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携手宝钢 无所保留

改革开放 再续前缘

西门子与沪结缘百余年

改革开放参与者
续写跨世纪情缘
1978年12月3日，西门子首

次在上海举办了“西门子公司电子和
电气技术展览会”，15天后，十一届
三中全会召开，开启改革开放伟大征
程。从此，西门子这家全球著名跨国
公司，在中国从逐步试水，到携手合
作，再到融入中国社会，始终与中国
相迎相伴。

西门子如今在上海可以说无处
不在，宝钢、地铁、电厂、磁悬浮、上海
中心大厦、世博会、进博会等等，都有
西门子的身影。改革开放40年来，
西门子是上海发展的重要参与者和
见证者。用西门子大中华区首席执行
官赫尔曼的话来说，西门子，与中国
改革开放并肩同行。

! ! ! !曾经担任西门子全球总裁的
冯必乐 !""#年说过这样一番话：
如果你在一个国家开展业务，你
是一位客人。如果你在一个国家
开展业务、生产制造和雇用本地
人，你是一位朋友。如果你在一个
国家开展业务、生产制造、培训人
员并且进行研发，你就是该国的
一位好公民。我们的目标就是要
成为中国优秀的企业公民。

#"年来，西门子积极助力上
海城市建设，为上海的公共基础
设施、交通、楼宇等领域提供先进
的产品、技术和解决方案。从宝钢
开始，西门子在上海可以说无处
不在，上海发展的重大项目几乎
都有西门子的身影。上海第一条

地铁是西门子参与建设的；全球
第一条商业化高速磁悬浮铁路是
西门子参与建设的；西门子为外
高桥发电厂提供两台最大最先进
的 $"" 兆瓦超临界汽轮发电机
组，使外高桥第三发电厂以高于
#%&'(的供电净效率称冠全球；从
金茂大厦到上海中心大厦，上海
的标志性建筑都有西门子技术；
!")"年上海世博会，%%米高的中
国馆全面采用了西门子的节能楼
宇技术，成为了上海世博会的“绿
色地标”……

如今，西门子在上海的投入
从以前的以生产为主，逐步转型
为以研发和服务为主，从以前的
自动化、电气化更多地拓展到数

字化。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高
级副总裁、上海分公司总经理王
伟国介绍：“现在西门子在中国的
工厂不单单是生产，而是从制造
到创造，大部分工厂有自己的研
发团队，今后上海本地的研发能
力将得到进一步提升，符合市场
需要开发的上海制造产品将越来
越多。同时，西门子还帮助中国市
场培养了一批机电一体化和自动
化的人才。”西门子把对上海这座
城市的感情融入到所参与的每一
个项目当中。
王伟国说：“中国改革开放 #"

年的巨大变化，西门子是参与者，
也是受益者。上海正在打造科创
中心，这对于上海，对西门子都带
来了很大的发展空间，我相信我
们与上海在创新尤其是智能制

造、数字化方面，一定会加大合
作。”西门子把最新数字化技术带
到上海，!")*年 +月，西门子针对
过程工业的数字化体验中心在上
海揭幕,全面展示“数字化双胞胎”
为过程工业带来了从一体化工程
到一体化运维的实景体验；!")+
年 )"月 )$日，西门子医疗投资
-"亿元新建实验室诊断工厂在上
海奠基，上海将成为西门子医疗
影像诊断与实验室生产的综合性
创新基地。))月在上海举行的首
届进口博览会上，西门子与中石
油、中海油、中国船舶、上海电气
等一大批中国企业签约合作，助
力中国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

改革开放四十载，西门子和
上海的情缘持续至今，并将以更
深厚的友谊在未来结伴而行。

! ! ! !西门子大中华区首席执行官
赫尔曼说，西门子所经历和参与
的改革开放 #"年，是我们续写在
中国跨世纪情缘的 #"年，是以技
术驱动合作，与中国的合作伙伴
一道推进中国工业电气化、自动
化和数字化进程的 #"年，是不断
融入中国社会的 #"年，是以负责
任的企业公民共建现代化中国的
#"年。

西门子和宝钢 #"年合作，就
是一个典范。

)$*+年 )!月 !-日，宝钢开
工。宝钢一期是由日本公司进行
总包。为了打破日方垄断，宝钢决
定配套设计热轧板和冷轧板项
目。冷轧项目由德国西马克公司
作为机械总包商，西门子则是主
要的电气设备供应商。

但是，宝钢建设一度引发争
议，由于国内政策调整导致宝钢
二期项目面临停滞。日方当时认

为宝钢上马无望，坚持要退货。而
以西马克和西门子为代表的德
方，对中国和宝钢的未来充满信
心，坚定地履行合同，最终完成了
冷轧项目。正是这份在危难时刻
一如既往的信任，加深了宝钢和
西门子的感情。

)$+#年，热轧项目重新启动，
日德两国争得难解难分。以西门
子为代表的德国财团提出部分设
备由中国制造，德方帮助中国改
进技术、质量和管理，通过联合设
计、联合制造，一方面让中国设计
人员和机械制造厂提高技术水
平，另一方面逐步建立适合中国
国情的本地化生产供应体系。这
与中方的思路不谋而合，最终，
)$+#年 )!月 !-日，中德双方在
人民大会堂正式签订热轧合同。

宝钢二期从 )$+' 年开始建
设，一开始的谈判充满了“火药
味”，因为中方不熟悉国际规则，

而德国人又不了解中国国情，双
方拍桌子争吵，甚至中断谈判也
是常事。但慢慢地，西门子和宝钢
越来越能够相互理解，圆满地解
决了全部遗留问题，也在争执中
变成了朋友。

当时负责宝钢二期外事管理
的吴玉华至今还记得他第一次担
任谈判翻译的情景。这个德语培
训的第一名第一次站上谈判席，
看到台上双方各有 !" 多个谈判
代表针锋相对，吴玉华顿时心理
压力巨大，手脚发抖。好在总算顺
利地挺了下来。结束后西门子谈
判代表团的团长专程找到吴玉
华，对他进行鼓励并送给他不少
技术教程的资料，令吴玉华至今
依然十分感激。
就是这样，中方技术人员和西

门子专家在磨合中建立了深厚的
感情。当时一些跨国公司派到宝钢
的多半是技术水平中等偏下的工
人，但西门子派了最优秀的工程技
术和管理人员来宝钢做安装调试

和生产指导。而且，西门子用最新
的技术帮助宝钢，西门子最先进
的控制技术可以提高轧机运行效
率达 '"(，这项技术在全球钢铁
行业的首次应用就是在宝钢。

可以说在上世纪八十年代，
西门子对宝钢实现高度的生产自
动化做出了重要贡献。刚刚卸任
宝钢股份董事长的戴志浩曾经表
示，“在某种程度上，没有西门子
的贡献就没有宝钢的发展。”

进入数字化时代，西门子与
宝钢的合作继续深化。!")%年，双
方在德国总理默克尔和中国国务
院总理李克强的见证下，正式签
署了《宝钢与西门子智慧制造（工
业 #&"）战略协议》，被誉为德国
“工业 #&"”与中国制造业转型升
级开展对接的最佳实践。!")*

年，西门子与宝钢工程技术集团
旗下的宝钢工业技术服务有限公
司就其虚拟远程运维技术及标准
研究签署了合作协议以及一期项
目合作。

结伴而行 未来可期

! ! ! !西门子和上海的情缘源远流
长，西门子与上海的合作历史可
以追溯到 )+*$年，当时西门子将
革命性的实用发电机第一次应用
于中国，交付并安装了一台 )"马
力的蒸汽发电机为上海港提供照
明。)$"#年，西门子在中国建立的
第一家永久办事处同样是在上
海，就设在南京东路和河南中路
路口的老介福商厦里。

#"年前，与改革开放同步，西
门子和上海再续跨世纪情缘。
)$*+年 )!月 -日，寒风料峭中的
上海，“西门子公司电子和电气技
术展览会”开幕。公司创始人维尔
纳·冯·西门子的曾孙、公司当时
的监事会主席彼得·冯·西门子和
时任上海市委书记严佑民一起为
展览会剪彩。

就在 )'天后，十一届三中

全会召开，开启了改革开放伟大
征程。

-年后，西门子在北京成立代
表处。)$+'年 )"月 -"日，西门子
在上海重新建立了办事处，办公
室在外商云集的联谊大厦。

此后，西门子一直坚定地在
中国投资，与中国伙伴共同发展。
上世纪 $"年代，当德国一些企业
对是否到中国投资踟蹰不前时，
当时的西门子总裁兼首席执行
官、德国经济亚洲太平洋委员会
主席冯必乐说：“（德国企业）不去
中国的风险要大于去中国的风
险”。这句话在德国引起了巨大反
响，此后德国企业开始逐渐扩大
在中国的投资，使这几十年来的
中德经贸领域的成功合作成为一
段佳话。

)$$#年，西门子（中国）有限

公司成立，这是中国第一家由外
国企业组建的控股公司。)$$%年
)月份，西门子就在上海正式成
立了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上海
分公司。当时浦东开发如火如荼，
西门子就把上海公司设在最具象
征意义的浦东大道 )号———船舶
大厦。

当时浦东办公楼很少，刚刚
建成的船舶大厦最为抢手，要求
金融业才能入驻，汇丰、花旗都在
这幢楼里。西门子除了工业，还有
融资租赁业务，因此有金融牌照，
凭借这个金融牌照，西门子踏上

浦东热土，与浦东开放同步发展。
!"))年 )"月 -)日，在大连

路上的西门子上海中心正式揭
幕，这个占地 -'"""平方米现代
化办公楼，是西门子在海外除了
北京，第二个自己投资建设的办
公楼，显示他们扎根中国的决心。

现在，西门子在上海的员工
有 )万人，“上海已经成为西门子
在德国以外拥有员工最多的所在
地。我们有一半以上的业务总部
设在上海。”西门子（中国）有限公
司高级副总裁、上海分公司总经
理王伟国表示。

!"#$年

首席记者 连建明

! !""#年 !$月! 上海历史上第一辆直

流电动地铁列车从德国运抵上海

! 西门子公司电子和电气技术展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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