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95

2016年6月8日星期三

责任编辑 薛永军/版式设计 连诚
A17

杭州年产百万枚机芯
新发布的 7000 型机芯，直径 30 毫米，每小

时有 28800 的摆轮频率，动力储存有 80 个小
时，这意味着即便在双休日不佩戴，也不
上弦，你的表也不会停。杭表常务副总
经理李小荣介绍说:“新机芯除了宝石
外，全部使用金属材质，今年 7 月以后
开始量产投放市场，除了基础机芯，未
来还会加入日历、小秒针和能量（也就
是动力储存）显示功能。”

这款机芯的研发，其实只用了几
个月时间。“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做
机芯，所以也储备了很多技术，现在拿
出来用就行了。”杭表总工程师赵钢说，杭
表现在一年的机芯产量是100万只左右，有
一半以上出口，主要到亚洲和拉美，而在欧
洲，一些德国品牌也在使用杭表的机芯。“当然本
土企业也用我们的机芯，比如飞亚达，2004年用了我
们的陀飞轮机芯，9年前开始批量采用我们的机芯。”

事实上，就在很多杭州人都渐渐淡忘“杭州手表厂”
和他们的“西湖”牌手表时，这家企业已经是国内举足轻
重的机芯制造商。有时候订单太多，根本来不及做。

赵钢说，公司接下来也想调整战略，把机芯数量减
下来，质量提上去。比如普通机芯，售价大概一两百元
或者两三百元，而陀飞轮机芯最便宜的也要1000多元，
好的要四五千元，未来可以考虑更多功能性的中高端
机芯产品。

而用中国钟表协会理事长陶小年的话说，杭表新
发布的这款 7000 型机芯，是一款在结构上具有完全自
主知识产权的新型机芯，也是改善机械表产品供给结
构，向中高端机芯研发制造迈出的重要一步。

“老炮儿”的手表之路
对于杭表，老杭州人都不会陌生。
1972 年诞生的杭州手表厂曾经坐落在吴山

广场旁边的四宜路。上世纪 80 年代，他们生产
的“西湖”牌手表，标价 60 块钱，是这座城市里
最紧俏的商品之一。

2000 年，杭州手表厂变成了杭州手表有
限公司，产品的重心也放在了机芯上。

公司副总王奇回忆说：“当年全国32家表
厂，几乎每个省一家，但现在还活着的没有几
家了。”

目前的杭表在钟表内行和外行人中的知名
度，算得上冰火两重天。外行人甚至不知道有这么
一家公司，而内行人，讲到国产机芯时会提及杭表。

在一些钟表论坛上，杭表曾经媲美 ETA2824 的
6300 机芯，也为表迷们津津乐道。同时，杭表也是国内
除了海鸥之外，能量产陀飞轮机芯的制造商。赵刚透
露，他们去年造了大概1500只陀飞轮机芯。

有趣的是，在市场日益国际化的同时，杭表的管理
团队却始终保持本土化，几位高管几乎全部是上世纪七
八十年代进厂的老兄弟。对外时，他们使用标准的普通
话，或是“杭普话”，但私下里的工作语言，就是一口地道
的杭州话。李小荣说，他们之间有个“暗号”，叫做“八
角”，意思是刚进厂那会儿，每天的工资是八角钱。

“西湖”手表 一直在身边
尽管早已转型成以机芯为主要产品的企业，

但杭表并未完全放弃成表。
杭表的“老炮儿”们，几乎每人手上都会戴一

块自产的手表。王奇曾经亮出手上的陀飞轮腕表
给记者看——表盘上赫然标着“XiHu”字样。

“西湖手表的商标，我们一直没放弃，也一直
在零星生产，有时候是做测试，有时候是帮客户定
制。”他说，由于产量很小且不固定，所以如今的西
湖手表在市场上几乎看不见。“但大家显然对这个
牌子还是很有感情，也很有兴趣。有一次我去国
外参展，带了十块西湖表当展品，结果一块都没拿
回来，现场就被同行‘抢’光了！”

赵刚则解释说，和机芯相比，以成表作为产品，
需要更多的商业运作来支撑，不如做机芯那么单

纯。“我们以前也试过成表，但真的很难做。”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为了测试和宣传

新机芯，杭表特意做了一小批成表——镂
空的表盘上，雕刻着保俶塔和断桥。虽
然正面没有熟悉的“XiHu”字样，但表背
还是刻上了“WEST LAKE”。

记者手记

工匠的执拗
从“杭州手表厂”到“杭州手表有限公司”，

其实这家企业的简称一直没变，都叫“杭表”。它
的确从杭州人的生活里消失了很久，以致很多人
偶尔想起这名字，都以为它已经不存在——和很
多当年如雷贯耳的老国企一样。

其实“杭表”一直都在，只是进入21世纪之后，
几乎就没有大规模制造过“西湖牌”手表。市场上
看不见产品，新闻里看不见报道，大家就在猜测，
这家企业是不是“死了”。然而，用一位杭州本地
手表经销商的话来说，杭表这些年不仅过得很好，
而且是“发寒发热的好”。它在大众眼中销声匿
迹，但在业内声誉日隆，算得上老制造业转型的成
功案例。

在互联网经济的大背景下，杭州本土制造业
的转型升级，通常会和 IT沾边，但杭表似乎是个例
外。这或许缘于行业特殊性——从瑞士人到日本

人到中国人，制表业从来不乏先进技术的应用
（比如杭表重金打造的无尘车间）——但

归根结底的问题，还是一个个比头发丝
还细小的零件，你要如何做得更标

准，如何装配得更精密。我们曾参
观过欧洲很多著名腕表品牌的工
厂，最震撼人心的不是先进的实验
室和机床，而是制表师们心无旁
骛的工匠精神。

其实就技术类型来说，钟表
和发动机很像。它的技术原理并

不复杂，但难点在于，你得把它做
出来，考验的是你极致的工艺水平。

中国钟表商协会秘书长张华先生
曾感叹：钟表是个很小的行业，但它又很

“大”，因为透过这个行业，你可以看到一个
民族精密制造业的发展水平。但凡传统制表

业发达的民族，其工业制造水平，必然是世界顶尖
的——德国、瑞士、日本甚至美国，均属此列。

从这个角度看，杭表倒是无意间承载起了一
份重大的意义——不过杭表那帮“老男孩”似乎并
没有想这么多，他们想的或许只有两件事：第一，
我就是要把它做好；第二，我能赚钱养活自己。

工匠的执拗，加上浙江人灵活的商业头脑，也
许剩下的事情，也就水到渠成了。

你还记得60块钱的“西湖”牌手表吗？
杭州手表厂已转型成国内举足轻重的机芯制造商
年产100万枚一半出口 德国人都在用

自从上世纪末“西湖”牌手表淡出市场，“杭州手表厂”似乎就销声匿迹了。
他们再次高调出现在杭州人的视野里，是在不久前——他们发布了

全新的 7000 型机芯，其市场“假想敌”，则是目前整个机械腕表市场上经
典的瑞士ETA2824机芯和日本8205机芯。

公司名字与时俱进了，不再叫“手表厂”，而是“杭州手表有限公
司”。但业内人都知道，两者一脉相承。这是不折不扣的“杭州造”，你甚
至从团队人员就能看出来——目前杭表的管理层，几乎是清一色的杭州

“老男人”，都是和当年的杭州手表厂一起成长起来的。他们彼此间操着
地道杭州话，用十几年的时间，把一家普通的老表厂，转型变成国内举足
轻重的机芯制造商，有一半以上出口，德国品牌也在使用杭表的机芯。

记者 吴轶凡

上 世 纪 末
“西湖”牌手
表淡出市场

“杭表”现在一年的机
芯产量是100万只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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