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么与 AI 同进化，要

么 被 AI 边 缘 化 ”。 6 月 26 日 ，

在 2025 年 夏 季 达 沃 斯 论 坛 现 场 ，

海 尔 集 团 董 事 局 主 席 、首 席 执 行 官 周

云 杰 表 示 ，未 来 50 年 将 是 人 工 智 能 重 塑

产业格局的关键时期。AI 不仅是技术变

革，更是一场思维方式的重构，企业必须

从 战 略 、组 织 、流 程 等 多 个 维 度 进 行 调

整 ，全 面 、全 员 、全 流 程 地 拥 抱 AI。 新 时

代 的 企 业 家 应 具 备 更 强 的 创 新 精 神 和 责

任担当，主动拥抱变革，推动经济高质量

发展。

做实干家

创新是海尔发展的基因。在周云杰眼

中，“创新”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具象的每

一个决策、每一项举措、每一次行动，是每一

位科研工作者的日常。

1988 年夏天，刚从华中科技大学毕业

的周云杰，怀揣着“愿做中国制造的螺丝

钉”的朴素信念，踏入青岛电冰箱总厂的大

门。他没有选择相对轻松的办公室岗位，

而是在到厂不久后就主动申请到条件艰苦

的冰箱二厂当学徒。

在当学徒的日子里，周云杰每天早上

6 点便到车间，跟着老师傅学习“拧螺丝”。

为了掌握不同型号冰箱拧紧螺丝所需的

最佳力度，他随身携带笔记本，记录

每一次操作后的部件稳定性

反 馈 ，反 复 试 验 上 千

次。三年如一日的

坚持，让他不

仅 对 冰

箱生产的 200 多道工序烂熟于心，更培养出

一眼就能看出工序问题的“火眼金睛”。

1992 年，年仅 26 岁的周云杰被任命为

冰箱二厂厂长。走马上任后，他没有急于下

达指令，而是扎根车间，走访 20 余位技术人

员，梳理建厂以来的所有问题，总结经验教

训，最终把内容整理成 156 道工序卡，把质

量标准细化到每个操作步骤，使良品率跃升

至 98%，很快冰箱二厂的质量和工艺就成了

海尔公司的样板。

那个年代，中国家电业正处于技术追赶

阶段，国外企业在核心技术上成果频频。当

时已经走上管理岗位的周云杰非常重视科

研工作，积极参与研发一线，与一群研发工

程师共同攻关制冷技术。也正是那段时间，

国际上对氟利昂制冷剂的环保限制日趋严

格，而国外公司对新型环保冷媒技术严加控

制。周云杰敏锐地意识到，如果不能突破

“无氟冰箱”技术，中国冰箱产业将在环保赛

道上落后于人。

他果断组建专项攻关团队。周云杰至

今仍清晰记得，凌晨 3 点的实验室里，他与

工程师们盯着第 37 次失败的测试数据，熬

红的双眼里满是沮丧。但他们并没有放弃，

经历了无数次的试验、测试、改进和再试验，

终于在 1993 年成功研发出中国第一台无氟

冰箱。这项成果打破了德国等外国企业的

技术垄断，为民族冰箱工业在环保技术领域

赢得宝贵的一席之地。周云杰团队也因此

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实现海尔国家

级科技奖零的突破。

“一个企业没有创新是走不远的”。周

云杰始终认为，科技创新对企业至关重要，

能不能支撑未来，关键变量就是科技创新。

这种扎根一线的创新范式，塑强了海尔“科

技创新”的基因。截至目前，在全球范围内，

海尔累计申请专利 11.3 万余件，累计主导和

参与国际标准发布 120 项，有 200 余项原创

科技被行业模仿。

当破局者

20 世 纪 90 年 代 ，随 着 全 球 供 应 链 转

移，中国成为全球家电生产大国，众多家电

品牌纷纷涉足海外贸易。彼时，大多数企

业选择依托中间商、以贴牌代工的“轻资

产”模式切入国际市场，凭借成本优势快速

打开局面。

但海尔却毅然拒绝贴牌代工的捷径，选

择更加艰难的自主创牌，并剑走偏锋，以“先

难后易”战略，先进入欧美发达国家市场，再

辐射发展中国家。

1999 年，周云杰肩负开拓海外市场的

重任，赴美国南卡罗来纳州筹建海尔首个

海外工业园。1 年后海尔美国工厂投入运

营，3 年内实现了 90%的零部件本土化配套

率。美国工厂站稳脚跟后，周云杰又马不

停蹄地推动海尔在欧洲、中东、东南亚等地

开枝散叶，通过本土化运营满足当地用户

的需求。

在坚定自主创牌、推进本土化的同时，

海尔还通过品牌并购实现共同成长。2011

年，海尔以 1.28 亿美元对三洋白色家电业

务进行收购，并攻克了变频压缩机代码等

关键技术。实现技术自主化，使得海尔能

够进一步整合技术资源，进而通过提升产

品能效和性能，满足用户对高端家电的需

求，成功切入高端市场；2012 年，海尔

进一步补全高端产

品线。

2016 年 并 购 通 用 家 电

（GE Appliances）时 ，周 云 杰 力 主

保留原有研发团队，同时将海尔智慧

家庭方案反向输出，实现“中西合璧”的技

术融合，推动美国肯塔基州生产基地落地。

“海尔的报价在竞争者中处于中等偏低水

平，最后交易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通用家

电认可海尔的品牌，信任海尔的跨国运营能

力。”周云杰说。

也正是在 2016 年，担任海尔集团董事

局副主席、总裁的周云杰，见证了海尔实现

海外市场盈利。从 1991 年批量出口到 2016

年海外市场开始盈利，海尔用 26 年时间验

证了“自主品牌全球化无法速成”的行业

规律。

“这是个痛苦的过程，但一旦放弃就意

味着前功尽弃，所以我们从来没有动摇过。

我们从来没有讨论过进退的问题，只是研究

怎么进。”周云杰回看出海创牌的历程时，仍

然初心坚定。他认为，要经得起诱惑、耐得

住寂寞。

截至目前，海尔在全球布局 71 个研究

院、35 个工业园、163 个制造中心，庞大的全

球化布局为其发展提供了强大支撑。在开

拓全球市场的征程中，周云杰展现出非凡的

战略眼光和执行力，推动海尔实现从“跟跑”

到“领跑”，成为全球用户喜爱的品牌，也让

“中国智造”赢得全球尊重。

成掌门人

2021 年 11 月，周云杰当选海尔集团新

的领航者，接过海尔创新发展的接力棒。

在接任掌门之前，周云杰已在海尔的各

个业务板块历练整整 33 年，这使他对海尔

的每一项业务了如指掌。他深知，透彻了解

每一块业务，是构建良好生态的基础。在周

云杰的带领下，如今的海尔已撕去传统家电

企业的标签，转型成为物联网生态品牌，布

局了三大赛道：以无界生态构建了智能家电

到智慧家庭，再到智慧生活的智慧住居生

态；以海尔生物、盈康生命、上海莱士 3 家上

市公司为核心，构建了大健康产业生态；以

卡奥斯工业互联网平台为底座，赋能产业创

新发展，构建了数字经济的产业生态。

这种对产业趋势的精准把握与战略定

力，在 AI 浪潮席卷全球制造业时得到更淋

漓尽致的展现。

在 AI 时代，数字化转型成为制造业企

业发展的重要战略方向。许多企业在转型

过程中面临着 AI 应用困难和数据孤岛的困

境。为破解难题，周云杰从两方面推进：一

方面转变观念，强调“企业要么与 AI 同进

化，要么被 AI 边缘化”，推动研发、供应

链 、销 售 等 主 业 务 流 程 全 面 AI

化，形成“全员学 AI、用 AI”

的氛围。例如，在海尔

互联工厂的质检

车间，曾经依赖人工且容易出错的产品检

测工序，已被 AI 视觉检测系统替代，这不

仅能实现零差错，生产效率也提升了 30%；

另一方面推动跨界技术合作，建议行业龙

头企业牵头建设数据仿真平台和训练场，

以“数据共享—技术共生”机制打破企业间

的数据壁垒。

周云杰在 2025 年夏季达沃斯论坛“解

读中国 AI 发展路径”分论坛上说，AI 不仅仅

是一种技术，还是一种思维。AI 既能够给

用户创造更好的生活体验，也能推动企业实

现变革。在破解当下转型痛点的同时，周云

杰早已将目光投向更广阔的未来。他认为，

今后不是单个企业之间的对抗，而是生态与

生态的对话。

“AI 将是一项帮助我们扩展无限可能

的科技。”周云杰说，围绕重点布局的三大产

业生态，海尔明确细化了 AI 技术的落地。

围绕智慧住居生态，海尔推出了智慧家

庭领域大模型。该模型已成功应用在海尔

的主流型号家电产品中，并率先与 Deep-

Seek 深度融合，实现一句话即可生成所需场

景，让人机对话从精准指令跃迁至智能协

同。围绕大健康产业生态，海尔集团旗下的

大健康生态品牌，通过聚焦 AI+产品、AI+场

景、AI+服务以及 AI+平台能力，加速医疗健

康行业新技术、新场景、新方案的研发及应

用。围绕数字经济产业生态，卡奥斯天智工

业大模型拥有百亿以上参数，内置 4700 多

个机理模型、200 多个专家模型，已在汽车、

化工、模具等九大行业推出 45 个高价值场

景化解决方案。

周云杰表示，未来海尔将打造更懂用

户的智能终端、更柔性的制造网络、更有温

度的服务生态，让品牌生态竞争力的内涵

和外延不断拓展。他认为，对企业来说一

定要有自己的专业大模型，“在这个专业里

边，你可能比 DeepSeek还要 deep，比 OpenAI

还要 open”。

海尔集团打造的是生生不息的创新生

态，传承的是薪火相传的创业精神。正如

周云杰坚信的那样：“没有人能预测

未来，预测未来的最好办法就是

创造它。”这种创新精神与

自 信 担 当 ，正 是 海 尔

持续领跑的动力

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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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海尔集团董事局主席

、首席执行官周云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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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块敲出“黄桷树”
本报记者 齐 慧

优秀工匠

﹃
回炉

﹄
有必要吗

康琼艳

嘉陵江畔的重庆东站入口，6 个 31 米至 41 米高的

巨型“黄桷树”形立柱傲然挺立，金属表皮的质感在阳

光下熠熠生辉。

3 年多时间里，中铁建工集团重庆东站项目总工

程师瓮雪冬的工作日志里记满了技术攻坚的细节：如

何让钢铁呈现树形质感，怎样在高空实现毫米级安装

精度。就像黄桷树“落地生根、坚韧不拔”的性子，瓮

雪冬和团队啃下一个个“硬骨头”，用技术让这组钢铁

立柱既撑起站房的筋骨，也留住山城的气韵。

2011 年，大学毕业初入职场时，瓮雪冬像一块不

断吸水的海绵，在施工现场跟着师父琢磨钢筋绑扎工

艺，站在模板支架上记录混凝土浇筑数据。那些在晨

光中测量放线、深夜里核对图纸的日子，让他逐渐摸

清了建筑的脉络。这份扎根一线的执着，为他后来挑

战重庆东站埋下伏笔。

重庆东站的 6 个巨型树形立柱，是瓮雪冬职业生

涯中最具创新性的挑战。

“第一次打开设计图时，我盯着双曲面板的参数看

了半个多小时，这哪是建柱子，分明是给钢铁做绣花活

啊。你看这双曲面板、单曲面板，每块板的弯度、弧度

都不一样，就像用铁块敲出花来，难就难在如何让硬邦

邦的金属服软，既要弯出自然的曲面，又得保证 3 毫米

厚的材料在重庆的酷暑天气里不变形。”初次接过图纸

时，这个难题横在瓮雪冬面前：用什么材料才能让金属

既有树的流畅弧度，又扛得住山城的高温？

这个总爱把安全帽扣得很低的工程师，骨子里藏

着股“牛劲儿”。遇到技术瓶颈时，他能在施工现场对

着一块折弯试件研究一下午，用游标卡尺反复测量毫

米级的误差。瓮雪冬的字典里没有“差不多”，只有“必

须到位”。

瓮雪冬带着团队梳理材料库，从材料特性手册中

圈出铝板、钢板、超高性能混凝土、玻璃钢和不锈钢

作为候选。为验证猜想，他们在工区搭起临时试验

台：将几种材料切割成相同规格的折弯试件，用数控

折弯机模拟曲面成型，再把试件放进高温老化箱，设

定 45 摄氏度的山城极端气温，持续烘烤 72 小时。每

一轮试验，瓮雪冬都拿着游标卡尺俯身测量。当 3 毫

米厚度的不锈钢试件从老化箱中取出时，他用指尖摩

挲着曲面：折弯处金属纹理均匀，高温后形变误差小

于 0.8 毫米，表面钝化膜在盐雾测试中也展现出优异

的耐候性。“那一刻，觉得 28 天的坚守值了，钢铁再

硬，咱也能给它磨出弯儿。”瓮雪冬很是感慨。整整 28

天，团队记录下 137 组数据，在一次次推翻与重构中，

终于找到答案。

这些“黄桷树”形立柱正面是喇叭口造型，最大

“冠幅”43 米，由近 1200 块形状各异的不锈钢面板拼

成，每块面板都是不规则的曲面，装上去要是变形，整

棵“树”就毁了。2023 年春天，面板安装刚开始难题就

来了：怎么让这些钢铁片既能严丝合缝，又不变形？

“得先把骨架摸清楚。”瓮雪冬带着测量组扛着三

维激光扫描仪登上了脚手架。那阵子他天天泡在现

场，带领团队光是测量就做了 3 遍，最后画出的骨架

图，连螺丝孔位置都标注得清清楚楚。

有了骨架数据，瓮雪冬带着技术团队在软件里建

模。“以前靠手绘图纸施工，稍有错误就会导致全队返工

好几天，如今数据化建模只需输入数据，就能快速生成

精准模型，施工效率大幅提升。”瓮雪冬说，他们把每块

面板都做成数字模型，像搭积木一样往虚拟柱子上拼，

哪块弧度不对、哪两块连接处有缝，电脑里看得真切。

“我们在电脑里试了 20 多版方案。”瓮雪冬说，有

次发现顶部几块双曲面板拼起来有缝隙，他带着工程

师熬通宵，调小面板边缘弧度，才解决问题。

如今，站在 41 米高的立柱下，瓮雪冬时常抬头凝

望钢铁枝干的纹路，“你看这个曲面弧度，和我们设计

图纸上的一模一样，误差控制在毫米级”。瓮雪冬有

些感慨：“那段日子太难熬了，问题一个接一个，工期

又紧，天天熬夜改方案，但是再难也得扛住，一步都退

不得。现在看着它们稳稳当当立在这儿，就像看着自

己的孩子终于长大，心里说不出的踏实。”

一次次的打磨、一次次的雕琢，“黄桷树”终于

长成⋯⋯每当有旅客经过时，看到的不仅是栩栩如

生的树影，还有浸润其中的工匠精神。

周 云 杰 在 卡 奥

斯 工 业 互 联 网 生 态

园调研。

（资料图片）

瓮雪冬（左）与

技术员在检查天窗

遮阳膜施工情况。

周丹丹摄

（中经视觉）

前不久，由中华全国总工会

启动的首期“大国工匠人才培训

营”在北京结业。作为培育对象，

200 余名长期奋战在生产一线的

技术大拿结束在清华大学的学

习，完成创新攻关课题结题答辩，

将被授予大国工匠证书。将已在

各行各业取得卓越成就的顶尖人

才重新召回学校“深造”，有必要

吗？答案是，不仅有必要，而且这

恰恰是培训营设计中最具突破性

和战略眼光的关键一环。

一方面，优秀工匠在实践中

积累了丰富的实操经验，通过学

习，有助于老师傅们将“手感”“火

候”“直觉”等宝贵的隐性经验进

行系统提炼、科学总结，甚至转化

为可量化、可复制的显性知识，从

而 推 动 个 人 智 慧 转 化 为 知 识

资产。

另一方面，优秀工匠尽管具

有技术直觉，但面对复杂工艺难

题，往往需要更深层次的科学原

理作为支撑。系统的理论学习、

跨界的技术交流、复杂的案例解

析，有助于提升技术工人的科学

素养，推动科技攻关从经验试错

转向精准创新。

总之，“大国工匠人才培训

营”的举办远超传统意义上的“回

炉再造”，这既是工匠自身实现认

知升级和能力跃迁、不断突破“经

验天花板”的发展需要，也是发挥

大国工匠“传帮带”作用、培养更

多能工巧匠的有效途径。

培训营的设立也是建设知识

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的

一项制度创新。不同于传统的职

业技能培训，培训营将不同行业

的顶尖工匠汇聚一堂，让工匠们

接触在其原有工作中难以企及的智力资源、实验设备和创新

网络，有助于激发工匠们在单一环境下难以产生的颠覆性思

路和技术嫁接，这对新时代“大国工匠”的培养具有重要意

义。此外，培训营不仅传授知识技能，更注重精神内核的传

承。学员们为校准数据反复试验，为 0.01 毫米误差较真到底，

这些比技术突破更具感染力的情节让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

“工匠精神”得到具象化的传承。此外，培训营还传递出高度

重视技能人才的强烈信号，有助于引导全社会形成尊重技能、

争当工匠的良好生态。技校毕业的“八级钳工”与两院院士深

度对话，便是对“行行出状元”价值观的有力弘扬。

从长远看，培训营的设立对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加快迈

向制造强国具有战略意义。在培训中，来自各领域的技术能

手与一流学府一流导师碰撞出思想的火花，他们的实践积累

为科研活动提供了真实的落地场景，论文里的探索又为一线

生产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和思路。在结题答辩中，学员们聚焦

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在航空航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等 12

个行业领域，创造出一批具有前瞻性和应用价值的创新成

果。这种业界与学界的联合攻关、双向赋能极具示范意义。

工匠培养并非一日之功，还需要完善的评价体系、激励

机制和职业发展通道作为支撑，也要警惕工匠称号被滥用

和标签化。期待培训营能惠及更广大的技能劳动者群体，

真正成为孕育未来“国之重器”打造者的摇篮，为工匠

精神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不断筑牢制造强国的

人才根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