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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考核评估结果为优秀的技术委员会访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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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大约七成的高端液压产品依赖进口，而在

高端工程机械中，近九成的液压件受制于人。究其原

因，液压气动产品的高端市场被欧美日等国家占据，

中国的液压气动发展主要以仿制和备品备件市场为

主，众多的企业产品处于中低端水平，面临的问题亟

待解决。

行业里都了解，我国的液压气动产品技术基本

是在模仿德国、日本、美国等国家，“虽然一直在模

仿，但却从未实现超越，”罗经无奈地笑称。

主要问题在哪里？罗经认为，原因是多重的，首

先是缺乏创新和基础研究，没有深入的技术研究和

经验积累，就不可能开发出功能创新、性能优良的产

品；其次是技术工艺不够过硬，在元件的技术细节设

计和制造工艺方面缺乏精益求精的理念，而欧美日

制造技术的先进和一丝不苟的工匠精神，也正是我

国制造业缺乏和亟待学习之处。此外，在市场资金方

面，国内主机企业面临使用进口元件和本国自主研发

元件的抉择，由于体制等各种原因导致很多企业特

别是大型企业更愿意使用进口价格高昂的国外元件，

以确保产品性能稳定和可靠性。

高性能液压气动元件，是满足高端装备制造业

发展的保证。可靠性是决定液压气动元件产品质量

的关键因素。与国际先进国家相比，我国液压气动可

靠性研究工作相对滞后，也缺乏统一的规划与管理，

至今没有制定任何国家或行业标准。由于缺乏统一

的、高水平的可靠性技术规范，导致国内液压气动元

件的可靠性相对较差，严重制约了我国高端装备制

造业的发展。

“航空、航天、武器等少数特殊行业可以实施专

门的液压气动可靠性测试标准，因为投入可以不计成

本，但是在民用液压气动行业，以提高产品质量为目

的的可靠性标准制定，还必须考虑标准实施的经济

性和可行性。”罗经表示，可靠性标准的技术需求、

经济效益、市场风险、必要性等，都是我国液压气动

行业在标准制定时需要考虑的因素。

随着我国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迈进，制造业

的标准制定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全国液压气动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着眼于长远发展来规划产业标准的

制定和推广，分阶段完成重点工作部署：在2025年之

前，制定若干重要元件的可靠性标准并进行验证，至







2017年第9期（上） / 总第505期  33

中国标准化 / China Standardization 

上提出申请并争取获得立项批准。通过逐步制定一

些“非主流”国际标准，培养人才队伍，逐渐增强在

ISO/TC131的影响力，通过实质性的参与工作，增加

话语权，再深入主导制定重要的国际标准。

虽然达到目标还需要走很长的路，但为了实质

性提高液压气动领域参加国际标准化活动的质量和

水平，在国际标准制定过程中及时有效的反映中国

的技术要求，罗经通过与标委会专家沟通，在全体

委员的支持下，组建了TC3内部的国际标准化 工作

委员会，负责对口ISO/TC131标准化工作的组织、规

划、协调和管理，负责跟踪、研究、分析ISO/TC131国

际标准化的发展趋势和工作动态，负责相关国际标

准文件的意见征集、研究、评议和投票，负责国际标

准会议交流等。

从过去的沉默和被动投票到井然有序地参与其

中，在秘书处的精心策划组织下，国际标准化工作不

断取得进展和突破。其中污染控制领域的专家已被

任命为ISO/TC131/SC6/WG1工作组召集人；近期，将

还会有另外一名专家被任命为工作组召集人。

由于前期的积极工作，在2017年5月美国圣安东

尼奥举办的ISO/TC131年会上，确定2020年在中国北

京召开该TC及SC年会。罗经表示，该标委会希望在

会议前培养一批中国专家参与相关工作，争取5年内

再获得3到5个WG召集人，甚至1个SC秘书处或者主

席的关键职位，向国际液压气动领域展现中国积极参

与国际化工作的水平和能力。

罗经介绍说，标委会现在有一种比较好的意识，

尽管我国在液压气动技术标准方面并不领先，但秘书

处想方设法积极组织专家，主动参与国际标准活动，

广泛与国际标准化界交流接触，在国际标准舞台上留

下中国的印象。

沉舟 侧畔千帆 过 病树前头万木春。采访结束

时，罗经秘书长向记者袒露，标准工作是一件循序渐

进的事情，无论是标准对实际生产和市场的影响，抑

或是走向国际，都不能急功近利。基础元件标准的

特征注定要在5年、10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后才能发挥

其效果和影响，因此作为标准工作者，要保持这份耐

心，要坚守这份寂寞，要肩负这份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