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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业数量多、活力强，一直是就业、
创新的“蓄水池”、市场经济的“强基石”。

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中小企业遭遇
了前所未有的困难。至今，资金、市场、产业

链条、出口等方面震荡犹在。党中央曾多次强调保市场

主体，着力帮扶中小企业渡过难关，提高中小企业生存
和发展能力。省委、省政府扎实做好“六稳”工作，深入
落实“六保”任务，出台一系列政策“组合拳”驰援，不少
中小企业主动作为、迎难而上，为经济恢复发展按下
“加速键”。

本报今起推出系列调查报道，聚焦辽宁中小企业
发展的难点、痛点，深度剖析逆境突围的典型案例，
多方总结闯关过程的经验教训。期待通过多维呈
现，为中小企业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中的健康发展提
供借鉴。

编者按

引子

今年 7月，一则“大连两地区升级为中风险地区”的
新闻，让华晨宝马、奔驰等多家车企巨头“坐不住”了。原
来，为其配套生产排气管的大连万华汽配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大连万华汽配”）恰好位于两区之一的甘井子区大
连湾街道。排气管，一个看似不起眼的零部件，旋即成为
整车能否如期交货的关键所在。

这种担忧确有道理。排气管及相关设备的生产，自
动化程度不高，人工仍占很大比重。疫情风险升级，意味
着企业可能瞬间停产，一时间很难找到合适的替代供应
商，整个供应链便会因一环松动而断裂。

此刻，大连万华汽配的成品库存只能维持出货 10
天。而隔离已造成企业人、货进出的双重中断。怎么
办？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领导及相关处室负责人的手
机成了企业的解困热线。

“我们第一时间与客户进行了沟通，希望通过双方分
别向政府求助，来解决眼前的危机。工信部门的领导反
应速度很快，当天下午就到企业考察防疫情况，协调进行
核酸检测。大连市甘井子区政府马上为我们调拨口罩等
防疫物资。我们搭建了临时的宿舍，又联系了盒饭供
应。两天之后，在政府特批下成了整个工业园区最先复
工的企业。”大连万华汽配总经理崔伦治表示。

紧接着，在政府相关部门的服务下，一批批原材料顺
利进场，成品顺利交付。

链式竞争时代，环节无论大小，都可能变为成败的
关键。疫情期间，大企业“弯腰”的案例不在少数。产
业链、供应链的整体实力，也成为市场极为重视的关
键。那么，如何守住这条企业生命线？为何有人凭此
突围，又有人因此绊脚？记者多方探访，给出了辽宁企
业的答案与思索。

经脉流行不止，环周不
休……客于脉中则气不通，
故卒然而痛。

经济如人，产业链、供应
链如同经脉，也唯有畅通，才
能保证“肌体”的健康强壮。

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
发，如同“客于脉中”，本来畅
通的产业链、供应链骤然被
阻断、割裂，让很多企业成了
无水之源、无米之炊，运行一
度受阻。令其重新环环相扣
是复工复产、经济复苏的关
键之举。选取可控、稳定、便
利的合作伙伴，也是企业发
展的前提。

固链意义重大，是辽宁
建立区域循环，融入全国
大循环 、国际国内双循环
的 重 要 途 径 。 畅 通 的 循
环，首先要让需求与供给
有效、有序、快速地融通，
而产业链 、供应链的稳固
是融通的保障。上下游企
业之间的对接，既能够让
生产网络运转，也能让其
找到生存出口。

辽宁强链优势明显。我
省拥有联合国发布工业门类
中的绝大部分，具备建立区
域供需链闭环、全域供应链
重要基地的产业基础。此刻
守住优势，并且从中挖掘效
益，提升竞争力，是辽宁将比
较优势变为集中优势的最佳
选择。

补链迫在眉睫。目前，
产业链、供应链断裂的风险，
主要来自于新冠肺炎疫情等
非经济因素，主要体现在对
于关键零部件、核心技术等
方面的非国产化。因此，补
链的核心也是技术创新能力
的提升，这也是辽宁需要补
齐的短板之一。我省有很多
潜力巨大的中小企业，引导
其沿着“专精特新”方向发
展，为其提供适合成长的营
商环境，将对增强“辽宁链”
的控制力、协同力发挥重大
作用。

通则不痛
孙大卫

抻长产业链，抓牢供应链，辽宁企业亟须——

在深度分工中找准最优定位
本报记者 孙大卫 文并摄

中小企业闯关深观察之一

提起南方与北方企业的差异，
南方企业家更愿意“抱团取暖”的
观点，曾得到不少人的认同。

疫情防控期间，丹东防护服
生产企业联盟的成立，让大家看
到了北方企业家思维的转变。“是
产业链、供应链把我们拴在了一
起。”联盟发起者之一——丹东海
合谷实业（以下简称“海合谷”）总
经理梁伟表示。

如今，联盟成员已达 100 多
个，在多家成员企业各展所长之
下，丹东从无到有，成为全省最大
的防护服生产基地，目前，全国用
于出口的医用防护服中仍有超过
15%来自这里。

话还得从新冠肺炎疫情暴发
说起。

丹东，我省重要的轻工业生产基
地，特别是在户外服装生产上有着雄
厚的产业、技术基础。今年年初，新
冠肺炎疫情暴发，防护服是一线医护
人员、工作人员的最重要防护用品。
用量之大，消耗之快，前所未有，各地
库存迅速见底。建立新的生产线供
应全省乃至全国，迫在眉睫。

此刻，与防护服有关的一切都
成了天价抢手货。原料、机器、胶
条……

“开会时大家就意识到眼前的
问题是需要新建一整个链条，这时
候谁也不敢说自己就能干。”梁伟
回忆道。

于是，他率先说出了海合谷的
优势：“我们有压胶机。还有一个
朋友说，有 2 吨多的原料能捐过
来。”

“大安有些长期合作伙伴可能
有货，我们也有相关方面的生产经
验，只是机器不多。”丹东大安防护
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丹东大
安”）总经理刘永安表示。

“这段时间，原料价格较高，华
洋能在资金方面多做些工作。”华
洋纺织总经理于文福表示。

“既然这样，不如大家成立联
盟吧！共同进货、共同接单、共同
销售形成合力。”丹东市工信局局
长马国华提议。

于是，最初只有 4家企业加入
的联盟成立了。有人负责进料，有
人负责研究技术，有人负责联系设
备，有人负责培训员工，有人负责
对接订单……一条“战时链条”越
拧越紧，越来越韧。

产业链、供应链环环相扣，要
想畅通，少了哪一环都不行。此
刻，企业与企业之间不再是你买我

卖的生意关系，也不仅仅是上下游
之间的配合关系，而是同生共死的
伙伴、战友。

普祺集团作为宝马、一汽等
车企的供应商，今年订单还算不
少，但疫情期间运输等多种成本
的上涨，也让企业的资金链一度
较为紧绷。可就在这个时刻，董
事长刘奇却优先将资金打到了供
应商的账面上。决不拖欠，甚至
为了帮助供应商渡过难关先垫付
款项，成了不少辽宁企业战“疫”
的选择。

辽宁三三工业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三三工业”）在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期间先挪用工资资金，为供
应商解决燃眉之急的做法，得到了
员工们的认可。大家都认识到，只
有源源不断地生产，才能最终换回
所有环节的盈利。

每家企业都是产业链、供应
链 中 的 一 环 ，别 人 在 为 自 己 提
供 供 给 的 同 时 ，自 己 也 是 其 他
客户的供应商。链条中的每个
环 节 都 至 关 重 要 ，都 是 终 端 产
品的组成部分。

当有“强风”来临，唯有握指成
拳，才能守住这条关乎所有人存亡
的生命线。

握指成拳 共筑“生命线”

大厦之成，非一木之材，大海
之润，非一流之归。

洪流之中，要掌握主动权，既
要居安思危，也需目光长远。

在三三工业副总经理宋明振
看来，越是有意外发生的时候，越
能看出谁平日里功夫下得更深。
正所谓晴天修瓦，雨天不愁。

通过拉长自身链条，为自己多
加“保险”的三三工业，在新冠肺炎
疫情期间不仅没有被阻断的供应
链拖垮，相反，还在客户面前树立
了自己良好的形象。

沿着产业链条向上，三三工业
加强了自己的设计优势，通过“模
块式”设计生产理念、大量工业数
据基础，将传统的设计、工艺、机
加、组装串联顺序，改为设计生产
可分模块同步处理的并联模式，效
率大幅提升，仅设计环节就节省了
2/3的时间。

作为整个链条的集成环节，以
远虑防近忧。“对生产周期较长的
核心部件，我们会进行至少半年的
储备，以防风险，存货足够我们等
到上游企业全面复工。”宋明振表
示。

沿产业链向下，将外包环节的
不确定性降至最低，凭借自身的机
械加工能力，让三三工业不受分

包、代工限制，将企业自身能力尽
量多元化。

在采访中，不少企业达成共
识，减少链条上环节的数量，是有
效控制链条稳定性的不错选择，最
简单的办法就是增强企业自身的
抗风险意识、应急能力，延展自身
的链条，代替不必要的环节，增强
可控性。

但是现代市场经济大潮中，没
有万能企业，合作不可避免，作为
共同成长的伙伴，有了问题共同解
决，也是企业为避免自己陷入困境
的办法之一。

危与机，犹如硬币的两面，往
往同时存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
对不少企业来说是冲击，但对东软
医疗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东软医疗”）而言却是机遇和挑战。
方舱 CT 等医疗装备订单井

喷式地增长，很快就让东软医疗
库存见底，而此时阻断的交通、
生产的停摆，都使供应链处于紧
绷状态。“我们电子类产品的供
应商多集中于南方，这些上游企
业 遇 到 了 复 工 复 产 方 面 的 困
难。他们因为看起来与应急物
资没有直接联系，也不能享受一
些相关的政策。”东软医疗 CEO
武少杰深知供应商的难处，其实

也就是自己的难处。只有解决
了他们的困难，自己才能从困境
中走出。

于是，东软医疗开始以自己
的诉求为桥梁，请求政府帮助。
经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
化厅等部门协调，第一时间与江
苏 、浙 江 等 省 有 关 部 门 取 得 联
系，将东软医疗主要合作企业加
入各地防疫物资生产商名单，帮
助其快速复工复产。

在产业链条愈加紧密的当下，
单打独斗的英雄正在被携手向前
的联盟所取代，产业链中环环相
扣，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与此同
时，企业也对与自己并肩作战的战
友更加挑剔。

“现代企业发展必须建立在
上下游企业一起发展的基础上，
因此，维护产业链眼光也必须足
够长远。理想的情况是，上下游
企业互相提醒，共同进步。优质
的配套企业是能够助力头部企
业 前 行 的 助 燃 剂 ，他 们 应 该 从
自身专业的角度为客户提出改
进建议，而不是单纯地完成对方
提出的要求。就像广告词说的

‘ 大 家 好 。 才 是 真 的 好 。”辽 宁
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赵桂芝
表示。

晴天修瓦 握紧主动权

疫情如同一次对制造业的体检，通
过全面梳理产业链条，可以更好地意识
到哪些环节薄弱，需要怎样补强。这
时，往往得站位更高，将镜头适当拉远，
才能看清历史的走向。

今天，产业链、供应链不再是上下
游环节的简单衔接，而是向着更加多元
复杂的生态系统转变。不仅是企业间
需要维系的阵地，也需要社会的关注和
政府的引领。

赵桂芝认为，“政府要有规划地按
照产业链发展态势，进行区域经济的布
局，这既有利于发展，也有利于企业在
链条中占据有利位置。”

从发展规律看，供应链网络的强
大、生产的协同与高效，是制造业发展
的基础。企业在上下游产业集聚区设
厂，采购半径短、物流成本低、沟通效率
高、应急反应更快。

在这方面，辽宁有基础。我省拥
有联合国发布工业门类中的绝大部
分，具备建立省内供需链的产业基
础。守住优势，并且从中挖掘效益，提
升竞争力，是很多企业应对危机最深
切的感悟。

加强供应链的灵活性，也是把握先
机的关键，此刻需要大家更加关注对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培育，为B方案
甚至是C方案、D方案准备阶梯。

“稳定产业链、供应链不仅是应对
风险挑战的关键之举，更是着眼长远，
赢得发展主动权的重要手段。储备是
应急用的，补链的核心是强化关键环
节、关键领域、关键产品的保障能力和
创新能力。一个区域比一个国家容易
协调，一个国家比全世界更容易协调。
对于不可替代的环节，要增加国产化的

研发生产能力。在任何危机中，技术核
心竞争力强的企业，都是受影响最小的
企业。”赵桂芝的观点，引起不少企业的
共鸣。

固链、补链、强链，一直是备受关
注的话题。在 2020 全球工业互联网
大会上，多位与会嘉宾一致认为，加
速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渗透融
合，将可能用新理念、新技术、新方法
巩固和提升竞争力，为产业链、供应
链“赋能”。

“从2016年开始，我们接触辽宁振
昌智能电气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辽宁振昌’），并为其设计智能化生产
线。目的就是通过数据将辽宁振昌的
生产与自己的供应商、客户都紧密地连
接起来。”紫光中德技术有限公司副总
裁兼首席运营官朱涛表示，如果情况理
想，在数据打通之后，应用企业将实现
对客户需求和供应商能力波动的全面
掌握，甚至还能由系统给出更优的解决
方案。

“无论是以大企业为中心的企业配
套群，还是同量级企业之间协同作战，
都需要以数据为桥梁建立平台，如果大
家都能在平台上对接，那么，每个用户
都可能拥有更多的对接方案，链条的抗
风险性也将更强。”用友网络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文京如是说。

产业发展已迎来深度分工、深度合
作的时代，产业链越完整，越有竞争力，
企业的集聚程度就越高，经济的活力就
越强；供应链越协同高效，就越能产生
更大的经济效益。让一条条“链”动起
来、转起来，不仅是新冠肺炎疫情冲击
下的“急就章”，更是辽宁打造新工业基
地的“定海针”。

化危为机 补强弱环节

三三工业的盾构机即将装车。 东软医疗的工作人员正在进行产品组装。

三三工业延伸产业链，自己做机加。

海合谷的10万级生产车间已投入使用。

观与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