教-6的传奇还将延续。

初教-6—
“老兵”传奇在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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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军工圈里的人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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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集团制造的K2主战坦克

他是名牌高校毕业的博士生，却选
择来到收入不高的军工厂，成为一名普
通的维修工匠。正是这次让别人不解
的选择，成就了郭双全的不凡人生。

在他家的书柜里，摆放着一排排荣
誉证书，这是对他匠人价值的肯定。事
实上，郭双全在选择这份职业前并不自
信，也没有想到会成功。他的故事还要
从8年前刚来工厂的时候说起——
“山沟沟里飞来了‘金凤凰’。”听闻

来了一位博士生，厂里掀起不小轰动。
初来乍到，虽贴着“高材生”的标签，不
少老师傅对郭双全依旧持否定态度，认
为他不懂实际操作。

高学历人才无用武之地，这一度让郭
双全怀疑自己的选择，心情跌落至冰点。

苦闷之际，郭双全向自己的大学导
师求助。“相信自己，只要全力以赴，你
肯定会成功。”恩师的话让郭双全重拾
信心。那一刻，他紧握拳头告诉自己：
“虽然不在科研单位，但只要敢想敢拼，
平凡的岗位也能闯出一片天地。”

学历只能代表过去，学习力代表未
来。郭双全相信，在日复一日的学习积
累中，有抵达梦想的途径，困难会给那
些有目标和决心的人让路。热喷涂工
艺技术被视为航修领域的技术难点，每
次实践操作时，他都会认真总结经验。
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头，1个多月他就

掌握了这项技术。
如果说怀才不遇是他工匠人生的

“上半场”，那么“下半场”的剧情陡然发
生了反转。2012年，工厂接到多项热喷
涂新工艺研发任务，郭双全带领团队成

员经过艰苦攻关，成功攻克难题。
此次攻关，郭双全在厂里打出了自

己的名声，也积累了信心。很快，他便
成为厂里的技术骨干。

有一年，工厂负责承修某型发动

机的涡轮转子叶片。这种叶片的报废
量很高，厂里决定自主研究进行修
复。面对令老师傅都望而却步的挑
战，郭双全主动请缨。

当时，金属 3D 打印技术在国内兴
起。不走寻常路的郭双全，盯上了前沿
的 3D打印技术，他打算利用这项新技
术修复叶片。

让叶片像壁虎一样重新“长出尾
巴”，还要达到产品标准，难度可想而
知。材料选择成为摆在他面前的第
一道难题。郭双全利用大学所学的
专业知识，综合分析比对几十种材料
特点，终于找到一种符合标准的新型
材料。

材料找好了，下一个难点就是用
3D打印设备进行叶片接长。郭双全发
现，在 3D打印过程中，叶片容易出现裂
纹。随后，他尝试对 3D打印的参数进

行优化，一遍遍地调试，最终找到了最
优解。

该型发动机涡轮转子叶片尺寸不
一，叶片最小壁厚仅为 0.3毫米，传统打
磨工具并不适用。郭双全设计出新型
工具，使叶片的定位精度得到显著提
高。他又创新了多种工艺技术，最终攻
克了这型发动机的叶片修理难题。

苦心播种的人一定能含笑收获。
如今，郭双全在 3D打印技术领域获授
权专利 13 项，他本人也因此荣获军队
科技进步一等奖、四川省科技进步一
等奖。
“再艰难的路，也能一步步走完；再

平坦的路，不迈开双脚也无法抵达。”在
求学的路上，他取得最高学历；在科研
一线，他收获至高荣誉。他成功的秘诀
就是每迈一步都脚踏实地。

郭双全常说：“一个人之所以成功，
是因为他自己要成功。相信自己能行，
勇于奋力追求，实现自身价值，就能拿
到打开成功之门的‘钥匙’。”

照片拍摄：杜 毅

制图：侯继超

自信：打开成功之门的“钥匙”
■罗 娟 邢 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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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最大的风险是

不变，要么“自杀”重生，

要么“他杀”淘汰

在百舸争流的市场竞争中，一家企
业想要长盛不衰，必须紧跟时代发展潮
流，顺势而为。

现代集团的“从军”经历并非偶
然。上世纪 70 年代初，韩国缺乏建立
自主国防工业的经济基础，只能依靠
引进国外装备满足国防需要。基于
“汉江奇迹”带来的国民经济增长和外
部良好环境，韩国敏锐抓住时机，先后
颁布了《促进军工生产临时办法》和
《军需法》，鼓励民间资本投入国防工
业，通过减免税收等一系列措施，鼓励
国内企业与政府合作，突破武器装备
研制生产的困境。

现代集团顺应发展形势，在利好政
策的推动下趁势进入军工圈，并迅速站
稳脚跟。当时，韩国军队装备的是M47
和 M48主战坦克，相比国外的 T-62坦
克各项指标都要“低一截”。因此，研制
一款新型主战坦克迫在眉睫。现代集
团因在汽车制造领域积累了丰富经验，
被韩国政府寄予厚望。在克莱斯勒防
务公司的帮助下，现代集团很快建立起
世界先进的坦克生产线，并在其提供的
样车基础上，改造出当时被认为“最适
合在韩国使用的主战坦克”K1。

这款坦克既有 Ml 坦克成熟的火
控系统，也有与“豹 2”坦克同宗的可靠
的柴油机动力装置，加上较轻的车重、
良好的越野机动性和独特的混合式悬
挂特点，Kl 坦克在崎岖的地形条件下
显示出良好的机动性能。K1 坦克的
成功量产让现代集团成为韩国第一坦
克制造商。

随后，现代集团继续在军工领域扩
张。从K1坦克的样车仿制到K2主战坦
克的量产，再到“世宗大王”号驱逐舰横空
出世，现代集团的军工产业在一次次自我
挑战中快速成长，不仅在国内赚得盆满钵
满，在海外市场也迅速占有了一席之地。

一位知名企业家曾说：“最大的风险
是不变，要么‘自杀’重生，要么‘他杀’淘
汰。”跨界企业在业界并不鲜见，但如现
代集团横跨多个领域还做得如此出色的
并不多。企业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
高人一筹，必须有求变的胆识，学会主动
适应时代发展。现代集团就是在不断求
变中，摸索出了一条适合自己的路，最终
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杀出重围。

质量是企业生存之

本，跨界名企刮起一股

“韩流”

探寻一家企业的成功秘诀，先要

查看它的历史。现代集团如此盛名，
和它的创始人郑周永个人行事风格是
分不开的。郑周永高度重视产品质
量，并将高质量理念贯穿于研发、生产
的各个环节。

郑周永在建厂之初就确立了“现
场主义”的管理模式，要求家族中的 15
个弟弟、8个儿子和 1个女婿全部站在
生产经营一线，对产品质量进行严格
把关。

当时，在现代集团流传这样一则故
事：一次，工人们看到郑周永的儿子郑
梦九站在“索纳塔”组装线旁，盯着汽车
发动机舱内五颜六色的螺丝钉、胡乱放
置的各种线路和将要被安装到汽车上
的零部件皱起了眉头。接下来，在场的
人便听到了他响彻厂房的咆哮声：“只
有把质量提高到更高的水平，我们才能
生存下去！”

现代集团对产品质量的追求，不仅
体现在汽车制造上，还延伸到军工产品
的生产过程中。1969年，韩国开始实施
“军工造船计划”。出于对现代集团的
信任，韩国政府对现代集团旗下的造船
公司进行资金扶持。得益于政府的支
持，不到 10年时间现代集团就打造出当
时亚洲最大的造船厂。

高速发展的现代集团并没有被成
功冲昏头脑，他们始终将高品质作为极
致追求。在接到生产第一款蔚山级大
型国产护卫舰的订单后，为了达到韩国

海军对改进型舰艇高速、灵活的设计要
求，从 1981年首艘蔚山级护卫舰服役，
到 1993年第 9艘“全州”号下水，现代集
团进行了 12年精心打磨，每一艘战舰性
能都有所提高。如今，距离首舰服役已
经过去了 38年，但蔚山级护卫舰凭借优
异的性能，依然在韩国海军中占据举足
轻重的地位。

追求质量、打造精品，是现代集团
成功的秘诀。纵观世界军工业发展
史，大张旗鼓、高调亮相的跨界企业如
过江之鲫，但绝大部分都无奈地走向
失败。但现代集团推出的产品，小到
坦克、装甲车，大到驱逐舰、潜艇，都能
在所处的时代打下深刻烙印，刮起一
股“韩流”。以至于在韩国流行这么一
句话：“你可能不认识韩国明星，但你
一定知道现代企业。”

对企业而言，能不能在市场竞争中
站稳脚跟，能不能让客户在琳琅满目的
产品中选择自己，高质量是企业“战风
斗浪”的“压舱石”。

今天优势总会被明

天趋势代替，买来的技术

必然受制于人

今天优势总会被明天趋势代替，顺
风顺水时往往暗藏危机。21世纪初，现
代集团内部“风雨飘摇”，解体为现代集

团、现代重工集团、现代汽车集团等多
家公司。这次解体，使原来现代集团拥
有的技术、市场、客户等一系列资源变
得支离破碎，现代集团旗下的军工企业
开始走“下坡路”。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面对全新的
市场竞争，核心技术才是企业发展的
“不二法门”。当时，现代重工集团为了
追求高效益，只是进行技术引进和设计
拼装，关键技术不得不受制于国外企
业。就拿为国外制造的何塞·黎刹级隐
身护卫舰来说，除了指控系统和数据
链采用韩国韩华集团的产品外，大部
分电子设备和武器装备都需要从国外
进口。

究其原因不难发现，军工产品缺乏
核心竞争力、技术创新疲软等问题，与
现代集团解体不无关系。现代集团所
属企业之间原本畅通的技术共享渠道
被打断，蓬勃发展的民用技术不能有效
反哺到军工企业中去，这些问题成为军
品发展的“拦路虎”。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些问题与
当时韩国军工体制有着一定关系。韩
国不少军工企业被称为“喝军队牛奶
长大”的。现代集团旗下军工产业相
对于民品业务来讲，无需在残酷的市
场竞争中浴血厮杀，就能背靠国家政
策拿到“照顾”订单，再加上宽松的技
术引进环境，各种先进武器的快速投
产便不足为奇。

但是，当优异的纸面性能数据带来
的“惊艳”逐渐消失，人们不禁反思，如
果技术可以轻松花钱买到，还有多少企
业甘愿冒着失败的风险去追求创新？
一旦掌握不了核心技术，企业在市场竞
争中的优势还能维持多久？

以现代重工集团研制生产KDX-2
和 KDX-3级驱逐舰为例，这两型舰从
技术指标来看都是世界领先。但在建
造过程中，媒体爆料两舰的防空导弹等
武器居然都只装备了一半。韩国海军
高层人士回应，根据预算武器配齐需要
3-4 年时间。虽说有预算的原因在里
面，但关键技术的缺失是影响建造速度
的一个重要方面。

所以，我们不否认引进技术对企
业发展的积极作用，但是如果把技术
引进当成企业发展的“兴奋剂”，牵
不住自主创新这个“牛鼻子”，那就
好比再美的花朵，在暴风雨来临时终
将凋谢。

回顾这些年以来军工企业发展的
兴衰史，有太多的名企曾创下辉煌却又
湮灭在历史长河中。失败的原因各有
不同，但掌握不了核心技术这个“命
门”，对任何企业来说都是致命的。只
有把核心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才
能在强者如云的“擂台赛”中，闯出自己
的天地。

照片提供：杨孟德

“喝军队牛奶长大”的企业未必都能成功
——浅析现代集团的胜败兴衰之道

■沙顺锋 屈凯明 田 旺
崔晓龙与初教-6飞机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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