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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国家有关部门公布了第二批 76 个

智能制造标准应用试点项目名单。山东重工潍

柴集团旗下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高端发动机

智能工厂建设标准应用试点项目成功入选。

2025 年年初，潍柴动力高端发动机智能工

厂入选全国首批“卓越级智能工厂”项目名单。

潍柴集团创建于 1946 年，旗下拥有潍柴

动力、陕汽重卡、潍柴雷沃智慧农业、德国凯

傲、意大利法拉帝、美国德马泰克等国内外知

名品牌，年营业总收入超 3000 亿元。

当下，有着近 80 年历史的潍柴集团正身

处两场产业巨变之中。

一方面，在新旧动能转换的变革期，传统

汽车制造业正面临着数智化、向 AI 演进的转

型；另一方面，在新旧能源交替的过渡期，新能

源车市场规模正迅速增长。在两场变革相互

交织、相互叠加作用下，汽车以及零部件产业

面临的将是一场彻底的颠覆。

时代更迭、产业巨变倒逼着潍柴集团率先

实施了数智化、新能源的两场改革。经过多年

探 索 ，如 今 ，潍 柴 集 团 开 始 进 入 改 革 收 获

期 ——近年来，数智化转型成果显著，新能源

产品层出不穷。

2025 年，潍柴集团乃至母公司山东重工集

团做出重大战略决策——将新能源、数智化、

后市场确定为未来新的战略发展方向。

这两场持续多年的改革得以延续、深化，

成为未来潍柴集团“新质”发展的引擎，不断输

出前进动力，驱动自身、带动整个装备制造产

业链发生新的“质变”。

科技之变：向数智化转型

过去的装备制造车间，总给人机器轰鸣、

焊机火花四溅、工人挥汗如雨的传统印象，可

走进潍柴全新一代高端发动机智能工厂，眼前

的景象颠覆了这种陈旧的认知。

在数字化产线上，不同种类的机械臂正快

速、精准地作业；AGV 搬运机器人载着零部件

在激光导航下无声穿梭；智能质检系统以每秒

千次的速度扫描精密部件⋯⋯这里每 90 秒就

有一台高端发动机下线，“黑灯工厂”模式已实

现关键工序全自动化。

在潍柴全新一代发动机数字化产业园，

工 厂 加 工 实 现 全 自 动 化 、 装 配 自 动 化 率

80%，零部件物流配送完全自动化，关键过

程全部在线检测。在潍柴的智能工厂里，可

实现多条生产线多品种混流生产，每一道工

序、每一个细节都有清晰的信息记录，产线

可根据生产的产品型号，自动更换工艺设备

和工艺参数。

4 年前，潍柴的工业机器人密度为每万名

工人 390 台，现在已达到原来的 4 倍。正是全

面实现了柔性化、敏捷化、绿色化、智能化生

产，使其在这半年之内 2 次成功入选国家智能

制造名单。这既是对潍柴集团现有智造能力

的认可，也是对其未来发展的期许。

鲜为人知的是，潍柴集团数智化转型早在

20 多年前就已率先布局——从信息化筑基到

数字化升级，再到如今的数智化跃迁⋯⋯潍柴

的数智化变革之路，堪称中国高端装备智造的

进化缩影。

潍柴集团这一变革不仅是局部的改良，还

是一场覆盖“研—产—供—销—服”全链条的

战略级革新。

在内部，企业专门成立了由“一把手”挂帅

的数智化转型推进委员会，构建“战略解码—架

构设计—项目落地”三层递进机制。顶层设计

与全员参与的强力推进，使数智化基因深深融

入企业血脉。

为抢占人工智能高地，潍柴专门成立人工

智能研究院，组建 200 余人的技术沙龙矩阵，

聚焦 AI 未来，着力推动 12 大关键技术攻坚。

在技术层面，潍柴通过构建“业务场景+人

工智能”的融合模式，着力打造 AI 赋能平台。

特别是面向技术端

的研发运营一体化

平台，潍柴已构建了

从模型训练到应用

部署的全链条支撑

体 系 ，实 现 AI 应 用

的高效开发和敏捷

交付。

潍 柴 集 团 利 用

互联网技术，打通内

部各个业务端，推动

生产要素从“初级物

理级连接”向“智能

化物联网”升级。通

过信息共享、资源高

度整合，提高了生产

效率、缩短了研发周

期，以更低成本、更

高效率、更高质量满

足客户个性化需求。

在潍柴集团的改革理念中，向数智化转

型，不应只是企业一场仅供展示的 AI 秀，它既

是转型方式，也应是业绩增长点，目的是要研

制出更好的技术与产品，服务于市场、服务于

客户。由此，潍柴的数智化转型着重于以业务

为导向的价值再造。

潍柴集团研发的云平台构建起“人—事—权”

一体化中枢，通过微服务架构实现权限动态配

置；智能问答平台内嵌业务流程，使隐性经验

显性化。这种“技术+管理”的双重变革，使其

在 2024 年成功研制出全球领先的本体热效率

突破 53%的柴油机，多次斩获国家重大奖项，

在 效 率 、服 务 、绿 色 制 造 等 领 域 树 立 了 行 业

典范。

与此同时，数智化转型催生出一系列智能

化产品。无人叉车、智能拖拉机、无人矿卡、智

慧物流、车联网平台⋯⋯为企业带来新的市场

核心竞争力。

数智化的深度渗透，在潍柴集团催生出

“滚雪球”效应：在生产领域，园区设备综合效

率达 82%，园区万元产值综合能耗每年降低

8%；在供应链领域，园区融合物联网和 AI 技术

实现与超 1000 家产业链伙伴的在线协同，库

存周转率提升 40%；在销售服务领域，车联网

实时监测 160 万台在途车辆，故障预警率达

85%。潍柴集团实现的不只是生产装备的自

动化、数字化、智能化，而是延展至整个企业的

运营过程。

如今，数智化不仅仅是企业的一个纸面战

略、愿景规划，而是全面渗透到企业运营的方

方面面、点点滴滴，时刻驱动着潍柴集团“新质

化”蝶变。

能源之变：新能源全面布局加速崛起

当下，潍柴集团所处的商用车领域热门

的 当 属 新 能 源 市 场 。 根 据 中 国 汽 车 流 通 协

会 发 布 的 数 据 ，2024 年 ，新 能 源 商 用 车 国 内

销量 53.2 万辆，同比增长 28.9%。2025 年 1 至

5 月，这一市场增速加速攀升，累计零售销量

28.33 万辆，同比增长 55.37%，其中纯电动车

型占比 96.52%。

如 果 说 数 智 化 变 革 ， 更 多 的 是 企 业 设

备、技术与产品的升级，而向新能源转型，

对于传统车企来说，则需要一场深刻的产业

革命，尤其是部分核心零部件，更是一场彻

底的颠覆。

潍柴新能源研究院相关负责人介绍，2010

年潍柴成立新能源技术中心，成为国内率先布

局新能源的企业。潍柴集团选择了多路布局、

多头并进的策略，在纯电动、混合动力、燃料

电池 3 大技术方向全面布局，进行技术和人才

储备。

经过 15 年的不断积累，如今，新能源商用

车市场进入爆发期之际，潍柴集团也进入了改

革收获期，相继开发出全系列新能源产品。

在电池方面，电池产品涵盖重卡、轻卡、客

车、工程机械和船舶，共 100 余款产品，电量覆

盖 2 千瓦—1000 千瓦时；在电机领域，产品涵

盖重卡、轻卡、客车和工程机械，共 30 余款，功

率覆盖 60 千瓦—600 千瓦，具备可靠皮实、高

效低故障率等特点；在电控市场，涵盖重卡、轻

卡、客车和工程机械，共 20 余款产品，额定功

率覆盖 100 千瓦—350 千瓦，峰值功率覆盖 200

千瓦—550 千瓦。

正是基于自身优势与市场走势，2025 年

3 月 28 日，潍柴（烟台）新能源动力产业园首台

电池产品下线，标志着产业园项目一期正式

投产。

“目前，潍柴的新能源产品已经涵盖 4 大

板块，涉及部件、系统、总成和整机，广泛应用

在重卡、轻卡、客车、工程机械等领域。”潍柴新

能源研究院相关负责人介绍。从此，潍柴集团

拥有了覆盖新能源动力总成、电机、电机控制

器、电池的规模化生产基地，完成了转型新能

源的关键布局。

此外，天然气、甲醇、氢气均是全球公认的

替代燃料。在潍柴新能源业务发展中，也呈现

出多条技术路线齐头并进的格局。

2022 年 11 月，潍柴在全球率先发布了本

体热效率突破 54.16%的天然气发动机。这一

创举不仅颠覆了内燃机行业的传统认知，更将

天然气发动机的热效率提升到了新的高度。

潍 柴 集 团 天 然 气 重 卡 发 动 机 市 场 份 额 行 业

领先。

2025 年

6 月 20 日 ，

潍柴首台甲

醇燃料矿用

挖掘机动力

交付新疆当

地 大 客 户 ，

标志着潍柴

矿山动力第

二代产品全

面 推 向 市

场 ，赋 能 中

国绿色矿山

建 设 。 技

术 、产 品 与

产能优势的

叠 加 ，让 潍

柴在新能源

市场爆发时得以抢占先机。

产业链之变：带动中国装备制造产业整体升级

潍柴集团实施的数智化与新能源两大转

型并非孤立并行，而是交织在一起，相辅相成

共同重塑着产业生态。

近 期 ， 山 东 重 工 集 团 成 立 了 新 能 源 与

数 智 化 转 型 发 展 部 ， 统 筹 推 进 这 两 大 改

革 。 潍 柴 是 山 东 重 工 大 家 庭 中 规 模 体 量 最

大 、 业 绩 贡 献 最 高 、 科 技 实 力 最 强 、 品 牌

影 响 最 广 的 业 务 板 块 ， 要 全 面 推 进 清 洁 能

源 、 新 能 源 、 多 元 动 力 系 统 建 立 行 业 领 先

优 势 ， 带 动 集 团 整 车 整 机 发 展 ， 助 推 集 团

战略转型升级。

在“链合式发展”思路下，潍柴通过一系列

并购整合，主营业务涵盖动力系统、商用车、农

业装备、工程机械、智慧物流、海洋交通装备等

6 大业务板块，在高端装备制造产业的多个领

域形成了相互关联、相互协同、相互支撑的链

合式发展态势，奠定其身兼多个产业的“链主”

地位。

当前，市场竞争已从单个企业间竞争扩大

到整个产业链间的竞争。作为多个产业的“链

主”，潍柴集团在上下游、供需两端构建起一个

以技术和质量标准为核心的产业共同体。

西峡县内燃机进排气管有限责任公司原

是一家寻求主打产品的企业。“这些年，我们一

直跟着潍柴的步伐走，潍柴质量标准不断提

升，甚至连排气管外观的平整度都做了细致要

求。这倒逼我们公司不断提高质量、创新发

展。”公司负责人说道。

看似不起眼的排气管，企业每个月都要给

潍柴开发 8至 10个新产品。逐渐的，不管柴油

发动机、天然气发动机，还是船机，实现排气

管配套全范围全覆盖。如今，这家企业做到年

均生产排气管 700 万只，成为国内较大的排气

管制造厂。

30 多年前，天润工业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还

是一家地方企业。“与潍柴合作近 30 年，我们

已发展成为全球规模领先的重型专业曲轴生

产 厂 和 胀 断 连 杆 生 产 基 地 。”公 司 总 经 理 说

道。企业开发的空气悬架系统、液压关键零部

件、电子转向等新品，有的在潍柴做跑机试验，

还有的为德国液压传动配套，进入了德国供应

链体系。

在新能源产业链，依托山东重工集团资

源，潍柴将电机、电机控制器、电池技术深度融

合，以“核心部件自主+生态伙伴协同”的模式，

使其在新能源重卡、轻卡、客车、工程机械等领

域快速形成 100 余款电池产品、30 余款电机产

品的产品矩阵。

在氢能产业链，2021 年国家相关部门批

复以潍柴动力为主体建设单位成立国家燃料

电池技术创新中心。近年来，潍柴动力依托

国家燃料电池技术创新中心这一创新平台，

牢 牢 掌 握 氢 燃 料 电 池 核 心 技 术 ，以“氢 进 万

家”科技示范工程为舞台，担当起行业“链主”

角 色 ，服 务 氢 能 行 业 ，推 动 产 业 链 的 完 善 和

发展。

在供给侧，潍柴带动 3000 余家供应商协

同升级，推动 200 余家核心伙伴完成智能化改

造，关键工序自动化率突破 75%。在需求侧，

多年来，潍柴集团重型发动机销量全球领先，

为各大主机厂供给核心零部件，打造全球领先

的黄金动力总成。

目前，以潍柴为“链主”的潍坊动力装备集

群产值约占全国动力装备产业总产值的三分

之一，主导产品发动机市场占有率位居国内

前列。

如今，在数智化和新能源两场变革中，“链

主”潍柴集团正通过与上下游企业协同、协作、

共生、共长，驱动 5000 亿元级生态圈向世界装

备产业集群进化。

（数据来源：潍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潍柴工业园

潍柴智能生产线

潍柴首台甲醇矿用挖掘机动力交付新疆当地大客户

山东重工集团在迪拜举行全球战略合作伙伴大会

解 密解 密““ 新 质新 质 ””潍 柴潍 柴

2025 年 3 月，潍柴烟台产业园首台电池产品下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