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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颗鸡蛋，从两米高的地方垂直落下却
“毫发无损”——第七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期间，运动品牌 ASICS 亚瑟士展出的缓震胶
技术，给不少参展商和消费者留下深刻印象。

“今年是我们连续第五年参加进博会。每
年参展，我们都会带来核心前沿技术，让中
国消费者能深入了解我们的创新产品和相关
服务。”亚瑟士中国总裁高凯说。

将时针拨转回 2006 年，彼时，亚瑟士
（中国） 商贸有限公司落户上海长宁，开启品
牌在华零售和运营等相关事宜。伴随国民健
康意识和生活水平提升，运动健身成为许多
人的日常习惯，这让不少运动品牌看到了中
国市场的增长空间。

“从满足运动服装的基本穿着需求，到更
加注重产品的功能性、时尚感，在华发展十
多年，我们发现中国消费者对运动健康的需
求愈发多样化，不同的运动场景需要不同类

型的运动服装。”高凯告诉记者。2019 年，亚
瑟士集团在上海成立中国研发中心，专门针
对中国市场开展相关产品研发工作。目前，
亚瑟士已陆续推出多款专为中国消费者研发
的产品，涉及抗菌防汗、保暖等多项技术。

提及在华发展，不少跨国企业有这样的
共识：中国市场规模大、成长空间广，小众
爱好也可能成长为大众消费。以跑鞋为例，
过去，国内跑步爱好者相对较少，专业跑鞋
开展品牌传播，主要靠“跑友”口口相传。
而现在，越来越多马拉松赛事等体育活动让
跑步成为新潮流，也催生出大市场。

“近些年，我们积极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
健康事业融合发展，从去年开始，亚瑟士作为
赞助商为‘上海 10 公里精英赛’参赛者提供专
业参赛装备。今年，我们首次作为官方战略合
作伙伴和运动装备行业独家合作伙伴，与成
都双遗马拉松赛事组委会达成合作。”高凯

说。此外，伴随网球运动在国内走热，亚瑟士
自 2022 年起在中国创办 ASICS 亚瑟士青少年
网球巡回赛，为中国的青少年网球运动员搭建
网球赛事平台。这些合作不仅进一步帮助品牌
提高了在华传播度和影响力，
也为国内体育赛事和体育人才
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

不仅产品品类持续细分，
如今，消费新场景和新业态积
攒出庞大的“首店经济”能量，
成为不少品牌进一步挖掘消费
潜力、激发市场活力的创新手
段 。 数 据 显 示 ， 今 年 前 三 季
度，北京市共开设 717 家品牌
首店，覆盖零售、餐饮、休闲
娱乐等多个领域；在上海，今
年 1 月至 7 月全市新增了 770 家
首店；在广州，今年前 8 个月，

全市共引入品牌首店 205家。
“为了顺应中国发展‘首店经济’趋势，今

年亚瑟士在重庆、成都、北京等地推出了城
市首店，为更多当地消费者提供优质的产品
体验和品牌服务。”高凯说，“中国运动市场
的发展机遇多，在这里，我们看到广阔的成
长空间。接下来，我们打算进一步扩大目标
消费群体范围，希望为更广泛的运动爱好者
提供更好的体育运动服务，助推中国运动产
业继续发展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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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进博会到链博会，从
跟进“两新”（大规模设备更
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
到加速布局高技术产业，这
一年，外资企业创新创造的
身影活跃在中国市场。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
示，今年1月至10月，全国
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6893
家，同比增长11.8%。

拓展新的事业版图，密
切关注中国发展新机遇，持
续加码中国的创新链和产
业链，成为众多外资企业的
共同选择。一起来听听他们
的声音。

位于重庆的轨道系统生产基地正式投入
运营，并同步签署新一轮扩大投资协议；位
于大连的新工厂竣工投产，在先进制造等方
面更进一步……今年，德国诺克尔集团在中
国市场好消息不少。

“如果没有深耕中国的初心与决心，很难
与中国市场同频共舞。”德国克诺尔集团亚太
区执行董事会主席徐保平说。

克诺尔集团是世界领先的轨道车辆和商
用车辆制动系统的制造商。就商用车领域来
说，克诺尔在中国市场的本土化生产开始于
2004 年，从最初的大连工厂发展到拥有大连、
重庆、十堰、苏州四大生产和研发基地。今
年竣工投产的大连新工厂，就是克诺尔在中
国技术创新与本地化生产能力的重要扩充。

如今，克诺尔在中国共设有 15 处生产基
地和 4 个研发中心，形成覆盖研发、生产、
销售及服务的本地化全产业链布局。

不论是投资设厂、新设基地还是扩大研

发投入，都是克诺尔不断加码中国市场的直
观体现，用徐保平在采访中提及最多的一个
词来形容，就是本地化。

本地化，一方面源自产品品质与安全需要。

徐保 平 介 绍 ，从 制
动系统、空调到车门系
统，全球每天有数以亿
计的人乘坐的交通工具
采用了克诺尔的零部件。
因此，对克诺尔来说，确
保产品的可靠性和安全
性至关重要。而中国供
应链的优势，吸引着克
诺尔不断打造本地化的
研发和生产交付能力。

“中国供应链的优势已
经不仅仅是成本，还有强
大的创新能力和高品质
的交付。”徐保平说。

另一方面，巨大的市场、多元的应用场
景，让本地化成为业务发展的必需。

徐保平举例，中国市场有着克诺尔众多
业务伙伴；许多轨道交通和商用车电动化、智

能化的零部件和产品，最早是在中国市场应
用；克诺尔的多款最新技术，都是基于本地的
市场需求，和中国客户紧密合作开发的……
近年来，克诺尔还持续加大在中国市场的投
入，“必须做到完全的本地化，才能跟上中国
市场的发展速度。”徐保平说。

深耕中国市场这些年，克诺尔也见证了
中国轨道交通事业的快速发展。徐保平分享
了一个小故事：不久前，他乘坐从西安到武汉
的高铁，路途中和德国同事开了一个视频会
议，直到会议结束时他把摄像头对准车厢内
部的时速显示屏，同事们才知道他正在中国
高铁上。“25 年前，我到欧洲出差，感叹于当地
轨道交通之先进，今天，情况早已发生变化。”
他说。

一个个实例，展示着今天中国市场不仅
仅拥有超大规模，更不断涌现着新的技术和
创新趋势，这也深刻影响着全球供应链。在徐
保平看来，中国市场的快速发展，让克诺尔持
续受益。

为了快速响应中国用户的需求，克诺尔将
基于现有产品，开发适应未来新能源和自动驾
驶技术的新产品，这将为全球商用车市场发
展注入新的活力，同时也为实现更加安全、
智能、绿色的出行提供强大动力。

德国克诺尔集团亚太区执行董事会主席徐保平：

中国市场让我们持续受益

12 月初，松下控股株式会社全球副总裁
本间哲朗在广东广州参加了 2024 年“读懂中
国”国际会议。提及松下在华业务情况，本

间哲朗谈到一组数据：1985
年，松下在中国的事业规模
占集团全球业务不到 2%；到
2023 年，这一数据已增长至
23%，中国成为集团在海外
的最大市场。

一家在华发展超 40 年的
跨国企业，为何如此看重中
国 市 场 ？ 本 间 哲 朗 这 样 总
结：中国不仅是制造大国、
消费大国，也是创新大国、
工程师大国。

“松下自 1978 年进入中
国市场以来，经历了快速发
展和转型期。”本间哲朗说。

一方面，中国不断推进市场改革，对外开放
的大门越开越大，为跨国企业带来了发展机
遇；另一方面，中国本土企业也在迅猛发展，

这使得跨国企业愈发重视实施本土化战略，
助力其提升在华知名度和业务收益。

“ 我 们 在 中 国 的 业 务 板 块 可 以 概 括 为
‘ 健 康 智 能 住 空 间 ’‘ 移 动 出 行 ’和‘ 智 能 制
造’三大领域，这些板块是响应中国人口老
龄化趋势、注重环境事业和制造业高质量发
展的成果。”本间哲朗告诉记者。比如，在移
动出行方面，伴随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持续
壮大，松下通过打造丰富的车载零部件、提
供相关解决方案，支撑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
发展。

在中国做生意，最让本间哲朗印象深刻
的，是中国拥有完善、成熟的供应链和产业
链。“松下在中国销售的几乎所有家电产品和
住宅设备，都由中国团队研发、制造。我们
在中国有超过 6000 家供应商，几乎各类原材
料、零部件、整机，甚至自动化的生产设备，
都能在中国得到满足。”他说。

开放的市场环境也为跨国企业坚持在华
发展提供了信心和支撑。从出台外商投资法，
到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各类
对外开放举措不仅打造起更开放、更有韧性
的产业链供应链，也有利于持续优化引资结
构。以松下为例，近 4 年时间里，松下对中
国的 18 个事业基地进行了新投资。今年 10
月，松下在苏州举行了电子材料新工厂奠基
仪式，该工厂将进一步扩大产能，为中国的
半导体产业提供优质封装材料。

“我们持续加大在华投资，正是因为看好
中国经济长期走势。我们相信，中国着力发
展新质生产力，利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这
将持续促进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本间哲
朗说。

现在，除了松下高管一职，本间哲朗还
兼任中国日本商会会长。根据该商会发布的

《中国经济与日本企业 2024 年白皮书》，在华
日本企业对中国市场的投资意愿改善，56%
的受访日资企业表示在 2024 年“增加”或

“保持”投资规模。“中国供应链稳定、可靠、
灵活的优势愈发凸显，期待更多外资企业在
中国建立起自己的供应链、价值链，共享中
国大市场的发展机遇。”本间哲朗说。

松下控股株式会社全球副总裁本间哲朗：

市场环境更开放，供应链体系更强大

如何更好适应中国市场？霍尼韦尔的答
案是：努力寻找并投身于那些处于上升期的
行业，比如新能源汽车。

灵敏的热失控探测传感器、精准的电流
测量传感器、低碳的制冷剂……伴随着一台
台中国新能源汽车的生产交付，霍尼韦尔的
产品也同步服务着消费者。目前，霍尼韦尔应
用于新能源汽车的传感器交付总数已突破
500 万件。

不久前，中国新能源汽车年产量突破
1000 万辆关口。如何帮助提升汽车安全水平、
优化电池性能、推动行业温室气体减排？这
些领域成为近年来霍尼韦尔施展的天地。“霍
尼韦尔不断加大对汽车关键部件和生产制造
流程中产品和技术的研发投入，中国新能源
汽车市场的蓬勃发展给霍尼韦尔带来巨大机
遇。”霍尼韦尔中国总裁余锋说。

适应需求变化，与产业一同发展，新能
源汽车行业只是霍尼韦尔在中国发展历程的
一个观测视角。

霍尼韦尔进入中国市场近 90 年，已在华
建立了覆盖研发、制造与服务等多个环节的
本地化完整价值链。其生产制造和运营足迹
遍布中国大部分地区，在华东、华南、华北、华
中、西北地区均设有生产或研发基地。

“在过去的十几年乃至二十年里，霍尼韦
尔始终在做一件事，就是‘东方服务东方’。”
余锋说，这不仅仅意味着将海外的先进技术
引入国内，或是实现海外产品的本土化生产，
更深远的意义在于深刻理解并尊重中国这一
庞大市场的独特性。无论是企业客户还是消
费者，他们的需求都有所不同，这在产品质
量、性能表现、成本控制以及价格定位等多
个维度上均有鲜明体现。

鉴于此，霍尼韦尔并未简单依赖海外的
资源与经验，而是选择在中国这片充满活力
的土地上，建立多个实验室与研究中心，并
拥有一支规模庞大的研发团队。

余锋解释，之所以如此布局，是因为与
其他国家相比，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具有明显

优势：工业生产规模大，多项产能在全球领
先；供应链体系完整、门类齐全；转化快，
只要用户有新需求，马上就会有一批企业进
入市场，且产品更新迭代速度也相当快。这

对消费者和产业链上其他企业来说都是显著
利好。

中国市场近年来也发生了明显变化。余锋
观察到，中国本土企业快速成长，这不仅体现在
体量上，更意味着需求的扩大，带来了更多合
作机会。与此同时，竞争对手也日益强大。“这
促使我们不得不加快创新的步伐。这既是挑战，
也为我们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他说，这些
变化让霍尼韦尔的业务版图得以拓展，更让企
业在合作中实现了互利共赢，共同推动了市场

的繁荣发展。霍尼韦尔的目
标非常明确——依托中国团
队的专业智慧，充分利用中
国的产业链供应链优势，精
准捕捉并满足中国客户的实
际需求，为他们提供量身定
制的解决方案与服务。

11 月以来，霍尼韦尔
相继参加了进博会、珠海航
展、链博会等重磅活动，与
中国市场各方面保持着高频
互动。“霍尼韦尔已经扎根
中国几十年，虽然市场在发
生变化，但是我们扎根中国
的信心和决心没有变。”余
锋说。

霍尼韦尔中国总裁余锋：

扎根中国的信心决心不变

ASICS 亚瑟士中国总裁高凯：

看 到 更 广 阔 的 成 长 空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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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第七届进博会期
间，观众在松下展台参观。

图②：克诺尔产品广泛应
用于轨道交通及商用车行业。

图③：霍尼韦尔西安工厂。
图④：消费者在亚瑟士门

店选购商品。
以上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图⑤：观众在第二届中国
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先进制
造链展区参观。

那宇奇摄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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