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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干事情要先人一步

有个说法，魏桥专挑“红海”市场干。别人不敢进
的“红海”市场，魏桥都能干得风生水起，棉纺织和电解
铝业务的发展就证明了这一点。

早在2003年，魏桥旗下魏桥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魏桥纺织）便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棉纺织
企业；2014年，山东魏桥铝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魏桥
铝电）成为全球最大铝产品生产商。

不仅如此，魏桥还拥有产业链布局：“纺织—染整
—服装、家纺—再生棉”产业链以及“热电—采矿—氧
化铝—原铝—铝精深加工—再生铝”产业链。

在张波看来，魏桥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源于坚持创
新发展。

“一个行业里有红海也有蓝海。如果大家都认为
是红海，你怎么跳出去？或者说，虽然是红海，我有能
力先游上岸。这比的就是谁游得快，谁身体强壮。”张
波说。

张波切身感受到，传统行业技术进步的速度很
快。“18年前，棉纱支数能做到200支就算不错，现在
能做到500支。”他认为，这是充分竞争的成果。竞争
既推动了技术进步，又提升了管理能力、生产效率和产
品力。

内部开会时，张波常常强调，虽然企业正在探索一
些新发展机会，但目前重心还是纺织和铝业。“这是我们
的重中之重，要心无旁骛发展好。虽然我们身处传统产
业，但要不断用新技术、新工艺来提升生产水平，使我们
随时有条件、有能力、有方案应对各种问题。”他说。

在纺织板块，魏桥每年都有几千个新品种诞生，不
论是纺织技术还是面料产品，多次获得国家级奖项。
公司还承接了一些国家工程试验和科技创新工程。10
多年来，魏桥的铝业技术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在材料产
业方面，也做了很多技术储备。

2
干毛巾要再拧出水

张波说：“从量到质的道路上，利润增长仅是表层，
内核是生产水平的提升。近些年，魏桥一直在用数字
化、智能化、自动化等手段，改造传统生产线，提升制造
水平。”

2016年，魏桥纺织上线第一个智能化工厂。高科
技的介入改变了传统生产模式，有力促进了产业转型
升级。

“尽管当时公司内部对于智能化工厂的巨大投入存
有争议，但后来发现，这条生产线是最赚钱的。”张波说。

敢于投入的同时，魏桥也在成本管控方面下功
夫。在魏桥内部，有一句口号叫“干毛巾要再拧出一滴
水”。

张波说：“干毛巾拧水听起来矛盾，但代表一种决
心和方向。我们要做到没有一分钱的浪费，内部管控
上实现效益最大化。”

魏桥铝电开展双对标活动，第一年就节省15亿
元，第二年接近10亿元，第三年则是7亿多元。“这都
是通过加强成本管理，挤出来的利润。”张波说。

魏桥内部的双对标活动，涵盖综合管控、工艺调整
和工作人员的培训；既对标内部指标，也对标全行业最
高水平。

魏桥已经因“严格管理”而出名，如何还能额外再
省？张波的答案是，调整生产工艺。比如，电厂的锅炉
烧煤，怎样保证入炉煤的品质处于恰好状态。

“魏桥内部特别小气，一分钱掰成两半花。但在对
外合作时，花钱又很大方。尤其是作为链主企业，魏桥
要先看合作能否让对方赚到钱，我们希望让更多企业
聚集过来，让产业集群更加健康。”张波说。

3
拉平“微笑曲线”

打造百年制造企业的发展方向，源自张波对于产
业趋势的思考。魏桥原有的两个产业都有天花板，因
此要培育新产业。“哪些新产业既能让我们走得更久，
又不至于偏离基本盘太远，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考
量。”张波说。

围绕铝产业下功夫。早在2016年，魏桥就开始围
绕铝应用方面的难点、痛点展开布局。

张波带领团队研究后发现，如今魏桥电解铝的产
能领先，但在合金材料的研制和生产上还有短板，诸如
航空航天、汽车、船舶等交通领域的核心零部件生产。

“还是缺乏好的材料。我们要布局高端产品，就一定要
先攻关核心材料。”他说。

最近几年，围绕交通运输领域的轻量化和减碳
需求，魏桥在技术研发上取得明显突破。车身轻量
化有效、经济的途径之一，就是用铝合金替代钢铁。
2016年，魏桥与苏州大学合作成立魏桥轻量化（苏
州）研究院。

2023年11月9日，魏桥在海南三亚发布了新材
料。“这种铝合金材料的性能已经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张波说，“我们在汽车领域也有了自己的高端材料。”

张波介绍，这些材料的制造技术实现“以铸代锻”
的突破，即用铸造铝合金替代锻造铝合金。“国际上，铝
合金达到的最高抗疲劳强度是105兆帕，我们已经突
破130兆帕。”张波说，更重要的是，通过魏桥的一体化
压铸技术，一些汽车零部件的制造成本大大降低。

“一个生产企业要在给社会提供好产品的同时，不
断降低生产成本。”张波说。

张波希望赋能汽车制造业，拉平“微笑曲线”，并串
珠成链、织链成网。而魏桥发力材料端的构想则是：吸
引更多零部件企业入局，共建健康、高效的产业集群，
从原材料、铝合金、零部件到应用，每个环节都能有合
理利润。

4
创二代扎根一线

作为魏桥事业接班人的张波，并非一路含金汤匙
成长，而是扎根一线的“创二代”。张波的父亲是魏桥
集团的创始人张士平，他从基层工人做起，白手起家打
造了全球最大纺织企业——魏桥集团，也是山东知名
的隐形富豪。

1999年，张波进入魏桥工作，先后担任魏桥纺织
董事长，魏桥铝电董事长，魏桥创业集团副董事长、董
事长等职务。

张波说，他很佩服父亲捕捉机遇的能力和艰苦创
业的恒心，这深深影响了他的人生道路。

如今，张波开始谋划魏桥的未来图景。2019
年，魏桥投资100亿元，联合中国科学院大学、中信
信托成立滨州魏桥国科高等技术研究院，目前已组
建航空宇航、智能技术、能源与环境等 7个研究中
心，并配套60亿元的科创引导基金，聚集起“政产学
研金服用”创新要素，打造以企业为主体的科技创新
共同体。

张波说，科技创新是企业布局未来的重要
战略，也承载着魏桥反哺家乡的寄托。

在张波的设想中，未来能有上百个创
新产品转化项目在魏桥诞生，上万名技术
人才在魏桥工作，高科技板块成为魏桥
未来新的增长点，进而助力地方经济
发展。

前几天，张波找出2020年作
报告的PPT，内容是魏桥科创板
块未来10年规划。“当时讲的
内容，如今很多都实现了，现
在看来还真用不了 10
年。未来10年要在多
个领域、多个产业里
实践，某些产业可能
就会成为魏桥的发
展重点，这也是给
魏桥寻找发展机
会。”张波说。

“传奇草根”
张士平

说到张波和魏桥集团，不得不提他的父亲
——魏桥集团集团创始人张士平。

张士平，1946年出生于山东滨州魏桥镇一个
偏远乡村。家境贫寒，兄弟姐妹又多，饿肚子是他
儿时印象中最刻骨铭心的事。初中毕业后，张士
平去了油棉厂做推棉工。只有初中文化的他，从
扛百斤重的棉花包开始，一步一个脚印，不断得到
领导重视，晋升之路也颇为顺利。经过17年的历
练，张士平于1981年被提拔为油棉厂厂长，开启了
传奇的创业历程。

山东邹平盛产棉花，棉油厂很多，但是张士平
管理的棉油厂由县供销社主管，是经营最差的一
个。面对烂摊子，走马上任厂长第一天，他就开始
大刀阔斧搞改革。不到3年时间，张士平就把乡镇
小作坊变成了全国油麻行业利润最大的工厂。

1985年，全国棉花行业萧条，大量棉花滞销。
张士平决定进入纺织行业。从成立毛巾厂开始，
张士平抓住国企改革机遇，陆续进入毛纤、纺纱和
织布领域，最终将油棉厂改制成了自己控股、国有
参与的魏桥创业集团。

1995年，10年创业的筚路蓝缕，张士平将魏桥
打造成为中国纺织行业的龙头老大。中国加入
WTO后，他又借助贸易全球化的东风，进一步加
快魏桥的规模扩张速度。

2005年，魏桥成为全球最大的棉纺织企业，产
品覆盖欧美、日、韩东南亚等许多国家和地区。棉
纺行业是高耗电的产业，魏桥被电困扰。不甘心
受制于电，张士平于1999年成立了自己的电厂。

同时，张士平发现，搞发电是个赚钱的项目，
于是顺带做了电解铝的生意——成立了“魏桥铝
业”（中国宏桥），不到15年就坐上了全球铝业的把
头交椅。

随着魏桥纺织和中国宏桥的上市，张士平的
身家亦是水涨船高。《2018年胡润百富榜》显示，张
士平家族以650 亿元排名全国第26 名，蝉联山东
首富宝座。

靠着电解铝、棉纺两大业务，张士平的魏桥集
团曾创下年营收 3300 多亿元，净利润 190 多亿元
的经营奇迹，是全球最大的纺织企业，位居世界五
百强。不过，就在事业到达巅峰时，他却由于年老
多病而撒手人寰。张波接过父亲的重担，继续带
领魏桥奋力前行。

据中国经济网、《中国企业家》等

从一家员工不足百人的小型油棉
厂起步，到全球首屈一指的棉纺织企业
和铝制造企业，山东魏桥创业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魏桥）走过40多年的历
史。如今，魏桥已成为拥有3家上市公
司、近10万名员工、海内外17个生产
基地的世界500强企业，连续多年位列
山东民营企业100强榜单第一位。

不过，魏桥董事长张波似乎对这个
“第一”没有那么浓厚的兴趣。相比企
业发展带来的荣光，他更愿强调干事创
业不“躺平”的意义。

2018年，张波接过父亲张士平的
事业后，成立魏桥新一届董事会，打造
百年制造企业成为新发展目标。“制造
业是国家的基石，没有强大制造业作支
撑，一切都是空谈。”张波说，企业对此
要承担主体责任。

魏桥集团“创二代”张波站在父亲的肩上继续前行

身处江海，有能力先游上岸
纵深

张波张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