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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

西门子工业自动化产品成都生产研发基地内景。

简讯

“大家看那边的屏幕，那是我们数字化生
产核心技术的体现。”西门子工业自动化产品
成都生产研发基地总经理柏大山（Andreas
Bukenberger）停下脚步，指着不远处生产线旁
边的几块显示屏，颇有些自豪地对前来参观的
记者们说。

柏大山告诉记者，屏幕上显示的是生产的
实时数据，包括各种质量数据、产能数据、需求
数据、生产订单数据等。“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
生产线上是没有纸的。我们的生产计划、生产报
告等，全都以在线的方式在 IT系统里面显示。”
这是记者在参观日前正式投产的西门子工业自
动化产品成都生产研发基地（SEWC）时看到的
一幕。作为西门子在德国安贝格之外的首家“数
字化企业”，SEWC 实现了从产品设计到制造过
程的高度数字化。

如今，随着信息技术和制造技术的深度融
合，历经了机械、电气和信息技术阶段的工业生
产正迎来新的变革———工业 4.0，而 SEWC 则
是西门子通往工业 4.0之路的最新实践。

制造业面临新挑战

在 160余年的发展历史中，西门子始终未
脱离制造的“一线”，目前已在全球建立了众多
工厂。对于制造业面临的挑战，西门子的体会也
尤为深刻。

在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工业业务领域市
场与传播部总经理于缨看来，当前制造业主要
面临三方面的挑战。首先是时间。“当前市场竞
争愈发激烈，能否缩短产品的上市时间，对于企
业非常重要。研发和生产的速度慢了，就会失去
市场。”于缨说。

其次，企业在提升生产效率方面也面临着
新的困难。“让工人加班加点，以非常标准的方
式工作，不能有任何浪费的动作，这种提高生产

效率的方式已经越来越不适用了。”
此外，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对于制造业的

灵活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于缨看来，原创于
福特公司的大规模流水线装配作业在当时来看
确实是很大的进步，但这种方式在实现更快上
市和更高生产效率的同时，却丧失了灵活性。
“其实市场更需要定制化的产品。但是当企

业没有很好地解决生产技术问题时，就只能牺
牲灵活性，去生产标准化的产品。”于缨说。

融合虚拟与现实

那么，制造业该如何面对上述三方面的挑战？
信息技术和制造技术的深度融合，为解决

这一问题提出了新的方向。目前，西门子等领先
的制造企业正以信息物理融合系统（CPS）为框
架，建立包含设备、仓储系统和工业产品的全球
性网络，业界将这一新的变革方向称之为工业
4.0。SEWC就是西门子在通往工业 4.0之路上
的最新实践。

西门子工业自动化产品成都生产研发基地
卓越运营部经理戴霁明告诉记者，与传统的工
厂相比，SEWC具有多方面的优势。

比如，在缩短产品上市时间方面，SEWC通
过数字化的方式，对设计出来的产品进行模拟
和仿真，这样就省去了做样机的时间。而当设计
人员对设计内容进行修改时，也可以通过共同
的数据库，把修改的内容直接传送到生产线，从
而节省了制造过程中的修改时间，使得产品能
够尽快上市。

同时，SEWC还通过高度的数字化和自动
化来提高生产效率。戴霁明告诉记者，在传统的
工厂里面，每天要由负责生产计划的人下发生
产工单，再由班组长将生产任务分配到每个工
人头上。而 SEWC则省略了这些步骤，直接将
生产工单在触摸屏上显示。

生产过程中，物料的运输也是完全自动化
的。当生产过程中需要某种物料时，屏幕上会有
提示，然后工人会拿着扫描枪，在物料样品上进
行扫描，条码信息传输到工厂的自动化仓库之
后，会由自动化的物流系统去仓库的指定位置
取指定的物料，然后通过自动提升机，将物料传
送到生产线附近。

而在质量检测环节，系统会通过数据库对之
前的工序进行核对，从而获得产品的质量情况。

“我们的目标是实现物料供应、生产计划和
生产实施同步化的生产，这样就可以实现精益
生产，提升效率。”戴霁明说。

在生产过程中，SEWC还充分体现了灵活
性方面的优势。记者在工厂里看到，生产线上有
很多“小车”在有条不紊地运行。戴霁明告诉记
者，这些“小车”其实是运输原材料的载体，小车
上面记载着生产的数据和信息。通过 RFID（射
频识别）技术，SEWC可以对生产进行规划，比
如采用什么样的生产方式和工艺，以及什么样
的原材料，都可以在这条线上自由地选择，从而
实现“混线生产”。

未来将继续完善

对于正在进行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中国而
言，西门子的数字化企业无疑提供了很好的参
考样本。

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工业
业务领域工业自动化集团总经理王海滨表示，
中国政府大力推行的两化融合概念，与西门子
数字化企业的理念不谋而合。而西门子在和各
地政府及客户交流时也深切感受到，大家对数
字化企业的需求日益迫切。
“SEWC是西门子在华的最大数字化企业，

相信大家可以通过参观和交流，获得启发和借
鉴。”王海滨说。

而对于数字化企业的未来，王海滨表示，从
目前的发展情况来看，基础设施已经建立，但在
未来，西门子还会不断去观察和思索，看哪些环
境、哪些细节还可以继续完善和创新。
“我们工厂的卓越运营部负责的就是这方

面的工作。同时，SEWC也是西门子工业自动化
全球生产及研发体系的一部分，我们会利用西
门子全球的资源，让数字化企业更加完善。”王
海滨说。

通往工业 4.0时代“三重门”
———探访西门子在华最大数字化企业

姻本报记者 原诗萌

工程机械行业：

久违的春天有多远？
■本报记者贺春禄

经历过高速发展的“黄金期”后，中国工程机械行
业在 2011 年上半年进入了萧瑟“寒冬”，而且一直延
续至今。近日，中国重工携着重组的利好消息在复牌
后涨停，重工机械类个股随之全线飘红，可算是工程
机械行业久违的好消息。

但这只能算是冬季中偶尔出现的暖阳，因为不久
前陆续披露的上市公司中报业绩已经显示，中国工程
机械“三巨头”的徐工机械、中联重科与三一重工，
2013年上半年净利润均出现大幅下滑。

虽然冬天过后便将迎来万物复苏的春季，但目前
看来中国工程机械行业的这场寒冬仍将持续相当长
的时间。

不容乐观

2013年上半年，工程机械行业发展形势依然不
乐观。上市企业中期年报显示，中联重科上半年净利
润同比下降 48.31%，为 29.06亿元；三一重工净利润
同比下降 48.6%，为 26.51亿元；徐工机械净利润同比
下降 46.49%，为 8.51亿元。

产能过剩、库存压力大是当前中国工程机械行业
面临的首要难题。

中投顾问机械行业研究员谢家宸对《中国科学
报》记者表示，目前重工类产品的供给量远远超过市
场需求量。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2012年年底，我国工程机械
主要产品保有量约为 561~608万台。目前我国挖掘机
生产企业的规划年产能约 60多万台，实际产能已经
超过 40万台 /年，但 2012年全年挖掘机总销量不到
12万台，而全球每年挖掘机的需求量也不到 40万
台。

前瞻产业研究院分析师欧阳新周对《中国科学
报》记者指出，工程机械行业继续颓势的主要原因是，
我国基建设施投资增速回升态势并不明显。
“而造成投资回升缓慢的深层次原因是，2013年

上半年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增速维持低位，财政支出也
呈负增长状态。中央对地方政府债务的审计和金融风
险的管控，导致城投债发行规模大幅度回落。”欧阳新
周说。

因此，虽然过去半年间房地产建设新开工面积增
速回升明显，但对工程机械整体需求拉动并不大。

谢家宸也指出，上半年国内国际经济走势不太乐
观，工程机械企业营收表现不佳也在预期之中，“这反
映出宏观经济对重工业的影响非常巨大”。

进军西部和海外需谨慎

在国内工程机械市场明显饱和，而产能却持续过
剩之时，向海外进军已经成为很多企业的发展策略。

数据显示，2013年上半年，轮胎式自推进起重
机、挖泥船、大于 100吨全路面起重机、履带挖掘机出
口出现了高速增长。

欧阳新周表示，“向海外进军”战略作为我国工程
机械行业长期发展战略，是较为明智的。

目前我国工程机械行业高技术特种设备逐步被
国外接受，行业内技术的持续提升已经成为共识，为
我国工程机械参与国际竞争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谢家宸也指出，海外出口是企业脱困的重要选
择，南亚、非洲、南美、中亚等新兴市场对工程机械的
整体需求会逐渐攀升。

不过，来自海关的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上半年
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总额为 72.91亿美元。其中整
机出口占 80.9%，金额高达 61.42亿美元；零部件出口
则同比大幅下滑 61.36%。
“由此可见，海外市场对行业短期内走出困境的

帮助仍然有限，因为我国工程机械企业这种出口‘重
主机轻配件’的局面短期内难以改观。”欧阳新周说。

谢家宸也提醒，目前欧美发达国家市场基本饱
和，我国大量工程机械企业盲目一拥而上恐损失严
重。

同时，对于相当多业内人士支持的“向中国西部
发展”的方向，欧阳新周却并不认同。
“从分析图表可以看出，我国最有吸引力的市场

依然在江苏、山东、浙江等华东地区。而四川、成都、云
南地区平均增速相对较低；青海、宁夏、甘肃、新疆投
资规模则相对较小。”欧阳新周说。

他认为，如果企业为摆脱困境而进入西部市场，
在短期内获得的帮助非常有限。

前景堪忧

相比较上半年发展的疲软，今年下半年随着国家
一系列政策的实施，许多基建项目有望上马，而这被
视为工程机械行业向好的重要风向标。

但是，这并非工程机械行业的“救命稻草”。
欧阳新周指出，2013年上半年，我国土地出让金

增速高速增长，然而出让的土地面积处于负增长状
态，由此可以预见房地产未来新开工面积对工程机械
的需求拉动有限。
“另一方面，我国下半年财政政策依然难有作为。

下半年财政资助金紧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管控继
续发酵，基建投资状况仍然不容乐观。”欧阳新周说。

不过，今年下半年随着铁路、公路、机场、地产、棚
户区改造等多重利好消息不断释放出来，谢家宸认为
相关企业的经营环境会略有好转。

但是，由于产能优化工作尚需时日，他建议相关
企业不可贸然增加出货速度和产能布局。

在下游需求整体疲软的情况下，欧阳新周还指
出，企业需要对市场进行进一步的细分及定位。例如
农业水利、部分区域振兴规划带来的城镇化建设等领
域仍会带来较多的市场需求。

此外，工程机械行业营销模式的创新也尤为重
要。欧阳新周说：“现阶段我国工程机械的保有量
非常庞大，也对工程机械的销售产生了影响。因
此，工程机械融资租赁也应是制造商开拓市场的重
要工具。”
据了解，目前工程机械融资租赁渗透率在我国

仍然较低，提升空间很大。此外，谢家宸还建议，机
械工程企业应时刻保持对国家宏观政策和产业规
划的敏感度，及早制定细分市场的营销策略和产品
产量。

下半年我国大量基建项目的上马，并非工程机械行业的“救命稻草”。 图片来源：昵图网

前沿

利用大闪蝶翅膀神奇的自然属
性，科学家们日前开发出一种纳米生
物复合材料，该材料未来将应用于柔
性可穿戴电子设备、数字诊断、高灵敏
度光电传感器和可持续性光伏电池等
领域。相关研究工作已发表在 ACS
Nano期刊上。

日本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的研究
人员发现，大闪蝶翅膀有着超出任何
现有技术能够人工复制的自然属性。
它除了重量轻、细薄和有弹性之外，还
具有吸收太阳能、迅速憎水和自我清
洁的性能。该研究小组将大闪蝶翅膀
的特性与碳纳米管独特的电、力、热、
光的性能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全
新的杂化材料。

研究人员在大闪蝶翅膀上生长出
蜂巢网状的碳纳米管，创造出一个可
以用激光激活的复合材料。其加热速
率比原来的组件本身要更快，并显示
出良好的导电性能，同时还具有在材
料表面复制 DNA而不会将其吸收的

能力。未来，这种材料将在光伏电池等
众多领域展现出一定的应用前景。

（李木子编译）

大闪蝶翅膀造就新型纳米材料

图片来源：

公司故事

日前，韩国科学技术院的研究人
员创造出金属和石墨烯的成层结构，
得到由石墨烯与铜、镍形成的复合材
料。该材料在硬度方面超过纯金属材
料几百倍，其强度是纯铜材料的 500
倍，是纯镍材料的 180倍。相关研究结
果已发布在 Nature Communications
在线期刊上。

此前，美国军队军备研发和工程
中心也曾开发出一种石墨烯金属纳米
材料，但在提高材料强度方面却是失
败的。为了使石墨烯金属纳米材料的
强度最大化，韩国科学技术院的研究
团队使用化学气相沉积（CVD）在金
属沉积衬底上生长出单层石墨烯，然
后再沉积上金属单层，通过重复这些

步骤，最终得到石墨烯金属多层结构
的复合材料。

通过透射电镜、分子动力学模拟
等微观压缩试验显示，晶面间距为
70nm的铜—石墨烯多层材料，拉伸强
度是纯铜的 500倍（1.5 GPa）；镍—石
墨烯多层材料的晶面间距为 100 nm，
拉伸强度是纯镍的 180倍（4.0 GPa）。
晶面间距与材料强度之间存在显著关
联：间距越小，使得位错运动越难，从
而提升了材料强度。该复合材料表现
出超过传统金属—金属多层次材料的
强度。如果该工艺应用于产业界，将使
得汽车及飞机的质量更轻、燃油效率更
高。此外，还可用作核反应堆等的涂层。

（李木子编译）

石墨烯与金属合成超强复合材料

图片来源：

中国南车首次并购德国企业

本报讯 记者 9 月 16 日从中国南车株洲所获
悉，该公司近日成功实施一起跨国并购，由旗下的
北京南车时代机车车辆机械有限公司从 Boramtec
公司手中成功取得德国 E+M 公司 55%的控股权。
这是中国南车继 2008 年并购英国丹尼克斯半导体
公司、2011年并购澳大利亚代尔克公司后的第三起
海外并购，也是其针对德国企业和在非轨道交通领
域的首次海外并购。

E+M 公司是一家具有近百年历史的老牌企
业，在钻井工程和钻井机械领域享有世界声誉。中
国南车此次收购标的为其机械业务板块资产，新组
建公司主要进军多功能车载钻机的研发、生产和销
售，可应用于深层水井、地热开采、矿山救援、煤层
气及页岩气开采等。

随着全球新能源开发力度加大，专家预计未来
车载钻机市场将成为工程机械领域新的亮点，而目
前我国开采非常规天然气的全液压车载钻机基本
上都靠进口。因此研制适合我国页岩气勘探开发且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专业钻机，是实现我国新能源
战略的必经之路。

中国南车 2004 年进入工程机械领域，凭借其
在轨道交通装备机电液控制、机械制造等方面的核
心技术优势，逐渐成为我国工程机械领域的一支新
锐力量。此次收购，将使得该公司拥有海外工程机
械总装基地和进军欧洲等高端市场的“桥头堡”。

（成舸 高红莲）

8月我国 PMI上升 0.7%

本报讯中国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
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日发布报告显示，8 月份中国
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 51%，比上月上升 0.
7个百分点，连续 11个月位于临界点以上。

中国经济在经历了半年的波动之后，强劲的
PMI 指数显示了未来几个月经济发展的好兆头。
PMI指数和固定资产投资等经济数据超出预期，使
得原本预期中国经济增速将在下半年放缓的悲观
人士感到困惑。

制造业等领域的积极数据显示中国经济正在
企稳，中国经济进一步放缓的可能性下降，乐观预
期得到支持。 （郭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