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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碼看片

◀許莉盈用精益求精在競爭
激烈的精密製造領域佔領了
一席之地。

◀車間內一排排智能數控機
床24小時不間斷作業。

▲許莉盈（左）
在車間同技術人
員交流精密零件
生產精度。

港商東北創業近二十載 盼鑄民族品牌國際化樣本
學財務出身的許莉盈，自己也沒料到會一路北上2,000公里，扎根東北近二十載。作為一家精密零部件企

業的負責人，北上創業之路儘管歷盡波折，但許莉盈憑借永不言敗的獅子山精神，熬過了轉換賽道的艱難

歲月。從遠銷日韓歐美的光驅馬達部件，到精度控制在頭髮絲直徑十四分之一的小活塞及其它發動機

零部件，許莉盈用精益求精在競爭激烈的精密製造領域佔領了一席之地。如今，她正謀劃升級智能化無人車間。「我們

要通過智能化改造，打造民族品牌的國際化樣本。」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宋偉 遼寧大連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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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上扎根專注精密製造 幾經起伏認定實業根本

早在1995年，年僅18歲的許莉盈到了深圳，在港企國
泰達鳴集團先後擔任出納、會計。「當時，香港製造

業企業在深圳辦廠多為來料加工，接單均在海外，因此賬
務處理相對簡單。財務工作就顯得格外沉悶枯燥，和我的
性格並不相符。」

財務轉崗技術部門 十載成就行家裏手
本着多學習的想法，許莉盈申請轉崗到技術生產部門。

然而，這對零基礎的她來說並非易事。「搞生產，首先你
要看得懂圖紙、會繪圖。」下班後，許莉盈就去找技術員
請教學習，從會看圖到能繪圖，再到成為行家裏手，用了
整整10年。
「那段時間吃住都在廠裏，我覺得就應該有種不服輸的

勁頭。」
歷經十載，近而立之年的許莉盈已然能獨當一面。此

時，她也被委派到東北拓展業務。2005年，許莉盈隻身北
上，籌建了國泰精密機件（大連）有限公司。「當時國家
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的戰略提出不久，東北迎來高速發展
機遇。而之所以在大連選址建廠，主要是因為日本客戶邀
請。大連當地的日資企業眾多，另一方面有港口優勢，產
品出口相對便利。」

搭上時代發展快車 年產值六年翻六番
上世紀九十年代，在內地加工精密零部件的門檻較高，

除了需要充足資金購買國外進口高端機床，更需要大量數
控領域人才。
「早期這一領域的精英幾乎都集中在新加坡、日本、韓

國和中國台灣、香港地區。得益於這個優勢，當時我們工
廠的數控人才幾乎都是香港人。」
彼時正逢中國經濟高速發展，許莉盈的工廠也搭上了時代

發展的快車。「當時市場競爭不像今天這麼激烈，精密零部
件只要能生產出來並確保質量，客戶在價格方面就相對不敏
感，會給企業比較高的利潤回報。」
直至2012年前，國泰精密近90%的產能都用來生產計算

機光驅馬達的核心零部件，產品銷往日本、韓國等國。創
業不足7年，許莉盈所在的工廠年產值就翻了六番，一路攀
升至8,000萬元（人民幣，下同），在內地同等規模製造業
企業中已屬鳳毛麟角。

需求現斷崖式下跌 工廠困境中求生存
然而，隨着計算機技術飛速發展，U盤閃存很快取代了

光盤的地位，光驅自然也失去了用武之地。「雖然當時有
預判，光驅的市場需求會減少，原本還幻想着能有兩三年
的緩衝期，留給我們更換賽道，但事實要比預想的更
糟。」
讓許莉盈措手不及的是，數碼市場對光驅的需求斷崖式

下降，工廠主力產品銷量也隨之每年下滑超過20%。從
2015年到2018年，許莉盈坦言經歷了自創業以來最灰暗的
三年。「當時我們工廠所在的開發區，有幾家日資企業都
是從一兩萬人的規模縮減到幾千人，不少工廠甚至遷到了
東南亞。」
是去還是留？眾人陷入了迷茫之中。最終一錘定音的

是許莉盈。「當時已經建廠十年，好不容易在東北扎下
根，我不想輕易放棄。」不屈不撓、永不言敗的獅子山
精神，在許莉盈身上體現得淋漓盡致。

看好中國國產汽車行業 轉換賽道從零開始
此時，選擇高附加值領域，轉換新

賽道對許莉盈來說已然迫在眉
睫。
看好中國國產汽車行業的

高速發展，她毅然將生產重
心放在汽車發動機零部
件。
「和原來做光驅馬達配

件不同，汽車發動機零部
件的技術要求截然不同，
對我們團隊來說相當於從
零開始。」殘酷的現實讓許
莉盈意識到，進入汽車行業
新賽道，如果不盡快搶佔市場，
只會一步慢步步慢。
她坦言，最難是技術上的突破。光是

前四年，工廠就交了幾千萬元的技術「學
費」。
「接了訂單，哪怕有再多困難，打碎了牙也要嚥到肚

子裏。因為汽車發動機零部件實行的是零缺陷管理，很
多知識都需要我們邊生產邊學習。因為技術工藝不過
關，初期產品不良率偏高，損失只能自己默默地承
受。」
曾經，由國泰精密生產的小活塞精度達到誤差少於0.005
毫米，相當於一根頭髮絲直徑的十四分之一。但許莉盈對
產品精度提出了更高要求，誤差從原來的0.005毫米以內升
級到0.003毫米內。

中國國產新能源汽車崛起 謀劃第二次轉型
從創業之初年產值剛過千萬，到轉換賽道前鼎峰時期的

8,000萬；從轉型陣痛期的產值兩千多萬，到如今近1.5億
元年產值，儘管近年來經濟形勢複雜多變，企業始終表現
出強大的抗壓能力，銷售逆勢上揚。
「隨着中國國產新能源汽車在全球崛起，在現有技術團

隊的基礎上，我們正謀劃第二次轉型。未來，我們要在新
能源高端乘用車及智能機器人零部件上打造民族品牌的國

際化樣本。」

除了持續深耕汽車精

密零部件，許莉盈也在

嘗試將業務延伸到智能

機器人的零部件研發生

產。「不得不承認，現在市場上核

心高端的機器人都是國外品牌，而我

們要通過智能化改造，增加智能機器

人設備，打造民族品牌的國際化樣

本。」

走進國泰精密生產車間，碩大的

廠房內一排排智能數控機床 24 小時

不間斷作業，機器轟鳴聲中卻鮮見

技術員的身影。「我們現在已經嘗

試使用六軸機器人，下一步包括

AGV 物流車的普及都已提上日程，

計劃在三到五年內建成一座智能化

無人車間。」

提升生產效率 確保生產精度
許莉盈表示，工廠將在 2024 年下

半年率先上線 MES 系統（製造執行

系統），屆時所有設備都將通過端口

與系統相連，每台機床的運行情況、

生產數據都會在中央大屏幕上一目了

然。她舉例道，假設某台機床出現故

障，技術員在 1 小時內沒有完成修

復，系統就會自動提示，通知班長到

現場處理。

如果說以前是一人操作三五台機

床，那麼智能系統上線後就是一人負

責 20 台機器，只需一台手機終端就

能實現對所有機器的實時監控。「建

設智能化無人車間的最終目的，就是

要從根本上提升生產效率，確保生產

精度，為將來同海外品牌一較高下奠

定基礎。」

鼓勵員工創新 獎勵不設上限
製造業的核心就是創新，就是掌握

關鍵核心技術，必須靠自力更生奮

鬥，靠自主創新爭取。

許莉盈通過「改善項目小組」的形

式，拿出重金獎勵員工自主創新。

「每個小組有五六名成員，專門針對

特定項目進行技術優化，最後各小組

把年度成果擺上來，大家公開評選。

今年的年終獎剛剛發完，根據創新成

果不同會有不同的獎金，同時也會在

年終根據業績表現給予1至3個月工

資的年終獎。」

與此同時，許莉盈把創新獎勵制度

化，獎勵額度不設上限。「以實用新

型專利和發明專利為例，不僅公司會

為員工承擔所有申請費用，而且還有

少則2,000元（人民幣，下同），多

則萬元的額外現金獎勵。如果是在重

大項目上實現了技術創新，節省下的

成本直接按比例獎勵給項目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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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早前舉行的國新辦新聞發布會上，中國國家
發展改革委相關負責人表示，將修訂全國版外資准入負面清

單，全面取消製造業領域外資准入限制措施。在許莉盈看來，近年來政府
在支持製造業企業新技術改造、鼓勵產業技術創新、促進數字化升級改造等方面推出

了眾多政策，能夠讓企業真正有效地了解並享受各項惠企政策。
但她亦坦言，從事製造業，除了應對市場競爭，在技術創新、智能改造升級方面，企業也存
在信息、人才、資源等諸多不足。「要想升級新賽道，完全靠自身投入研發很難實現，需要政府
搭建精準高效的產學研對接平台。」許莉盈直言，儘管政府會不定期組織企業、高校和科研機構進
行產學研合作交流，但往往浮於表面，存在科研成果和企業需求「不對口」的錯位。
她舉例道，「我們主攻汽車精密零部件製造，但交流會上很多高校介紹的成果和我們行業並不相
關。另一方面，企業更需要走進科研院所，實地了解具體成果，而不是只停留在PPT階段。希望政府未
來在搭建產學研對接平台上，更有針對性和深入性，能夠讓企業和科研院所高效率實現成果轉化、互利
共贏。」

腳踏實地親身看 才有最真實感受
在許莉盈看來，投資製造業建廠，雖然內地的空間要比香港更加廣闊，但香港依然有自己獨特優勢。比

如為了降低成本，國外很多大公司會在港租倉庫，接收各家出口貨物後統一訂船、統一拼箱，這要比每家
供應商單獨出口節省不少倉儲物流費用。「我們深圳總部很多產品出口也是通過香港。」
作為香港回歸後最早一批北上的港商投資者，許莉盈直言20多年前在珠三角以外地區創業的港商還在少
數。「當時大家主要擔憂營商環境的『水土不服』以及生活習慣的不同。」但她以自身經歷直言，這種擔憂
更多是心理作用。許莉盈坦言初到東北創業，在和當地員工的語言交流上確實存在一些障礙。「但一遍不行
就兩遍，不厭其煩地去交流，就一定能溝通明白。」
不論是在深圳的10年，還是在大連工作的近20年，許莉盈從未覺得自己是個外人，不僅日常工作生活
和當地市民一樣，相反還經常受到格外關照。
「現在的香港年輕人起點都比我們高，我認為只有他們不願意做的，沒有做不了的。」許莉盈也
寄語香港年輕一代：「坐在屋裏聽到的都是問題，只有腳踏實地親身去看，才會有最真實的感
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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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車間已嘗試引入機器人生產精密零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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