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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在党中央领导下 ,

全国经济形势蒸蒸日上 ,掀起了中国历史上

前所未有的经济发展高潮。在改革阳光的沐

浴下 ,各行业面貌一新 ,许多企业也借改革开

20 多年间 ,特别是改革开放的 18 年里 ,经过

全体员工的艰苦创业 ,由一个原有职工 67

人 ,全部资产仅 48 万元的小厂 ,发展为目前

员工 6 000 余人 ,固定资产 8 亿元 ,总资产

2216 亿元 ,轮胎年生产能力 630 万套 ,以轮

胎产品为主的大型企业集团。其在这 18 年

中的发展情况可参见表 1。

表 1 　改革 18 年来成山集团产量增长情况

年　份 产量/ 万套 年　份 产量/ 万套

1980 8 1993 220

1985 40 1994 263

1990 104 1995 33214

1991 11417 1996 396

1992 154 1997 41215

　　近年来 ,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以前改

革中许多被回避的问题已到了不得不解决的

时候 ,国有企业 ,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

革更是首当其冲。类似成山集团这样的国有

大型企业如何改革和改造 ,在发展的同时 ,如

何为持续稳定的再发展奠定基础 ,已成为人

们普遍关心的问题。因此就轮胎行业的国有

企业在这一特定阶段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的大环境下 ,对企业本身的发展和改造有何

经验和设想 ,本刊编辑部专门走访了国内几

家大中型轮胎企业 ,成山集团是其中之一。

成山集团虽然成立时间比其它许多国有

企业要短 ,但是它和其它许多国有企业一样 ,

同样面临原材料价格波动、税收、人员费用大

幅度提高 ,利润率低、生产投资来源渠道不畅

等难题。因此 ,如何对原有体制进行改造和

革新 ,便是近些年来成山集团一直在努力解

决的问题。1992～1997 年这 5 年 ,是成山集

团最困难的时期 ,也是成山集团发展最快的

5 年 ,成山集团发展中的许多事情正是在这

一时期办成的。成山集团坚持在发展中进行

改革 ,以改革促进发展 ,“发展才是硬道理”始

终被成山集团作为其健康发展的方针。在具

体实践中 ,成山集团的改革经验大致可总结

为“大力发展市场经济 ,加快国有企业改造”。

1 　大力发展市场经济

111 　把握市场脉搏 　加快技术革新

早在 1992 年初 ,成山集团的轮胎生产还

处在小规模 (100 万套) 低水平 (全部为斜交

轮胎) ,而且随着生产设备老化 ,产品技术落

后 ,经济效益低下 ,企业缺乏后劲 ,经济技术

指标都只属国内同行业二流水平。而当时国

内外其它一些厂家积极抢占国内市场。面对

这种形势 ,成山集团认识到 ,企业发展如逆水

行舟 ,不进则退 ,不改造、不发展就没有出路 ,

因此确定了“没有投入就没有产出 ,早改造早

主动 ,没有改造就没有发展”的发展思路。

90 年代以来 ,国内外汽车工业和高等级

公路的发展使轮胎结构发展趋向子午化、扁

平化和无内胎化。为了适应市场的需求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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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的东风开创了发展壮大的大好局面。山东

成山橡胶集团 (以下简称成山集团)就是这许

许多多成功企业中的一个。该集团在建厂



山集团提出“优化产品结构 ,加快开发子午线

轮胎系列产品”的战略方案。为了加强技术

力量 ,加快开发速度 ,成山集团与北京橡胶工

业研究设计院共同承担了化工部下达的重大

技术开发项目 ———全部采用国产技术和大部

分国产原材料和装备开发国际先进水平的系

列子午线轮胎。开发过程中 ,始终坚持高标

准、高起点、严要求 ,运用厂院研究出的预应

力和动平衡轮廓设计理论 ,采用一次法成型

和高温硫化工艺 ,立足国内原材料和引进关

键设备配套国内设备 ,很好地完成了这一项

目 ,并开发出 60 ,65 系列 6 种规格的轿车子

午线轮胎 ,13 种规格的轻载子午线轮胎和 4

王加固型载重轮胎 ,始终把握着市场发展的

脉搏 ,充分发挥了自己的产品优势 ,在市场上

确立了自己的一席之地。

112 　加大投资规模 　抢占市场制高点

成山集团认为没有规模就谈不上竞争

力 ,没有规模就培育不出名牌产品。因此 ,该

集团总是对有发展前途的产品不失时机地加

大投入 ,扩批量、增系列、上档次 ,强化规模优

势 ,获取规模效益。

(1)完善和提高斜交轮胎的生产能力

成山集团的斜交轮胎现有生产能力已达

到 400 万套。

目前 ,斜交轮胎虽然还是市场上销量最

大的轮胎品种 ,但已不再是轮胎发展的主流

种规格的全钢载重子午线轮胎。

近年来 ,成山集团的产品由斜交轮胎发

展到子午线轮胎 ,由半钢子午线轿车轮胎、轻

载系列子午线轮胎发展到 65 ,60 系列的低断

面 H 级无内胎轿车子午线轮胎 ,再发展到全

钢载重子午线轮胎、大型工程机械轮胎、成山

产品。成山在斜交轮胎方面也没有盲目地扩

大规模 ,而是将重点放在如何最大限度发挥

现有资源的优势 ,提高生产率 ,充分运用现有

生产规模上。针对个别环节生产能力不足从

而制约了总体生产能力发挥的工序和设备 ,

进行了以完善、提高为内容的技术改造。一

方面积极进行技术改造 ,另一方面还不断调

整生产线整体布局 ,使其更合理 ,生产流程更

加科学。还十分注意设备更新与维护 ,目前

主要设备完好率达 9816 % ,设备新度系数

0182 ,设备的开机率为 95 %。

(2)加快半钢子午线轮胎生产线建设

由于半钢子午线轮胎是今后一段时间内

最有前途的产品 ,因此成山集团克服了技术

难度高、投资大、资金回收周期长等困难 ,着

力发展半钢子午线轮胎。在子午线轮胎技术

改造项目未被列入国家计划的情况下 ,不等

不靠 ,通过买方信贷、非金融机构拆借和股份

制改造等多种形式 ,共筹资 415 亿元 ,现已建

成年生产能力 200 万套 ,具有较先进水平 ,目

前国内自动化程度较高 ,生产规模较大的半

钢子午线轮胎生产线。这条生产线也使得成

山集团的企业实力大大增强。

(3)加大全钢子午线轮胎规模

为了增加产品品种 ,培育企业新的经济

增长点 ,通过近 3 年的努力 ,共投资 4 亿元 ,

建成了 11 万 m2 的国内最大的全钢子午线

轮胎生产厂房 ,并建成了一条年产 30 万套的

全钢子午线轮胎生产线。试生产的 2 万套全

钢子午线轮胎销路很好 ,此生产线有望今年

下半年正式投入生产。

本着创造规模经济的发展原则 ,成山集

团现已发展到具有 400 万套斜交轮胎、200

万套半钢子午线轮胎和 30 万套全钢子午线

轮胎的生产能力。

另外 ,规模经济不局限于产品的生产规

模 ,它还包括交易 (采购和销售)的规模经济、

储藏的规模经济和专业化分工的效益等。通

过规模加大单位投入的产出才是规模经济的

根本出发点。

成山集团也正是本着规模经济的原则 ,

在产、供、销等各个经营环节 ,充分发挥自己

的规模优势 ,使市场竞争力不断得到加强。

113 　实施名牌战略 　巩固市场地位

成山集团在生产和发展的过程中 ,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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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争创名牌。以提供优质、多规格、全方位

的产品为方针 ,多创名牌产品为手段 ,为客户

提供优质服务 ,树立成山集团的名牌形象。

成山集团在实施名牌战略的过程中 ,不但重

视不断推出越来越多的名牌产品 ,更重视如

订了企业贯标认证计划 ,从提高企业自身素

质的需要出发 ,不搞应付检查 ,不搞形式主

义 ,切切实实地从宣传动员、组织内部审核、

现场整改和正式认证四大步骤做起 ,将贯标

工作扎实深入的开展 ,使质量管理工作不断

得到加强和完善 ,并于 1996 年通过了 ISO

9001 质量体系和产品双认证。

为了保证产品质量 ,提高产品档次 ,近年

来成山集团还先后从美国、德国、意大利和日

本等国家进口了 40 多台世界先进的生产设

备 ,使产品加工精度大大提高 ,产品合格率已

何树立起成山集团的名牌形象 ,这才是名牌

战略的基本点。

(1)加强质量管理

作为名牌产品 ,首先必须有靠得住的质

量 ,这在所有企业中都已基本达成了共识 ,成

山集团在生产中也特别加强了对产品质量的

管理和控制。

成山集团在与许多国内外客户的接触中

充分认识到 ,即使产品质量再好 ,但如没有通

过 ISO 9000 标准认证 ,也不能算是一个合格

的产品供应商。于是在 1995 年年初详细制

高达 99189 %。为了检查轮胎的内在质量 ,

又投资 3 000 多万元 ,购置了轮胎 X光机、高

速耐久性试验机、均匀性和动平衡试验机等

检测设备 20 多台套 ,为保证产品质量打下了

坚实的基础。

(2)坚持原则 ,维护自身声誉 ,保护用户

利益

只有坚持用户第一 ,信誉至上的原则 ,处

处为用户着想 ,珍视企业自身的声誉 ,才能最

终赢得用户、赢得市场。

曾有一家汽车厂主动要求为其开发生产

一种非标准轻载子午线轮胎 ,但经审核其全

部技术资料和标准后发现 ,该系列产品轮廓

断面过窄 ,不利于保证汽车高速性能和转向

性能 ,使安全系数难以达到标准要求 ,本着维

护企业声誉 ,保证用户利益的原则 ,成山集团

拒绝了该汽车厂的要求。后来 ,该汽车厂采

用这种非标准轮胎进行汽车实用性能测试

时 ,在高速跑道上屡次发生轮胎爆破现象 ,最

后不得不放弃使用这种轮胎的想法 ,并最终

与成山签订了标准轮轮的供货合同。

(3)加强多品种、优质新产品的开发

在争创名牌的过程中 ,必须要不断推出

一些名牌产品 ,使成山轮胎始终在用户心目

中保持良好的形象。

完成“全部采用国产技术和大部分国产

原材料和装备开发国际先进水平的系列子午

线轮胎”项目后 ,成山集团采用该生产技术先

后开发出的 6 种规格 65 ,60 系列低断面无内

胎轿车子午线轮胎荣获 1996 年国家科技进

步二等奖 ,有 13 种轻型载重系列子午线轮胎

荣获 1995 年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 ,有 4 种规

格全钢载重系列子午线轮胎通过了化工部技

术鉴定。在已开发的子午线轮胎系列中 ,有

40 多种规格先后被国家科委等 6 个部委联

合授予“国家级新产品奖”,主导产品“成山”

牌轮胎还被山东省商检局确定为免检产品。

另外 ,成山集团还积极消化、吸收国外先

进的生产技术 ,大力发展新型出口产品 ,如针

对美洲多雨高温地区开发的防湿滑纵向花纹

的变型轮胎和针对俄罗斯等严寒地区开发的

耐低温、防雪滑横向花纹的变型轮胎等。近

年来已先后开发了出口新产品 84 种。

目前 ,成山集团的轮胎品种已发展到 8

大系列 300 多种产品规格。斜交轮胎、半钢

子午线轮胎和全钢子午线轮胎俱全 ,充分体

现了该集团的产品品种规格优势。

除了以上几个方面 ,成山集团还在售后

服务、产品宣传和市场占有率上下了很大功

夫 ,使“成山”牌轮胎成为了国内比较著名的

一个轮胎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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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适应市场需求 　不断提高产品性能

市场对产品的要求 ,就是厂家努力的方

向。

近年来 ,汽车运输行业超速超载现象严

重 ,尽管轮胎质量完全符合国家标准 ,但仍无

法摆脱国内轮胎生产企业产品退赔率成倍上

升的局面 ,超速超载成为令全国轮胎行业头

痛的质量综合症。对此 ,有些企业一味强调

技术改造 ,使斜交轮胎的抗撕裂、生热、高速

和耐磨性能都显著提高。这一改造使载重斜

交轮胎基本满足了市场对汽车超速超载的需

求 ,也得到了市场的肯定 ,“成山”牌载重斜交

轮胎成为市场上的抢手货。

115 　直面市场风浪 　增强适应能力

融资是企业发展中一项十分重要的工

作 ,除银行贷款外 ,成山集团还通过买方信

贷、非金融机构拆借和股份制改造而多方筹

集资金 ,不断克服融资困难。

1992 年 ,中汽总公司与化工部、交通部

联合下发了推广普及子午线轮胎的通知 ,并

把使用子午线轮胎作为新车型鉴定和出厂挂

牌的首要因素。由于当时国内子午线轮胎生

产尚未形成规模 ,因此一时出现子午线轮胎

脱销 ,造成进口量大增。成山集团面对这种

形势 ,果断作出决定 ,抢占市场制高点 ,大力

发展子午线轮胎 ,把“成山”牌子午线轮胎的

让用户注意正确使用轮胎 ,但成山集团更认

为 ,只有用户的评判才是最具权威的鉴定。

他们立即动手 ,采用 CAD 技术等现代化手

段 ,从 1 000 多份结构、配方设计方案中筛选

最佳方案 ,并及时借鉴和消化吸收国际上先

进的成功经验 ,对传统的载重斜交轮胎进行

了以提高超速超载能力为目标的优质轻量化

品牌在市场上树立起来。于是他们在技改资

金还没有着落的情况下 ,先期考察了国外先

进的子午线轮胎一次法成型机 ,并签订了合

同。但 15 %定金付出后 ,另外的 1 300 万美

元的项目贷款却迟迟不能到位 ,如不按合同

按期付款 ,成山集团的企业法人将被送上国

际法庭。成山人的奋斗精神终于感动了来厂

视察的中行领导 ,经考察后 ,批下贷款 ,使成

山集团渡过难关。现在成山集团的子午线轮

胎生产规模已是有目共睹。

多年来 ,成山集团就是这样不等不靠 ,积

极筹集资金 ,使企业得到源源不断的资金补

给 ,为企业的持续稳定发展提供保障。

发展市场经济从根本上就是要提高企业

的竞争力 ,企业只有不断地提高自身素质和

快速适应市场的能力 ,才能在市场上占有一

席之地。

2 　加快国有企业改造

国有企业在改革开放的这些年中取得了

长足的进步 ,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

断深入发展 ,国有企业本身所固有的一些缺

陷不断地暴露出来 ,而且逐步发展到限制了

企业的进一步发展 ,甚至威胁到企业的生存。

中共中央也适时地提出了让企业建立“现代

企业制度”,其出发点就是在于通过学习和借

鉴人类历史上任何一种成功的企业发展手

段 ,发挥我国人民的创造性实践 ,使国有企业

摆脱限制其发展的因素 ,健康稳定地发展。

加快国有企业的改造 ,是本世纪末中国

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加快国有大中型企业

的改革更是重中之重。但是国有大中型企业

如何进行改革 ,特别是轮胎行业的国有大中

型企业如何进行自身的改革 ,将是近年来我

国大中型轮胎企业必须要面对和解决的一个

问题。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过程中 ,没有

固定的模式 ,要依靠各企业充分结合自身的

具体情况 ,走有利于本企业发展且具有自身

特色的发展道路。同时 ,各企业间相互学习、

相互借鉴也是十分重要的。下面让我们看一

看成山集团在这方面的实践。

211 　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 ,企业如

何加快两个根本性转变 ,推动生产要素的合

理流动 ,促进生产、科研、销售、服务相结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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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管理工作不断迈上新台阶 ,从而最终全面

走向市场成为企业发展的一个主要课题。围

绕这个课题 ,成山集团把组建企业集团作为

一项战略任务来抓 ,以荣成橡胶厂为核心 ,以

轮胎产品为龙头 ,以资产联结为纽带 ,于

1994 年组建了企业集团 ,并坚持以改革的深

化带动管理的强化 ,以管理的强化促进改革

的深化这一原则 ,实施了“以大带小、优势互

补、整体推进、滚动发展”的战略 ,努力实现自

我膨胀、快速发展的目标。

(1)强化组织结构调整

在集团总部的组建上 ,本着精简高效的

武装部 ,集团总部办公室、审计室以及工会和

团委。这些部门分别负责集团公司的各项工

作 ,并完全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另外 ,在计划经济时期 ,成山集团的结构

是橄榄形的 ,生产制造的力量很强 ,产品开发

和市场营销的力量薄弱。近几年 ,随着市场

经济的发展 ,迫使企业转型为哑铃形的 ,开发

力量和营销力量要加强 ,中间生产制造环节

要减肥消肿 ,改变企业过去的过分就业情况 ,

实行富余人员的下岗分流。

在组织结构的建立上 ,大力推行公司制 ,

做到能够设立子公司的都设立子公司 ,不能

设立子公司的设立分公司。目前集团公司所

属企业中 ,子公司占 90 % ,分公司占 10 % ,全

原则 ,设立了四部两室和两个群团组织的轻

型结构 ,即生产计划部、劳动人事部、财务部、

资子公司占 25 % ,控股子公司占 60 % ,参股

子公司占 15 %。

(2)完善内部管理体制

注重发挥投资中心、管理中心、科研中

心、服务中心等的职能 ,实行分类管理。在管

理形式上 ,对全资子公司实行宏观指导为主 ,

行政管理为辅 ;对入股子公司委派董事参与

经营管理 ;对分公司可实行直接行政领导。

在管理手段上 ,按照集团公司、子公司或分公

司以及职工“三有利”的原则 ,实行“一保两定

两挂钩”,即保证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定利润

指标、定非生产经营性开支、经营任务完成的

好坏与公司留成挂钩、与工资总额挂钩 ,使人

人头上有指标 ,极大调动了广大干部职工的

积极性 ;在管理方法上 ,将管与放结合起来 ,

集团公司只管子公司或分公司干部的任免、

经营的宏观指导、重大技改项目的论证审批

等重大问题 ,其它权力全部放给子公司或分

公司 ,从而打消了他们的依赖思想 ,使其变被

动为主动 ,使企业活力大增。

(3)大胆进行股份制改造 ,通过资产的重

新评估定界 ,明确了产权 ,分清了责任 ,理顺

了各方面的关系 ,不仅筹措了一大笔资金 ,大

大缓解了企业资金紧张的矛盾 ,更重要的是

使领导干部既受职工的监督 ,也受社会的监

督 ,进而增强了紧迫感、压力感和责任感 ;同

时也使广大职工拥有了职工与股东的双重身

份 ,使企业和职工真正成为利益共同体 ,增强

了企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成山集团现已顺

利完成了核心层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和 5 个子

公司的公司制改造。

在改革改组的同时 ,还实施了一系列配

套措施。

为了保证决策的正确性 ,成山集团坚持

决策系统管理为主 ,兼顾其它系统的管理 ,着

重抓好各级领导干部决策的管理 ,对 100 多

名子公司和分公司的领导干部的决策行为能

力实行考核 ,不合格者免职 ,从而使广大干部

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和责任感 ,促进了决策

水平的提高 ,至今从未发生一起重大决策失

误现象。

为了调动广大职工的积极性 ,在集团内

部构造了 3 个机制 :第一是构造人才竞争机

制 ,变过去的一次分配定终身为按现在的岗

位技能和工作政绩进行动态考核管理 ;第二

是构造内部激励机制 ,实行定岗定薪 ,真正体

现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 ,变过去“要我做”为

现在的“我要做”;第三是构造分层树立形象

的规范机制 ,以塑造企业形象为目标 ,开展树

立干部、党员、普通职工 3 个良好形象的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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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采取分类督导的方法 ,使不同层次的干部

职工“干有标准、学有目标、赶有方向”,为最

终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奠定了基础。

为了适应市场形势的需要 ,成山集团在

深刻领会大庆人“三老四严”精神内涵的基础

上 ,在全集团公司提出并实施了“严格管理制

度 ,提高职工素质 ;严格工艺纪律 ,提高产品

质量 ;严格资金管理 ,提高经济效益”的“三严

三提高”工程 ,确立了成山集团的管理制度原

则。

212 　加强企业管理 　提高生产效益

价 ,再加上资金短缺 ,市场拉力明显不足 ,成

山集团也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如何提高企业

的生产效益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因素。

面临的现实也使成山集团认识到 ,单纯

依靠增加产量求效益的外延式发展是不够

的 ,还必须立足于企业内部管理 ,走质量品种

效益型的内涵式发展道路。

1997 年 ,根据学习邯钢、吉化的经验 ,提

出在集团公司范围内实施“全方位管理工

程”。其工作方针是加大 4 个力度 ,即“加大

精神文明建设力度 ,加大企业改革力度 ,加大

结构调整力度 ,加大企业管理力度”。其主要

内容围绕两条主线展开 ,即精神文明建设以

近几年来 ,随着乡镇、三资等非国有企业

的急速发展 ,国内轮胎市场呈现了供大于求

的局面。另外 ,燃料、电、水、运费等大幅度提

“星级管理法”为主线 ,坚持抓思想政治工作

的优良传统 ,深入开展“爱国、爱厂、爱岗”教

育 ,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为企业健康

快速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保证 ;物质文明建设

以“四新”、“十个一”活动为主线 ,全面提高企

业经济效益 ,其内涵是逐步建立适应市场经

济的营销机制 ,运用科技手段降低成本 ,以增

加效益为核心 ,全面强化企业内部管理 ,层层

分解指标 ,实行重奖重罚的利益驱动机制 ,以

此来充分调动广大职工当家理财的积极性 ,

从而形成“全员参入、严格管理、厉行节约”的

良好局面。

通过 1997 年实施的全方位管理工程 ,使

成山集团切实尝到了“管理紧一紧、效益挖不

尽”的甜头 ,当年累计为企业增收节支 2 100

万元 ,使企业始终保持着持续、稳定、健康的

良好发展趋势。

213 　实施大集团战略

实施大公司、大集团战略是国有大中型

企业改革和发展的一项重大选择 ,对于国民

经济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具有非常重要的作

用。

成山集团根据自身的实力提出“建设东

方轮胎城 ,早日跨入世界轮胎工业 20 强”的

目标。注意将自已放到大市场空间和层次上

去比较分析 ,在不断扩大国内市场的同时 ,积

极拓展海外市场 ,目前已正式在中东地区设

立了海外贸易窗口 ,并逐步向东南亚、澳大利

亚等国家和地区辐射 ,现在成山轮胎已远销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 ,去年出口轮胎 3215 万

套 ,完成出口交货值 2103 亿元。

为实现本世纪末建成大集团的目标 ,成

山集团在调整产品结构 ,扩大企业规模上做

出了很大的努力 ,有多项技改项目列入了国

家计划 ,获得了资金和政策上的支持 ,为今后

企业的大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其中

总投资 2 亿元的 5 000 t 子午线轮胎专用钢

丝帘线项目获国家计委批复 ,已进入实施阶

段 ;总投资 1116 亿元的年产 300 万套轿车、

轻载子午线轮胎项目也于近日被国家经贸委

列入国家“九五”重点工业产品结构调整导向

性计划 ;此外 ,年产 50 万套高性能子午线轮

胎科技攻关项目也被国家有关部委批准在

“九五”期间实施。这些技改项目的实施 ,将

为成山集团加大规模经济 ,提高产品竞争力

发挥很大的促进作用。

在发展大集团的过程中 ,成山集团实行

多元化经济 ,着手建立轮胎为主的主导产品

企业。成山集团现已由原单纯生产轮胎发展

到目前可生产增塑剂、橡胶板和子午线轮胎

钢丝帘线等多种产品 ,由纯国有经济发展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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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国有经济为主体 ,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的

企业集团。

3 　结语

在这跨世纪的时代 ,中央大力支持和鼓

励国有企业进行改造 ,实是为企业的发展提

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政治环境和经济环境。

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提出 ,要发展跨

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和跨国经营的大型企

业集团 ,这为大型企业集团的改革和发展进

一步指明了方向。面对这个跨世纪的机遇 ,

企业集团必须要夯实基础 ,加快自身体制改

造和强化功能建设 ,建立起能够充分适应市

场经济的、高效的管理机制。

轮胎行业的大型企业肩负着发展我国轮

胎行业的重任 ,我们有理由希望它们能尽快

摆脱目前的种种不利因素 ,走上健康、稳定的

发展道路。

山东三角集团有限公司“八五”子午线

轮胎技改项目通过国家验收

足国内汽车工业配套子午线轮胎需要及市场

需要而实施的。该项目由北京橡胶工业研究

设计院设计 ,采用国内引进消化吸收技术 ,关

键设备由国外引进 ,部分配套设备和辅助装

置采用国产化产品。总投资 41 023 万元 ,建

设历时 2 年 ,于 1997 年 10 月投入试生产 ,形

成了年产全钢载重子午线轮胎 30 万套的能

力。该项目达产后 ,预计年新增销售收入 5

亿元 ,利润 4 000 万元 ,利税 7 000 万元。产

品主要性能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目前 ,公司子午线轮胎生产能力为 200

万套 ,其中全钢载重子午线轮胎 50 万套。这

项“八五”子午线轮胎技改项目的完成 ,为公

司“九五”子午线轮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

　　“九五”期间 ,公司将立足建立现代化企

业制度 ,大力推进名牌战略、资产运营和子午

线轮胎三大战略 ,力争在“九五”末期、“十五”

初期达到年产子午线轮胎和斜交轮胎共

1 000 万套的生产能力 ,创造出一流产品和

一流企业。

(山东三角集团有限公司

熊顺民供稿)

Nokian 在俄罗斯寻找伙伴
英国《欧洲橡胶杂志》1998 年 180 卷 3

期 16 页报道 :

芬兰 Nokian 轮胎公司与俄罗斯最大的

轮胎和橡胶公司正寻求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

最终可能导致在俄罗斯雅罗斯拉夫建一合资

厂。

Nokian与雅罗斯拉夫轮胎厂的主要股

东 Rosshina 公司以及其它俄罗斯的轮胎和

合成橡胶公司计划在俄罗斯就各种轮胎的生

产和销售进行合作。有关各方已签定了合作

意向书。Nokian 对成立合资厂抱有很大希

望 ,因为 Rosshina 除了拥有 5 家轮胎厂和合

成橡胶厂的股份外 ,还控制着一个庞大的轮

胎销售网

拟议中的轮胎厂开始年产能力为 150 万

条轿车轮胎 ,以后还将生产其它品种轮胎。

雅罗斯拉夫轮胎厂是俄罗斯第 2 大轮胎厂 ,

年生产 400 万条轿车轮胎和载重轮胎。该厂

位于莫斯科东北 250 km 处。

Rosshina 的轮胎生产和销售的年收入约

316 亿美元 ,位于世界 25 大轮胎公司之列。

(涂学忠摘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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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三角集团有限公司承担的国家“八

五”重点建设项目子午线轮胎技改项目于

1998 年 5 月 9 日顺利通过国家验收。

　　该项目是为了适应世界轮胎生产子午化

的发展趋势 ,加速我国轮胎产品更新换代 ,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