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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化之道

经纬之间，从“一根丝”到“一匹布”，鞋产
业如何攀登上游？

晋江，一直都是全国乃至全球知名的旅
游运动鞋生产基地。这里的旅游运动鞋以及
鞋辅材料，已经形成了年产值过千亿元的产
业集群，产业生态完善、企业数量庞大。

受国内外市场需求的变化和国际局势的影
响，鞋产业应势而动、变中求进，向着品牌化、高
附加值的方向发展，不断向中高端供给转变。

近日，记者来到晋江华宇铮蓥集团，这
是一家以鞋面纺织为主的企业。织造车间
里，轰鸣声响，整经机、经编机正在作业，经
过整经机处理的纱线进入经编机，经编机以
成圈打结交织的形式，纱线转眼间变成布匹
生产出来。

传统纺织行业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在
很多人的固有印象中，需要有大量工人在厂
房内劳作，整经、经编等工序都要人工完成。

但这里的场景却是大相径庭。数百台机
器自动运转，一块块新型鞋面材料初见雏形。
华宇铮蓥集团执行总裁苏成喻拿着企业最新
研发的防水鞋面材料，让水流不断从网眼密
布的表面流过，面料另一面却干燥如初。

工厂里，只有几名工人正在查看设备运
行情况。记者注意到，经编设备上方 10 多个
摄像头，实时监控生产流程。在车间的智能终
端大屏上，车间内所有设备运行情况、员工实
时工作数据都一目了然，工人可以通过智能
终端的报错信息准确快速找到断线的位置。

对此，集团信息部总监郭阿炎介绍道，车
间已建成生产设备端、远程电脑端、手机端统
一集成全联通的数据平台。管理员可随时随
地调取数据，实现对设备状态实时监测、工艺
参数远程调控、生产进度动态预测、分析报表
自动生成、客户订单实时追踪等功能，实现智
慧纺纱、智能物联。

“通过数字化系统，企业的不同环节通过
大数据自动衔接，所有环节的数据都是自动
采集，生产环节衔接顺畅，大大提高了生产效
率。”苏成喻说。

智能化制造，提升的是效率。
车间里，机台的开机效率从以往的 89%

提升到现在的 95%。“2004 年入职时，每名工
人最多看 1到 2台机台；如今，数字化变革后，
每名工人可以看 10~15 台机台。”该集团圆机
车间的曾美缘说。数据显示，2022 年，这个用
工不到 30 人的车间，生产了 1 万多吨各类高
品质经编面料，年产值达 2 亿多元。而相同规
模的普通车间，用工人数要 300 人左右，产量
只有 9000吨左右。

智能制造，也打破了传统鞋企“库存积
压”的掣肘。

一双运动鞋，从丝线、布料、鞋底到成品，
有 100 多道工序。由于鞋产业生产品种多、批
量小、翻新快，个性化生产让每一家鞋企如临
大敌，一旦选错潮流方向，就会出现大量积压
产品。

在车间里，机器自动织布，布车自动传
送，根据不同品牌的需求，做好鞋面的产品设
计后，自动化的纺织机器可以让鞋面一体成
型。“产品设计后将图像传输至机台的主机，
主机进行数据读取后，机器会根据图形打出
相应一体成形的鞋面。”苏成喻说。

2018 年以来，晋江华宇铮蓥集团完成数
字化、智能化改造以后，销售额平均每年增长
20%以上。“作为经编行业中的单项冠军企
业，今年我们也感受到了市场的剧烈变化，尽
管产品价格和利润率有所下降，但企业生产
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苏成喻说。

苏成喻告诉记者，自集团实施数字化生产
以来，产品研制周期从平均30天缩减到15天，
产品不良率从25%降到5%，设备能耗下降23%。

通过智能化改造、加大科技创新投入，一
根根线正“华丽变身”成为一片又一片布料。

产品提质之“秘”

近日，漳州三宝集团热轧卷板厂“出炉”
的仅 1毫米厚的超薄热轧卷板，从漳州历经 6
个多小时，抵达广东的一家汽车制造厂。这一
卷卷“薄如翼、亮如银”的原材料可应用于汽
车轻量化钢结构上。

1 毫米厚的热轧钢材是三宝集团王牌
产品之一，在广东、江浙一带颇受市场欢迎。

“在集团制造出这款产品之前，客户只能在
市面上寻找冷轧钢材。”三宝集团党委书记
林军说。

冷与热，一字之差，多了一道大工序，成
本也随之水涨船高。

原来，热轧状态交货的钢材，由于高温的
缘故，表面生成一层氧化铁皮，尺寸波动较
大。“若要表面光洁、尺寸精确、力学性能好的
钢材，要用热轧半成品或成品为原料再冷轧
生产。”林军说。

三宝集团让 1 毫米厚的超薄热轧卷板从
理论走向现实。

走进漳州三宝集团热轧卷板厂，几乎看
不到工人。隔着连片的玻璃窗，记者看到加热
炉有序吐出的热坯，依次被辊道运送至轧机，
经过粗轧、精轧等多重轧制，如同铁路上行驶
的列车。在终点从喷吐的烟雾中出现的是被
自动卷取机卷取成型的超薄卷板。

“超 1300 摄氏度高温的铁水，沿着全自
动生产线向前流淌，冷却成为高强度钢，钢
坯的形状在一次次压轧中反复变化着，最终成
型……”耳畔传来解说员的声音。

有意思的是，这还是福建首条全连轧由
人工智能控制的热轧带钢生产线，且生产出
的热轧卷板耐腐蚀，经冷轧后可用作冰箱、空
调等家电产品的面板。它的出现，也攻克了我
国在海洋经济发展项目建设钢筋腐蚀性的一
大难题，其耐腐蚀率相当于普通钢筋耐腐蚀
的 2倍以上。

福建是海洋大省，跨海大桥、核电站建
设较多。“在海水里建造工程，挑战不小。海
水中存在着大量的氯盐，对钢具有强烈的腐
蚀作用，长期浸泡在海水中的钢筋会因腐蚀

而逐渐失效，并最终对整个工程造成危害。”
林军介绍，企业高度集中工艺、设备、能源、
生产、质量等数据信息，实现对时间、产品的
精准控制。

智能化加持之下，企业的步伐越迈越大。
眼下，总投资 18 亿元的三宝钢铁 1780mm 热
轧特殊钢卷板项目建设正酣，计划于今年 12
月建成投产。

记者了解到，该项目是我国首条短流程
特殊钢宽厚卷板生产线，建成后主要生产高
强耐蚀海上风电塔筒用钢、船舶制造用钢、石
油管线钢、机械装备用钢、高牌号硅钢、冷轧
基料等，可新增产值 250亿元。

“发展短流程电炉炼钢工艺，将部分长流
程产能置换为短流程产能，大大降低了碳排
放量，目前集团全废钢冶炼条件下的吨钢电
耗约为 330 千瓦时，比传统电炉节能 15%～
20%，工序能耗约为 53千克标准煤，能效达到
了国际领先水平。”林军说，未来，三宝集团长
短流程的比例基本会实现 6∶4。

热轧卷板厂里，炉火越燃越旺。热轧卷板
厂外，却是一片生机盎然。

跨出厂门，可见亭台楼阁、小桥流水，占
地 4000 亩的厂区更像是一座精心布置的大
花园。数据显示，2022 年，三宝集团厂区空气
优良天数为 361 天，优良率达 98.9%，厂区空
气指标与市区基本保持一致。

千 炉 淬 火 里 ，诠 释 的 却 是 绿 色 发 展 的
初心。

早在 2019 年，三宝集团在环保治理方面
全力推进节能减排，通过全系统节能、超低排
放升级改造项目，包括烧结烟气脱硫脱硝、烟
粉尘超净排放、固体废渣再利用、原料场全密
封、工业废水回收等超低排放项目升级改造，
逐步实现全流程超低排放。

随着更多数智化解决方案落地，三宝集
团热轧卷板厂里将诞生出更多绿色、安全、高
效的产品。

“去年，集团实现产值 592 亿元。”林军列
出的这组数据，正是以新兴技术加速赋能钢铁
行业数字化转型取得积极成效的有力印证。

助力“双碳”加速度

在 ABB 厦门工业中心的生产车间里，记
者遇到了一只“温柔的怪兽”，它力气很大，却
又很灵巧。

臂展超过 4米、新投用的UniGear 500生
产线上的机械臂，此刻正在高速运转。巨大的
手臂却“心细如发”，打铆钉拉铆的时候，铆钉
的尺寸是 11 毫米，拉铆孔的尺寸是 11.2 毫
米，这只手臂需要将铆钉塞进拉铆孔，只有
0.1毫米间隙。

巨大的手臂也是“力大无穷”，它可以拿
起 500 公斤的柜子，一把抓起来放在生产线
上——那是通过智能快速识别、分类、组装
等工序后，装好的中压开关柜。

中压开关柜是用于电力系统发电、输电、
配电、电能转换和消耗中起通断、控制或保护
等作用的核心电气装备。

智能化、自动化生产线，让 ABB 厦门工
业中心在今年推出了最新的“王牌产品”，
UniGear 500。

“500”指的是开关柜的宽仅 500 毫米。记
者在现场看到，它不仅带有可抽出式断路器，
与传统开关柜相比，它的占地减少 25%。“紧

凑的尺寸为用户节省大量占地面积。”厦门
ABB开关有限公司总经理蔡剑波说。

对传统的开关柜而言，检修是一件麻烦事。
若想安全运行开关柜，只能定期检修，而检修过
程必须停电。如此一来，既影响供电，又不可靠。

但 UniGear 500 不同，利用前沿的物联
网技术，技术团队在包括 1 万伏高压主回路
的各个关键部位嵌入了温度、位置等传感
器。“能够全面在线感知开关柜本身运行状
态，也能对运行人员的误操作作出安全提
示。”蔡剑波说。

这是由中国技术团队主导研发、全球发
布的一款最新产品。技术团队将业内领先的
人工智能算法植入其中，能让开关柜在变电
站投入运行之后，自动学习周围环境、相邻供
电回路负载等外界因素变化。

一款更“聪明”的开关柜出市，大受市场
欢迎。“我们已连续斩获华为云计算、厦门新
会展、日本亚马逊数据中心等大单。”ABB 电
气中国总裁赵永占说。

在生产车间里，目前有 3 台机械臂全天
全自动持续高效运转，无需人工干预，即可将
数十种物料拼装成完整的开关柜柜体，实现
了每 18分钟一台开关柜下线。

总部位于瑞士苏黎世的 ABB 集团，从
1992 年落地厦门后，已发展为领先的中压开
关柜和断路器制造商，年产能达 3 万台开关
柜和 7万台断路器。

近年来，ABB 集团加大在厦门的投资力
度，布局全球首条中压开关柜自动生产线，原
因何在？“无他，看好中国绿色低碳发展前
景。”赵永占的一句话，给出了最好的解释。

在这一座占地 42.5万平方米的电气产品
生产基地里，记者看到了一幅由智慧能源点
亮的绿色图景——通过安装 10 万平方米的
屋顶光伏，并将智慧能源管理平台接入光伏、
储能、配电、照明、充电桩等能源设施，通过各
设施的联动，可实现 50%电力的清洁能源替
代，预计每年减少碳排放 1.34万吨。

“无论是高精度 3D 旋转工作台，还是基
于深度学习的机器视觉等，一系列高科技、自
动化技术的加持之下，企业正朝着高端化、智
能化、绿色化方向行进。”赵永占说。

就在两个月前，ABB 厦门工业中心成为
“碳中和”园区和可持续智能制造的示范基地，
该示范基地践行“零排放愿景”项目，是企业低
碳转型的示范样板，其范围和实现路径可以为
企业的快速低碳转型提供有效示范价值。

这一智慧能源解决方案以电源、电网、负
荷、储能为整体规划，结合智慧能源管理、智
慧楼宇、灯控、充电桩等，配置发电预测和负
荷预测 AI 算法，通过预测发电和用电的情
况，部署调控策略，实现用电低碳化和经济性
之间的平衡。

“我们已投资 20亿元建成ABB厦门工业
中心，助力制造业迈向高端化、智能化。”赵永
占说。

福建作为制造业大省，传统制造业不仅门类众多，而且占比高。近年

来，福建实施制造业竞争力提升行动，推动纺织鞋服、食品加工、冶金建材等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从制造到“智”造，福建企业究竟是如何华丽转身的？
近日，记者走访厦门、泉州、漳州等地，采访鞋服、冶金等多个行业的工厂。

面对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挑战，福建在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

展过程中，加快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诞生了一个又一个智能工厂。
智能工厂究竟长啥样？记者深入工厂一线，面对面感受全流程智能化控

制的生产线，直击工厂里的机器“总动员”，了解数字化转型背后的智能工厂
运作模式。

在 3个不同领域的高水平的数字化车间和智能工厂里，记者看见了福
建智能制造的产业活力。

核 心

提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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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说，实现产业
智能化，是当下企业发展壮大的必经之
路。转型有利于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韧
性，更有利于提升市场竞争力。

但纵观全省，中小型企业仍然出现
“ 不 愿 转 、不 敢 转 、不 会 转 ”问 题 ，受 资
金、技术、人才等因素制约，中小企业难
以精准把握创新趋势，转型面临不少痛
点、难点。

此次记者走访的企业，代表了行业
发展的新方向。它们从鞋服、冶金等领
域，给予了具体的转型样本：工厂转型的
本质，是以生产供应链为基础，以消费者
需求为驱动，利用数字资产来打通上中
下游，实现信息传导的一体化，它需要整
个供需相互契合。

福建晋江华宇铮蓥集团深谙“鞋服
企业不能做没有技术门槛、低附加值、劳
动密集型的粗加工”，在拥有纺织、鞋服
两个千亿产业集群的晋江，依靠“智造”
站稳了脚跟。企业选择技术改革，为产品
注入更多科技含金量，增加核心竞争力。

三宝集团作为一个先进制造业的原
料生产企业，勇于加大生产线设备技术
提升改造的步伐，坚持走产学研用融合
之路，先后成立了精品钢技术研发中心
和院士专家工作站，从推进钢铁基础研
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全方位推动科
技成果转化和智能制造。值得一提的是，
通过实施一系列节能减排技术的应用，
三宝集团还建立起了生产高效、成本最
优、绿色低碳的全方位管理体系。

记者了解到，像三宝这样的国家级
绿色工厂，福建已有 161 家。2021 至 2022
年，福建省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
耗累计下降 9.4%。

而在绿色制造、智能制造上，ABB
厦门工业中心更是当仁不让。通过屋顶
光伏产生的绿电，供应于车间生产，通过
多策略精准柔性调控技术，实现了清洁
能源的更大化本地消纳，通过自身的项
目示范，清晰展示智能数字技术如何将
脱碳和减排的愿景变为现实。

值得一提的是，ABB 厦门工业中心
的分布式屋顶光伏、智慧储能、楼宇负荷
和充电桩有序充电管理等均为模块化的
解决方案，便于在其他场地复制。相关设
备中有不少是厦门本地生产。

从 2018 年至 2022 年，福建工业增加
值年均增长 6%，总量跃升至全国第 5 位。其中，制造业增加
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到 34.9%，居全国第 3 位。如今，福
建省形成以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为主体、特色现代农
业为基础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先进装备制造等多个产业规
模达到万亿级。

显然，推动传统产业由中低端向中高端迈进，提升高端
化、智能化、绿色化水平，是当前福建制造业转型的重要命
题。近年来，福建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推动人工智能、
5G、物联网、区块链、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
合发展，走上转型道路的企业不在少数。

“大厂”先行，中小型企业就有了“样本”，自然有了转型
的勇气。但产业高质量转型中，还需要政府部门的推动。福
建在巩固提升规模体量优势的同时，还要着力增强产业核
心竞争力、自主可控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坚持打造多元
发展、多点支撑的产业发展格局，深入推进制造业绿色发展
和结构性转型，注重生产效率的持续提升和价值创造能力
的不断增强。

期待福建更多制造业企业聚焦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方向，不断提升发展优势、创新发展动能、优化发展生态，更
好赋能福建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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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透

在 ABB 厦门工业中心自动化生产车间内，机器人既能轻松拿起 500公斤的重物，也能准确拾取最小的螺丝。 漳州三宝集团智慧综控中心为全流程超低排放提供落地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