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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市企业家协会组织40多家企业相关负责人赴福达合金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达”），参加第十二期“学标杆、促升级”活

动，通过企业间的互看互帮互学，推动企业提质升级。

据了解，自1994年成立以来，福达始终以工匠精神专注于电接触

材料行业。眼下的福达已成为行业主要的产品标准制定者之一，先后

负责或参与起草、制定、修订了48项国家或行业标准。

活动中，企业家们仔细了解了福达的生产、管理等相关情况，对其

创新模式和企业文化赞赏不已，纷纷表示此行受益匪浅。

活动中，企业家们参观了福达三

厂电气部件事业部和福达二厂展厅，

仔细了解该公司的企业文化、发展理

念等相关情况。交流中，企业家们各

有各的视点：有人关注福达的企业文

化，有人关注其企业愿景，还有人关注

人才培养与科技投入⋯⋯虽然关注的

侧重点不同，但大家都颇有收获。

浙江邦泰机械有限公司
总经理吴云：

要读懂一个企业的文化，创始人

无疑是一个最好的观察“窗口”。若用

一个词归结福达如今取得的成就，王

达武选择的是“坚持”。在电接触材料

这 个 小 小 的 领 域 ，福 达 持 续 深 耕 27

年，这种“坚持”值得所有企业家学习。

福达为传统制造行业树立了一个

学习“样板”。其科技研发能力很强，

在工艺技术和模具方面颇有特色。尤

其是董事长王达武作为企业负责人，

他的价值观也很让人尊敬。他认为，

产品的质量重于产量，责任重于利益，

品牌重于利润。正是在这种价值观的

引领下，福达才有了如今的发展。

浙江奔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林继业：

企业发展最重要的是人，福达管

理者有眼光，找到了发展的突破点。

坚持“1 米宽，100 米深”，走专精特新

的发展道路，很值得学习，我觉得这是

成为百年企业的基础。

要做到坚持“1 米宽，100 米深”，就

需要聚焦资源，立足“1 米宽”的生意，

做出“100 米深”的壁垒，需要创新为

先，长期的研发投入。一旦形成壁垒，

公司商业模式就“变轻”了，竞争对手无

法跟进，未来即可不断占据新的市场。

赛纳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陈元峰：

智能制造是企业创新发展、产业

转型升级的必经之路。赛纳集团作为

鞋革行业的一员，也正朝着这个方向

前进。

此次活动，我就是带着学习交流

的目的来的。在参观中了解到，福达

全资子公司浙江晋达柔性智能装备有

限公司，主要从事柔性自动化产品研

发。希望后期能加强沟通，看看晋达

与塞纳能否有合作机会，为塞纳提供

智 能 化 解 决 方 案 ，提 升 企 业 生 产 效

率。如果效果好，可以加以推广，以此

推动传统制鞋产业向智能制造化转型

升级，增强鞋企核心竞争力，实现可持

续发展。

浙江香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李新祥：

福达在精益管理方面给我留下了

极 为 深 刻 的 印 象 ，也 很 值 得 我 们 学

习。他们发挥了基层员工的能动性，

提高粉末产品生产效率、降低在制品

库存、缩短银石墨生产周期等精益项

目在员工的智慧下，一一得到解决。

做精益管理，有“做了”和“做好”

之分，两者虽仅一字之差，却有本质区

别。福达告诉我们，精益项目要做得

到位，就要精益求精地“做好”：各生产

单 位 负 责 人 要“ 真 正 热 爱 我 们 的 工

厂”，要有“处女座”的性格，用挑剔的

眼光去发现问题并加以改善，管理者

则要下沉一线，了解真实问题，用精益

思维找其根源，还要加大宣传和培训

力度，鼓励员工积极参与。

精益，永远在路上，改善，永远无

止境！

浙江长城换向器有限公司
行政总监陈凤仙：

走进福达的生产车间，地面几乎

一尘不染、设备整齐清洁、工人精神饱

满，完全是一个现代化、精细化的制造

企业。这完全颠覆了我们对劳动密集

型电气企业的印象。

规范化的管理、智能化的加工、国

际化的定位⋯⋯值得学习的东西太多

了 。 我 要 把 福 达 的 先 进 之 处 都 带 回

去，然后慢慢梳理、消化。如果下次还

有机会，希望能再去福达参观，相信每

次参观都会有不同的收获。

江南铝业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张彬彬：

这次去福达公司参观，我感受良

多。福达董事长王达武的发展思路、

管理理念以及用人观念，也是我比较

欣赏和赞同的。

矢志不渝地做好一件事情，这样

才能做精做好，办企业也一样。现代

企业要做大做强做精，离不开人才。

未来企业的竞争，很大程度上是人才

的竞争。所以，选人用人非常重要，看

得出来，王达武是一个惜才之人。

协会这次举办的活动很有意义，开

拓了我们的视野，对我们十分有帮助，

希望以后此类型的活动可以多多开展。

浙江瑞星化油器有限公司
工艺部长薛蒙息：

这几年，王达武接连带队出国学

习，通过向全世界优秀的企业学习，找

出自身存在的不足，不断缩短差距。

参照美国的企业，他们发现自己的科

技力量不够；参照德国的企业，发现他

们发现自己的工业制造不够严谨；参

照日本的企业，他们发现自己的管理

还不够精细。

他 们 这 种 对 比 找 差 距 的 学 习 精

神，非常值得我们学习。我们看到了

他们智能化的生产过程，也了解到他

们的子公司正在从事的柔性自动化产

品研发，而我们企业正需进行智能化

改造，希望能合作成功。

奥光动漫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郑建丽：

温州是改革开放的排头兵，温州

模式更是一张金名片。但近年来温州

企业优势削减，发展停滞，在这种情况

下，多数企业渴望转型以期有所突破，

奥光亦然。

这次福达之行，受益良多的是看

到福达在拥抱资本市场后利用外力快

速做大做强，同时又不忘深练内功，夯

实基础，做好专精特新，从而走出了一

条康庄大道。对此我深受启发：我们

无法把握瞬息万变的市场，但对行业

坚守的执着，定会如福达一般在历经

艰辛后迎来属于自己的春天。

瑞安市中泰线路器材有限公司
总经理戴风燊：

同为制造业，在参观了福达的车

间后，让我感触良多。一直以来五金

制造车间给人都是脏乱差的印象，但

福 达 却 已 经 做 到 了 无 尘 车 间 ，并 有

agv 机器人协同，整个车间做到了高

效、整洁、明亮。另外，福达的智能化

生产和柔性制造，都让人印象深刻。

我将取其对自身企业具有可行性的方

案，深入学习，促进企业的升级发展。

交流会上，王达武介绍福达 27 年

的进程，表示要并力争做到“世界看中

国，中国看浙江，浙江看温州，温州看

福达”的愿景，一步一个脚印迈向全球

电接触材料领导者，格局之大，令人钦

佩。

市企业家协会组织40多名企业家赴福达“取经”

学标杆经验 促企业升级

【他山之石】
福达深耕细分领域 小材料拥有大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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铆钉、片材、带材、异型材、触头

组件⋯⋯在福达的产品展示厅里，

满是大大小小形状各异的电触头及

触头组件。这一颗颗看似不起眼的

小电触头，用处却十分巨大。

从大里讲，高铁信号控制系统

里需要电触头，往小里说，日常热水

壶烧开后的跳闸也需要电触头。电

触头也因此被称为电器的“心脏”，

起着电流的接通和分断功能，承担

着信号传递的功能。智能楼宇、自

动化系统、航空航天、军工舰艇、铁

路轨交、深海探测以及新能源等领

域都可见到它的身影，业内人士更

是用“上天入地”一词来概括电触头

的应运。正是如此庞大而广泛的应

用市场，催生了福达的诞生。

在上世纪 70 年代，我国的电接

触 材 料 几 乎 全 部 从 国 外 进 口 。 当

时，负责销售的王达武在产品售出

后因两个小事故被客户投诉，从此

便暗下决心：一定要制造出自己的

触头材料，为民族工业争光。

做到简单的“来料加工”容易，

但要从材料配方等角度深入到电接

触材料的核心生产环节，却非一朝

一夕之事。事实上，王达武并非科

班出身，但是凭着一股子韧劲，他与

当时的合伙人共创了福达，从 9 个

员工时事无巨细亲力亲为，如今发

展成 1000 多人的团队。

为什么能坚持这么久？王达武

的回答朴实而中肯：“因为这个行业

太专业了，不用心做不起来。”电接

触材料的技术核心包括产品配方与

制备工艺两部分，其直接形成企业

专利技术，对行业新入者而言，构成

一定的技术壁垒。

“后疫情”时代面临新形势，对

福达来说又是一场机遇与挑战。王

达武说，从国内来看，全面启动 5G、

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为重点的

“新基建”，既强调投资拉动，更强调

创新引领，新一轮投资高潮即将到

来。

目前许多新兴行业的发展都要

以电接触材料为基本支撑。例如，

智能电网及新能源产业的快速发展

为低压电器用电接触材料提供了良

好的市场环境；“互联网+”、智能家

居 的 快 速 发 展 ，以 及“ 中 国 制 造

2025”战略的推进，为低压电器用电

接触材料开辟了广阔的市场空间。

福达始终保持着超高洞察力以

及更好地满足市场和消费需求的服

务 之 心 ，这 也 是 福 达 的 核 心 竞 争

力。接下来，福达积极利用“实体经

济平台+金融资本+人才资本+资本

市场”，深耕细分领域，打造电接触

材料行业全球引领者标杆。

日前，市企业家协会再次组织了

“学标杆、促升级”活动，通过企业间的

互看互帮互学，推动企业提质升级。

40 多家企业相关负责人实地调研、交

流学习，收获颇丰。

“在家冥思苦想半年，不如出去参

观一天。”“走出去看看”作为企业素质

提升工程的重要内容，企业管理者只有

一次次“走出去”，才能领略到先进企业

创业经验和管理理念，为企业之间搭建

相互学习、交流、合作的平台。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企业管理

者只有用心把握住每一次“走出去”的

学习机会，才能把企业文化建设、战略

规划与精益成本管控等先进经验“学

回来”，用于应对各种困难挑战，并努

力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

实现企业更大发展。

在电接触材料这个细分领域，

福达持续深耕，让触头的性能变得

越来越强大，比如电动车上用的触

头，对性能和精度的要求特别高，福

达的研发人员对此做了很多创新性

的研发。

这种深耕被福达的董事长王达

武形象地称为“在 1 米宽的细分领

域，做到 100 米深”。正是因为这种

坚持，福达目前已位居国内同行业

领先地位，目标要成为电接触材料

领域的世界一流企业。

走在福达电气组件一体化事业部

的焊接车间，机器轰鸣，工人们抢时

间、争速度、赶进度，全力以赴抓生产。

“我们不愁没订单，愁的是订单

赶不出来，客户一直催。”王达武说。

订单纷至沓来，离不开福达的“苦心

修炼”。

材料行业深似海，材料虽小却需

要大量的技术、工艺、装备去支撑。

“好产品的基础是好的零部件，好的

零部件要靠好装备在技术研发上进

一步加大投入。”在王达武看来，研发

创新是企业发展的“发动机”。

创新存在于福达的血液里。福达

很重视研发工作，建设国家企业技术

中心、国家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创新

平台，着力攻克一批核心技术和产品。

目前，福达集聚了一批来自欧

洲、日本、国内的行业顶级专家，现有

中高端人才50余人。“下一步，我们将

坚持人才为强企之本，广聚四海贤

才，努力营造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

良好环境。”王达武说。

此外，福达还加快企业数字化转

型，打造业内一流的熄灯车间、无人

工厂，进一步提升智能化水平，降成

本提品质减消耗，切实增强竞争力。

27 年来，福达积累了大量触头材

料相关配方研制与制备的技术诀窍，

并拥有了一系列相关发明专利。目

前公司已拥有发明专利约60项，其中

还包括1项国际发明专利。福达生产

的银合金/铜铆钉型复合电触头产品，

被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工业经济联

合会确定为“第三批制造业单项冠军

产品”；铆钉型电触头产品获得浙江

制造品字标授权。

如今，福达在巩固与扩大正泰电

器、德力西、宏发股份等国内中高端

客户销售的同时，加大国际市场的开

发。近几年，公司相继通过了施耐

德、ABB、欧姆龙、泰科、奔尼迪克特

等国际电器电子知名企业的供应商

体系审核和认证，并开展了业务合

作。随着合作的不断深入，未来公司

在国际市场份额将有明显的增长。

创新，是企业发展的“发动机”

深耕，打造核心竞争优势

【学习标杆】
向榜样学习 促自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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