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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江苏省科技创新发展优秀企业

推荐审批表

申 报 企 业 南京高速齿轮制造有限公司

推 荐 单 位 江宁区科技局

填 报 日 期 2020.11.20

二Ｏ二Ｏ年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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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 表 说 明

一、“推荐单位”为：根据单位管理隶属关系，被推荐单

位所在的设区市或者省有关单位。

二、表中栏目没有内容一律填“无”。

三、填写内容应实事求是、内容翔实、文字精炼，涉密内

容不得在推荐材料中体现。

四、此表上报一式 5 份（A4 纸，双面打印），并附电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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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

情况

企业名称（盖章） 南京高速齿轮制造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1157512997959

通信地址 江宁区侯焦路 30 号

注册时间 2003.7.8
注册资金

（万元）
200000

法定代表人 胡吉春 电话/手机 025-52472106

联系人 史一梅 电话/手机
025-52472106

/13913987175

经济类型
□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

□外资企业 □港澳台资企业

企业上市情况
□上海证券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境外上市 尚未上市

2020 年从业人员数（人） 3389
主营业

务情况

风电齿轮箱，国内市场

占有率为 58%，国际市场

占有率 31%

是否为高新技术

企业
是 □否

是否省级创新型

领军企业
□是 否

2020 年研发经费投入

（万元）
35654

2020 年研发

人员数（人）
395

研发机构认定状况
建有省级研发机构 □是 否

建有国家级研发机构 是 否

拥有的省部级以上名牌

产品数（项）
0

是否通过省企业

研发管理体系贯

标验收/复审

□是 否

主持编制的标准数（项）
国际标准（ 0 ） 拥有有效知识

产权数（件）

一类（ 12 ）

国家标准（ 1 ） 二类（ 164 ）

近三年内牵头获省级以

上科学技术进步奖（项）

国家级（ 0 ）（ 等奖）

省级（ 1 ）（ 三 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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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年

科技创

新发展

情况及

取得的

经济社

会效益

（包括科技创新发展战略规划、科研人员队伍、科研经费投入、企业研发管理体系制

定、创新平台建设、研发活动和产学研项目组织开展情况及取得的经济社会效益等，

3000字以内）

一、公司简介与研发团队建设情况

南京高速齿轮制造有限公司是专业从事高速、重载、精密齿轮传动装置生产的高

新技术企业，公司总资产 145亿元人民币，从业人员 3000 余人。现已成为涵盖风

力发电、工业智能装备、轨道交通等业务的全球传动领域领军企业。

公司拥有一支在齿轮行业具有丰富经验和高素质的产品研发和制造队伍，公司多

名高级工程师在齿轮及相关业务中的知识及经验均获得认可，从事高新技术产品研

究、开发的设计和工艺人员占职工总人数的 10%以上。中心研发团队约 400人，均

具备较高的理论水平和丰富的实践经验，2019 年公司经审计的研发投入为 29677

万元，每年研发投入占比 3%以上，2020年 1-10月研发投入为 35654万元。

历年来持续加大技术改造和研发投入，完善研发条线的架构设置，在产品研发部

门外单独设立战略研发部门，专门从事前端技术的创新研发，引领行业前端走势；同

时常规风电产品研发部门采用项目管理的方式，综合管理时间、成本 、人员、资源

等方面，为企业的研发技术创新能力提供基础。

公司在风电市场领域具有较强优势，具有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市场销售网络和

售后服务网络，并通过了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和 ISO14001 环境管理体系、

OHAS18001体系的认证。逐渐健全各项规章制度，纳入体系管理，公司目前拥有近

500份体系文件，涵盖研发、质量、生产、设备管理、项目管理等方面，规范化管理

各项过程的运行。

公司一直以来注重新产品、新技术的自主创新，新产品不断推陈出新，填补了多

项国内技术空白，产品销售扩展至国外，树立了良好的企业形象和品牌效应。历年来，

NGC一直持之以恒的保证研发投入，鼓励各项科技创新活动，同时根据需求，组织

各项培训，如 FMEA培训、TS五大工具、先进软硬件运用，知识产权培训，灌输知

识保护的理念，保障企业技术创新产权。

技术创新一直是企业的生命力，永恒的追求。公司技术创新一直坚持走自主技术

创新的道路，致力于齿轮技术、工艺技术的技术创新：

(1）加强齿轮传动的基础研究，完善齿轮失效分析的技术手段，提高我国齿轮



— 5 —

传动产品的技术水平；

（2）加速产品的升级换代，不断改进产品的性能，提高产品质量。同时不断推

出新产品，开发新的服务领域；

（3）加强与国内科研机构、设计院（所）、国外著名大公司的合作，引进技术

并通过学习、消化和创新，形成新产品、新市场；

（4）加大技术改造力度，采用新技术、新型设备（如箱体加工采用在型加工中

心等设备，进行柔性化生产）对现有生产能力进行改造；

（5）改革传统工艺，通过优化设计、优化工艺提高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降低

生产成本；

（6）采用激励机制，先进个人评比，鼓励科技人员结合市场研究开发新产品，

进行工艺技术革新，使企业始终保持技术领先地位。

二、创新平台建设、研发活动和产学研合作及经济效益情况：

公司近年内成功开发出了高可靠性和可维护性的海上的大兆瓦风电齿轮箱，制定

了内部的设计规范，基于 DFMEA，提出应用行星架轴承外圈防滑动技术、滚道行星

轮以及内部油路设计、防腐设计等方法，实现更高可靠性、更高扭矩密度、模块化和

集成化的风电齿轮箱优化设计；基于精益生产理念，突破了大型风电齿轮箱零部件制

造瓶颈；基于 NGCQS质量体系，为齿轮箱的测试技术提供了验证平台和体系。推出

NGC StanGearTM 系列化平台产品同时创建了 CBB库。这种系列化和模块化理念，

不仅缩短研发周期，降低研发成本，也为客户节省了维修费用，持续引领全球风电（齿

轮箱）行业发展，核心技术已获得 176 项国家专利，以及 100 多项从政府到客户

颁发的各类技术进步与质量奖项。

公司始终坚持校企合作，与国内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合作，如丹麦科技大学、

德国亚琛大学、南京大学、重庆大学、钢铁研究总院华东分院等，借助尖端科研力量

解决新品开发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有效提高了企业的科研能力。2018年公司与重庆

大学、大连理工大学、重齿、杭齿等著名高校及优秀企业合作，牵头承担了国家科技

部重点研发计划专项，2020年公司成功申报了江苏省科技成果转化项目。

为适应企业快速发展，南高齿在国内同行业中首次增设中国和德国双元研发中

心、国际化的研发人员配置，总部与德国形成优势互补的双元研发中心，每年多次组

织人员围绕重点项目到国外一流企业考察和学习。2006年南高齿与美国 GE通用电

气国际公司签订了联合开发协议，近几年共同开发了近 20个新产品，新增产值占总

销售额 35%左右。公司还与丹麦科技大学开展齿轮表面改性研究，大大提高了齿轮寿

命和可靠性。2016年，由于在中荷案例教学中做出的突出贡献，公司获得了“2015

中荷国际 MBA最佳合作伙伴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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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全球领先的风电传动设备制造商，公司始终致力于为全球客户提供性能突

出、质量可靠的风电传动产品，坚定不移的走风电产品大型化、新型化的发展策略。

公司研发的 1.5MW、2MW、3MW等风力发电齿轮箱逐步取代了进口产品，打破国

外产品的垄断局面，同时已批量生产 5MW、6MW、7MW海上风电主齿轮箱，并有

10MW海上风电主齿轮箱正在研发试制过程中，为大型齿轮箱的国产化作出了贡献。

公司产品先后获得省、市、国家多项奖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国家重点新

产品、机械工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工信部单项制造冠军。在充足资源投入的前提下，

公司近三年（17-19年）销售额为 63.8亿元、65亿元、76.2亿元，2020年预计

能实现 1300000亿元。

三、发展战略与规划：

近几年，开发潜力巨大的海上大功率风电已成为全球风力发电装机的主要增长

点。作为全球风电传动设备研发和制造的领军企业，公司未来将重点关注大功率海上

风电传动设备的研制和生产，公司已批量生产 6MW、7MW海上风电主齿轮箱，并有

10MW海上风电主齿轮箱正在研发试制过程中。

随着海上风电齿轮箱的发展，齿轮箱大型化已成为未来发展趋势，为了使得风电

齿轮箱结构更加紧凑，重量更轻和成本更低，对齿轮箱设计提出更高要求，满足高扭

矩密度。海上风电是具有重大挑战性的项目，运行环境恶劣，维护成本高、维护周期

长，客户设计要求高等，对稳定可靠性要求更高。除了陆上机组的要求外，更增加了

抗海啸风暴、防海水水雾腐蚀以及绝缘等特殊要求。

因此为了满足齿轮箱“大型化、高可靠性、高扭矩密度、高效率、低振动噪音和

易维护性”等要求，开展非产品型研发项目研究，为“高扭矩密度、高可靠性”的产

品规划进行技术储备。包括“滑动轴承应用于风电主齿轮箱”项目、批量齿轮箱认证”

项目、“碳氮共渗滚动轴承”项目、“3D打印技术”以及不断优化升级系列化和模

块化理念，不仅缩短研发周期，降低研发成本，也为客户节省了维修费用，持续引领

全球风电（齿轮箱）行业发展。

同时，公司制定了与总体战略相适应的技术创新发展战略：

（1）开发国际领先的风电产品和技术开发平台

形成“标准化、模块化、平台化”的产品体系和工具，以中德双元研发为支撑，

形成全球化研发体系和竞争优势，建立起完善的仿真分析平台并拥有自主核心计算程

序，针对全球研发机构与大学的开放式传动技术合作平台

（2）建立高效的技术创新能力和完善的知识产权体系

致力于“高扭矩密度、高可靠性、轻量化、海上应用技术”等方面技术创新研究，

持续发展风电齿轮箱前沿技术、拓展机电集成传动技术，定期开展专利申请、撰写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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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方面培训，提高研发人员专利的撰写质量，不断增加知识产权投入，加强研发管

理及创新管理，提高知识产权转化率，形成风电前瞻性新技术的战略研发部署和完善

的知识产权体系。

（3）打造国际一流技术专家团队

建立具有核心竞争力和技术领导力的国际型产品开发团队，在核心领域具备可持

续发展梯次的国际型专家群，达到国际一流水平，培养创新思维，营造创新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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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企

业承诺

本单位承诺推荐材料中所有信息真实可靠，近三年生产经营活动中无安全

生产、生态环保、税务等方面不良行为记录，不存在违背诚信要求相关行

为，若有失实和造假行为，本单位愿承担一切责任。

法定代表人（签章）： （公章）

年 月 日

推荐单

位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省科技

厅审定

意见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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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指标解释：

1﹒从业人员：指由本单位年末直接组织安排工作并支付工资的各类人员总数。

包括在岗职工、劳务派遣人员和返聘的离退休人员。不包括离退休人员、停薪留职

人员。

2﹒研发经费投入：指企业在产品、技术、材料、工艺、标准的研究、开发过程

中发生的各项费用，包括人员人工费用、直接投入费用、折旧费用与长期待摊费用、

无形资产摊销费用、设计费用、装备调试费用与试验费用、委托外部研究开发费用

和其他费用。

3﹒研发人员：指单位内部从事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三类活动的人员。

包括直接参加上述三类项目活动的人员以及这三类项目的管理人员和直接服务人

员。为研发活动提供直接服务的人员包括直接为研发活动提供资料文献、材料供应、

设备维护等服务的人员。

4﹒有效知识产权数：包括在有效期内的发明专利（含国防专利）、实用新型专

利、外观设计专利、软件著作权数、植物新品种、国家级农作物品种、国家新药、

国家一级中药保护品种、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数等。

5﹒一类知识产权：包括授权发明专利（含国防专利）、植物新品种、国家级农

作物品种、国家新药、国家一级中药保护品种、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数等。

6﹒二类知识产权：包括授权实用新型专利、授权外观专利、软件著作权等。

7﹒省企业研发管理体系贯标：参照省级地方标准《企业研发管理体系要求》

（DB32/T 2771-2015）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