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榜样引领中国品牌走向世界

创始短短二十余年的赛轮集团，为何屡获“奥
斯卡”表彰，其榜样力量究竟体现在哪里？

创业的初心，或许会是一个答案。
“一群人，一条心，一辈子，做一条好轮胎”，这

是自赛轮创始至今一以贯之的理念。“为学生找实
习基地，为科研项目找市场。”赛轮的创业，有其纯
粹的一面，以赛轮集团名誉董事长袁仲雪为代表的
创业人，用超过20年艰苦卓绝的创业，将高校专业
打造成100多个产品公司，走出了一条产学研创新
之路，形成了完整的橡胶轮胎产业链条。这种创业
的初心，也让身为民企的赛轮走得更加坚定。专注
一个领域、一个行业，更具方向性地在全球市场中
展现自己的竞争力。

数字不会说谎。
今年4月，A股轮胎板块上市公司2022年年报

揭露，赛轮集团分别以219.02亿元的营业收入、13.32
亿元归母净利润实现双第一，坐稳A股轮胎板块上
市公司“第一名”位置。与此同时，赛轮集团作为中
国首家A股上市民营轮胎企业，也是首家在海外建
厂的轮胎企业。

而在2022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榜单中，赛轮
以685.68亿元品牌价值，位列榜单119位，较2021年
增长98.12亿元。这是继2017年以218.82亿元品牌
价值首度入榜后，赛轮第六次入选该榜单；在2023
年发布的《全球最具价值轮胎品牌榜单》中，赛轮位
列第11位，是该榜单中价值增长最快的轮胎企业；
在2023年中国品牌日，经青岛市发改委推荐、国家

发改委遴选，赛轮集团液体黄金轮胎作为我国轮胎
行业走向世界的“中国名片”，入选中国品牌日“创
新100+”精品展区。

赛轮集团董事长刘燕华表示：“对赛轮来讲，产
业报国的初心，对科技创新的坚守，对全球市场的敏
锐嗅觉，对全球化市场布局的不断推进，对品牌建设
的长期规划，都是应对外部不确定性、实现自身快速
发展的重要因素。”而事实上，也正是这些特质，才让
赛轮向世界展现出中国轮胎企业的品牌榜样。

高质量发展加速

赛轮能够彰显自己的榜样力量，也在于对科技
创新的深耕，并以此加速了自己的高质量发展步伐。

不论是此次获得2022年度青岛市经济成就奖
的《赛轮集团橡胶轮胎产业高质量发展典型案
例》，还是获得中国工业大奖的“橡胶轮胎全产业
链关键技术攻关与应用示范”项目，其核心竞争力
在于国橡中心研发的被誉为“液体黄金”的新型橡
胶材料。

国橡中心由青岛科技大学、软控股份、赛轮集
团联合承建。目前，国橡中心已经形成从上游化工
原材料、天然橡胶、合成橡胶、智能装备与软件到下
游轮胎生产，循环利用的全产业链闭环，拥有4000
余人的专业研发队伍，团队专家占全国橡胶行业的
一半以上，获得专利4900多项，其中发明专利1700
多项，获得软件著作权560多项，主持或参与制定国
际标准5项、国家标准208项、行业标准91项。

液体黄金新材料采用国橡中心世界首创的化

学炼胶技术，颠覆了传统炼胶理论，填补了行业空
白，赛轮集团应用这一新材料研制出的液体黄金
轮胎，打破了困扰轮胎行业多年的“魔鬼三角”定
律，引发了轮胎行业第四次产业革命。其中液体
黄金乘用车轮胎达到欧盟标签法规最高等级AA
级，卡客车轮胎是目前国内唯一达到中橡协《轮胎
分级标准》3A级的产品，使国产轮胎进入高端轮
胎市场行列；“橡胶轮胎全产业链关键技术攻关
与应用示范”项目的实施和推广，补齐了多项行
业技术短板，成功实现了我国橡胶轮胎产业链自
主可控……

得益于国橡中心平台强大的技术赋能和输出，
随着产业链成果不断面向行业共享和转化，不仅推
动了产业基础的高级化和产业链的现代化，更为中
国橡胶工业迈向中高端插上高质量发展的“翅膀”。

由“质”向“智”

随着数智科技的日渐成熟，企业的发展也在向
着数字化、智能化转型，赛轮同样如此。

赛轮“橡链云”工业互联网平台获得此次“年度
数字经济发展典型案例”奖，就是很好的证明。

“橡链云”是赛轮集团自主研发的全球首个橡
胶工业互联网平台，有效助力了橡胶轮胎产业链上
下游企业的集聚和融合，促进了橡胶轮胎产业链的
数字化转型和高质量发展。

“橡链云”在海量互联方面已经实现99%以上
设备的互联互通，采集点高达百万级。目前，“橡链
云”已打通3200余家供应商、2000余家经销商以及

近60000家门店。从支持“设计好、制造好、交付好
每一条轮胎”，到“管理好每一处业务场景”，进一步
“连接产业链上下游”，从而打造以用户为中心的智
能生产和服务管理体系，通过数据驱动实现了运营
优化和产品价值增值，真正助力产业实现从“质”到
“智”的飞跃。

全球化布局再扩容

“未来，赛轮将以液体黄金技术和产品为突破，
以技术自信、品牌自信、创新自信，力争跻身世界高
端轮胎品牌行列。”刘燕华表示。

事实上，赛轮也确实凭借这些“自信”开启了自
己的全球化之路。如今，赛轮已经在青岛、东营、沈
阳、潍坊、越南、柬埔寨等地建有现代化轮胎生产基
地，在加拿大、德国等地设有服务于美洲和欧洲等
区域的销售网络与物流中心，产品畅销欧、美、亚、
非等一百八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目光投向今年，赛轮向前拓展的步伐同样没有
停止。在国外，公司在稳步推进越南三期项目和柬
埔寨半钢项目建设的同时，还在柬埔寨投资建设年
产165万条全钢子午线轮胎项目；在国内，公司规划
建设青岛董家口“年产3000万套高性能子午胎与15
万吨非公路轮胎”及“年产50万吨功能化新材料（一
期20万吨）”项目。

榜样之力，与产业相融，与城市相依。在跌宕
起伏的经济大潮中，一批批像赛轮一样的榜样企业
亦在不断涌现，扬帆激流，与城市同频共振，不断书
写着高质量发展的精彩华章。

紧抓高质量发展，赛轮彰显中国品牌的榜样力量

企业的高质量发展，在于创造价值，也在于展
现榜样之力。5月27日，有着“青岛经济界奥斯
卡”之称的2022青岛年度经济成就宣传发布典礼
举行。该活动由青岛市企业联合会、青岛市企业
家协会指导，青岛日报社、青岛市广播电视台、青
岛出版集团主办。在这场企业与企业家的盛典
中，赛轮集团获得“年度榜样企业”“年度高质量发
展典型案例”“年度数字经济发展典型案例”三项
殊荣。

值得关注的是，赛轮集团参与的“橡胶轮胎全
产业链关键技术攻关与应用示范”项目，也在不久
前获评了被誉为中国工业界“奥斯卡”的第七届中
国工业大奖。

除此之外，日日顺供应链打造的智慧供
应链标准化体系的引领性，更体现在配送
全流程的精准可视化、场景服务的标准
化。在现代商贸流通服务体系中，用户对
服务期望日益提高，使得越来越多的供应
链服务企业更加重视提升“最后一公里”服
务体验。

在这一趋势下，日日顺供应链在行业内
率先提出了“送装一体、一次到位”的服务理
念，并持续迭代“成套送装”“送新取旧”等服
务内容，为场景物流模式的标准化探索引领
风向。

同时，为实现配送全流程的精准可视化，
日日顺供应链通过实施智慧化的管理方案，
在全国范围内建设多级云仓共享的高效供应
链服务网络。在如此庞大的服务网络之上，

日日顺供应链具备网络规划解决方案、制造
物流解决方案、末端配送解决方案等七大供
应链网络规划能力。

结合自身在智慧供应链建设过程中的探
索，目前，日日顺供应链沉淀出一批契合行业
发展趋势的经验成果，其主导的《智慧物流服
务指南》成为智慧物流行业首个国家标准，主
导的《智能工厂物流作业流程规范》现已确立
为国际标准，真正为行业提供了标准化建设
的参考样本。

从“先行者”到“引领者”，日日顺供应链
始终站在供应链管理服务创新的前沿，致力
于打造中国领先的供应链管理解决方案及场
景物流服务提供商，不断提升商贸流通现代
化、标准化水平，为行业的健康有序发展发挥
引领力量。

2022青岛年度企业高质量发展典型案例——

日日顺供应链:打造商贸流通青岛经验

日日顺供应链具备了强大的供应链网络规划能力。

5月27日，被誉为“青岛经济界奥斯卡”的
青岛年度经济成就宣传发布典礼正式举行。其
中，日日顺供应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日日顺供应链”）凭借“标准化支撑商贸物流高
效运行”，获选“2022青岛年度企业高质量发展
典型案例”。该案例充分反映了日日顺供应链
标准化探索成果，呈现出商贸流通行业高质量
发展的新风貌。

■青岛财经日报/首页新闻 记者 高奕静 实习记者 臧璇

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现代商贸流通体系的
构建，《商贸物流高质量发展专项行动计划
（2021-2025年）》指出，到2025年，培育一批有品
牌影响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商贸物流企业，商贸物
流标准化水平显著提高。

在此背景下，日日顺供应链凭借其5G、物联
网、云计算等技术优势与智慧供应链领域的经验

沉淀，确立了涵盖科技赋能物流全流程作业、数字
化供应链解决方案、定制化场景物流服务的标准
体系。

在今年1月，该项案例入选了商务部印发的
《国家级服务业标准化试点（商贸流通专项）第一
批典型经验做法的通知》，使青岛市商贸流通标准
化工作的先进经验全国“出圈”。

智慧供应链的标准实践

在商贸流通领域，传统运营模式高度依赖人
工作业，极大阻碍了流通效率的提高。而在科技
赋能下，日日顺供应链聚焦数字化建设前沿发
展，在物流仓储园区实现了智能无人化作业和数
字化管理，提升商贸流通全流程、全要素资源数
字化水平。

以日日顺供应链打造的国内首个大件物流智

能无人仓——青岛即墨仓为例，在视觉识别、智能
控制算法等人工智能技术的加持下，该园区具备
无人仓24小时黑灯作业能力，相比传统仓储可提
升出入库效率5倍以上、提升储存效率3倍以上。
在此基础上，日日顺供应链更对无人仓中的管理
组织、设施布局等进行标准化约束，主导制定了
《无人仓通用技术要求》行业标准。

引领商贸流通标准化建设

科技赋能全流程数字化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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