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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化改革倒逼新能源发电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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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达股份深耕新能源汽车零部件研发——

超 前 布 局 高 端 智 能 制 造
本报记者 童 政

镇海炼化创建“无废石化基地”
本报记者 郁进东

上图上图 福达股份曲轴智能化工厂福达股份曲轴智能化工厂。。

右上图右上图 福达股份首席智造专家蒲鹰福达股份首席智造专家蒲鹰

（（右二右二））带领团队研发曲轴生产新技术带领团队研发曲轴生产新技术。。

朱甜甜朱甜甜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镇海炼化年产镇海炼化年产 1010 万吨生物航煤装置万吨生物航煤装置。。

何何 雯雯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走进位于广西桂林的桂林福达股份有

限公司车间，从圆钢锯切、棒料转运到抓

取、加热、锻打、冷却、下料等锻造工

序 ， 全 程 由 机 械 臂 、 AGV （自 动 导 向

车） 及自动化生产线配合完成。

作为中国新能源汽车混合动力发动机

曲轴领域的领军企业，福达股份深耕汽车

核 心 零 部 件 研 发 与 制 造 20 多 年 。 近 年

来，企业通过技术创新、智能制造转型与

新能源产业链深度布局，实现了产业国际

化、管理数智化、产品新能源化，从传统

制造向高端智造的转身。

技术创新

“曲轴是发动机里那根‘七扭八

拐’的金属轴，能将活塞的往复运动

转化为旋转运动。”福达股份董事长黎福

超说，新能源汽车以其卓越的性能和静谧

无感的驾驶体验备受广大车主青睐，这也

对 曲 轴 产 品 的 极 致 轻 量 化 提 出 了 更 高

要求。

福达股份针对高性能轻量化发动机曲

轴的核心技术研究项目于 2017 年启动。

“该项目开展曲轴动平衡性能与锻件轻量

化设计、全纤维曲轴抗疲劳制造工艺的基

础研究，以及疲劳试验与制造工艺数据的

应用研究，主要为满足高效能发动机对曲

轴轻量化、长寿命和高可靠性等性能的要

求。”黎福超介绍。

福达股份曲轴研发团队经过持续深入

研究，终于实现了曲轴的减重与强度提

升，公司自主研发的“轻量化曲轴疲劳强

度提升技术”成功将曲轴疲劳强度提高

10%以上，有效满足了新能源汽车产业链

对高性能轻量化曲轴的需求。“技术创新

在于解决行业痛点。例如，我们针对新能

源混动曲轴的高精度需求，开发了全自动

圆角滚压与淬火强化工艺，使产品寿命提

升 30%。”福达股份总经理王长顺说。

福达股份自 1995 年成立以来，始终

将技术创新视为立身之本。公司现有研发

人员 300 多人，占企业总人数的 13%。5 年

来 ， 每 年 研 发 投 入 均 超 过 营 业 收 入 的

5%，近 10 年累计研发投入近 8 亿元。公

司还拥有国家级 CNAS （中国合格评定国

家认可委员会） 实验室、国家和地方联合

工程研究中心、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以及广

西汽车传动系统技术创新中心等平台，先

后取得 10 多项关键汽车零部件产品的核

心技术和 300 多项专利，参与制定国家级

行业标准 10 多项。

目前，福达股份正在加速推进“复合

圆角加工技术及疲劳性能

研究”“复杂曲轴结构缺

陷视觉检测的研究应用”

等一系列技术工作，一旦取得突破，将进

一步提升曲轴产品的性能和质量，为企业

在高端智造领域夯实技术基础，增强其在

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数智升级

面对传统制造业的转型挑战，福达股

份积极推动传统制造向数智转型。“公司

在数字化生产转型过程中，通过数字化技

术的引入和应用，实现生产过程的智能

化、自动化和信息化。”王长顺说。

公司引入 5G 工业互联网、大数据等

新一代智能制造技术，应用多种机器人、

加工中心等智能设备，减少人工干预，提

高 加 工 效 率 及 稳 定 性 ， 通 过 MES 系 统

（制造执行系统） 及生产总控大屏实现从

订单到交付的全流程数字化管控。

通过智能制造升级，福达股份拥有了

自主设计和建设模块化曲轴生产线的能

力。公司于 2024 年成功实现了新建产线

节拍效率提升 80%的目标，同时将产线投

入成本降低 30%以上，并通过整合全链式

数字化管理，确保了生产订单、执行、入

库以及产品质量在线监控等环节的全面管

理，有效提高了生产效率和产品品质。

目前，福达股份产能已达到饱和状

态，公司为此积极推动“新能源汽车混合

动力曲轴智能制造项目”建设，以提高企

业产能。项目于 2024 年 6 月开始建设，目

前 部 分 生 产 设 备 已 陆 续 到 厂 进 行 调 试 。

“该项目属于新一代信息技术的企业全价

值链数字化转型建设的示范项目，打通了

产品从研发到投产直至结束的全生命周期

智能化管理。项目投产后，将实现年产

180 万件曲轴的生产能力，产品质量数据

可全流程实时追溯。”福达股份总经理助

理苏仕杰介绍。

同时，鉴于曲轴毛坯锻件现有产能无

法满足市场需求，福达股份投资建设了

“年新增 5 万吨高精密锻件项目”，帮助提

升产能，构建稳定可靠的汽车曲轴毛坯供

应链。

据了解，福达股份锻造公司开发的

“曲轴数字化锻造车间系统”被工业和信

息化部列为 2017 年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

目。“年产百万件曲轴数字化锻造车间系

统的研制与应用示范”项目荣获了中国机

械工业科学技术奖二等奖。

借船出海

福达股份由离合器生产起步，逐渐走

上规模加工锻钢曲轴之路，随后拓展至精

密锻件业务。2018 年，福达股份与国际

知名企业成立合资公司，进军大型曲轴领

域。同年便全面向新能源汽车领域转型。

2022 年，福达股份投资建设新能源

电驱齿轮项目，实现从以曲轴及曲轴毛坯

为核心向新能源汽车的全面布局，并掌握

了新能源汽车两个关键动力部件：混动汽

车曲轴与纯电动汽车、混动汽车电驱动

齿轮。

从发动机中最难的曲轴和毛坯，到拓

展附加价值更高的大型曲轴，再到主动进

军新能源汽车领域，福达股份副总经理兼

财务总监张海涛认为，企业要做“难而正

确的事”，就要拥有核心价值。

如今，福达股份再次踏上高端制造

新 征 程 —— 开 拓 机 器 人 核 心 零 部 件 业

务。“短期来看，人形机器人在经济性、

应用场景、放量节奏等方面还需要持续

探索。长期来看，该行业拥有巨大的成

长空间。”福达股份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

书范帆表示，2024 年上半年公司凭借在

电驱齿轮、人才积淀和客户积累方面的

优势，迅速成立研发团队，进入机器人

减速器赛道。此外，公司还通过对外投

资等方式，加速布局机器人核心零部件

业务。

除了深耕技术之外，福达股份持续拓

展“朋友圈”。如今，公司的国际客户已

遍 布 美 国 、 日 本 、 欧 洲 等 国 家 和 地 区 。

“未来，我们将伴随中国整车‘出海’的

脚步，向海外布局。”范帆说。

从传统曲轴龙头到新能源智造先锋，

福达股份以新质生产力为支点，实现企业

高质量可持续健康发展。正如黎福超所

言：“制造业没有捷径，唯有将每件事做

到极致。”在高质量发展的征途上，福达

股份正以技术创新为矛、以智造升级为

盾、以新能源布局为翼，向全球曲轴行业

领军者的目标迈进。

前不久，浙江宁波的中国石油化工

股份有限公司镇海炼化分公司的白鹭园

迎来首批归巢的鹭鸟，白鹭全球慢直播

平台“I-EGRET”（爱白鹭网站） 进行

全天候直播，展现出人与自然、能源与

环境和谐共生的生态之美。白鹭翩飞的

生动图景背后，是镇海炼化打造无废无

异味绿色示范基地的生动实践。

镇海炼化白鹭园位于镇海炼化生产

厂区内，占地约 1.5 万平方米。中国林科

院亚林所鸟类专家焦盛武介绍，镇海炼化

厂区植被茂密、环境安宁，沟渠与邻近的

东海滩涂孕育了丰富的食物链，为鸟类生

存繁衍提供了良好条件。即便是对环境

敏感的白鹭，也能在厂区内悠然生活。据

统计，白鹭园全年累计栖息鸟类近 50 种。

作为大型石油化工企业，镇海炼化

目 前 拥 有 4000 万 吨 级 炼 油 能 力 、 每 年

250 万吨乙烯生产能力，是中国石化 4000

万吨级炼油基地。在“双碳”战略指引

下，公司主动顺应绿色发展潮流，全面

推进“碳达峰八大行动”，在降碳、减

污、扩绿、增长上协同发力，加快产业

转型升级，取得一系列成果。2024 年，

镇 海 炼 化 获 得 中 国 工 业 碳 达 峰 “ 领 跑

者”企业称号；今年 3 月，入选生态环境

部公布的全国第一批新四类环保设施开

放单位，成为行业绿色发展的标杆。

“工业生产必然会产生废水、废气、

废渣。只有对废弃物进行资源化利用，

才能更可持续地实现近零排放，甚至达

到‘无废’。”镇海炼化公司党委书记陈

燕斌介绍，公司在发展生产的同时，努

力打造无废无异味绿色示范基地，创建

“无废石化基地”试点项目，助力宁波石

化经济技术开发区入选工信部和生态环

境部“无废园区”典型案例，并参与制

定行业相关评价标准。此外，公司积极

探索“无废产业链”循环经济模式，推

动产业链废弃物“减量化、资源化、无

害化”的技术创新，在减少废弃物的同

时实现降本增效。

在镇海炼化四电站，记者看到，公司

技术攻关团队正在进行生化污泥转化为

生物质燃料的试验。现场工作人员介绍，

这项新技术将氧化塘的生化污泥制成生

物质燃料，再送至动力中心掺烧，预计每

年可减少约 1000 吨的固废外委处理量，大

幅降低电站煤炭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

在镇海炼化的中控室，公司公用工

程二部操作员汪杰在认真查看屏幕上的

数据。“反应器的压力和温度必须稳定在

一定区间内，这样硫就能完全反应无害

化，大分子有机物也能经过污水处理变

成营养物质。”汪杰介绍，公司自主研发

的大型废碱液湿式氧化装置，在高温高

压下对废碱液中的有毒物质进行无害化

处理，将其转化为可用资源，实现“变

废为宝”，为公司创造效益近百万元。

在大气治理方面，镇海炼化同样肯

下苦功。公司委托宁波市生态环境科学

研究院开展全流程 VOCs （挥发性有机

物） 排放识别，从源头提升 VOCs 管控

水平，大气绩效以 A 级通过浙江省生态

环境厅审核。

近年来，镇海炼化注重发展清洁能

源，通过调整能源结构，推动氢能产业

链布局，加速低碳发展步伐。2021 年，

公司在宁波建成加氢站。2024 年，该加

氢站扩建升级为浙江省氢源供应中心，

目 前 已 具 备 日 供 氢 4000 公 斤 的 充 装 能

力、2500 公斤的加氢能力，让氢能源在

公交集中点、渣土装载等丰富场景中得

到应用。目前，公司应用氢能重卡进行

聚烯烃产品的运输，打通长三角地区氢

能重卡跨城际物流应用场景，助力中国

石化打通氢能上下游产业链，打造镇海

炼化绿色能源走廊。

陈燕斌介绍，当前，镇海炼化正加速

打造“低成本+高附加值+绿色低碳+科技

创新”竞争新优势，建设更高质量的“世界

级、高科技、一体化”绿色石化基地，以科

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推动石化产

业迈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不久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

能源局联合发布 《关于深化新能源上

网电价市场化改革促进新能源高质量

发展的通知》，决定推进新能源全电

量入市、实现上网电价全面由市场形

成。此举打破了新能源发电长期依赖

政府定价的局面，开启了新能源全面

参与电力市场化交易的新时代。对于

新能源发电企业来说，既是挑战也是

机遇。

过去，新能源发电企业习惯了政

府定价模式，收益相对稳定，企业只

需专注于发电生产。如今企业必须走

出“温室”，迎接复杂多变的市场挑

战。在收入方面，新能源电站收入结

构将发生重大变化，从原来的保障性

收入，转变为以市场交易收入为主，

存在较大波动的可能；在市场竞争方

面，随着新能源装机规模持续扩大，

市场供应能力显著增强，当电力市场

供大于求时，新能源发电企业为争取

更多发电机会，不得不参与激烈的市

场竞争，若企业交易策略缺乏灵活性

和竞争力，就可能导致发电量受限，

面临盈利压力。

更高的市场化环境，也意味着

更多的机遇。价格市场化信号，将

倒逼企业通过技术创新、成本控制

和管理优化提升竞争力。比如，新

能源增量项目通过竞价确定机制电

价，成本更低、技术更优的企业将

获得竞争优势，推动行业从“补贴

依赖”转向“技术驱动”。未来的新

能源发展模式，将从大干快上变为

质量优先。

新能源发电企业只有积极应对，

才能在新的市场环境中立足并实现可

持续发展。

转变发展观念。过去“靠政府

定价、等市场分配”的思想必须摒

弃 。 企 业 要 树 立 起 强 烈 的 市 场 意

识 ， 把 市 场 作 为 生 存 和 发 展 的 根

本。要像在大海中航行的船只，时

刻关注市场风向，敏锐捕捉电价波

动的信号。

加强技术创新。新能源发电领

域，技术是核心竞争力。在全面入市

背景下，企业要加大研发投入，提高

发电效率，降低发电成本。比如，通

过智能化技术，企业可更准确地预测

电力市场价格走势，合理安排发电计

划，提高综合决策效益。

优 化 运 营 管 理 。 全 面 入 市 后 ，

市场对企业的运营效率提出了更高要求。企业要建立健全内部

管理制度，加强成本控制，提高生产运营精细化水平。同时，

企业要积极参与电力交易，灵活制定交易策略。在市场博弈

中，深入了解电力市场规则，有助于企业把握交易机会，实现

收益最大化。

积极应对市场风险。市场交易意味着电价不确定性增加，企

业要建立完善的风险预警机制，加强对市场行情的监测和分析。

通过签订中长期购电协议等方式，锁定部分电价，降低市场风

险。企业还要加强与金融机构合作，利用金融工具为发展提供资

金支持，增强抗风险能力。

新能源发电全面入市，是行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企业成

长的必经之路。企业要以积极的态度迎接变革，努力适应市场化

环境，提升自身竞争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