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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6点多，大洋电机BLDC（无刷
直流电机）车间的工人小周刚下班不久，
就收到公司发来的当日工资单。2021年
7月开始，大洋电机像小周一样的计件工
人每天都能通过内部KK系统第一时间
获知自己的当日收入。此举能够帮助公
司及时掌握车间各条产线的工作饱和
度，同时保证工人实时了解自己的收入。

“工人每天查进账”是大洋电机数字
化管理的小小缩影。2017年，大洋电机
全集团统一数字化平台，成立知识共享
中心，推行全方位的数字化研发、数字化
生产、数字化营销等数字化管理变革。如
今，大洋电机已在全球10个研发中心和
17个制造中心建立了自己的数字化网
络，助推企业经济效益不断攀升，2021
年营业收入突破百亿元大关，同比增长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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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8成生产设备
纳入数据采集网络

在大洋电机中山生产基地的BLDC
电机生产车间，多条生产线正同步作业，
半成品在各个设备间流转，最终组装成
为电机成品。全自动生产线已实现全过
程自动化生产，运行参数可在设备搭配
的显示屏上实时查看。半自动生产线，各
关键工序及检测工序，也都实现了条码
扫描与数据采集。数量并不多的工人有
条不紊地忙碌着，手上操作全部依靠机
械和电子设备，保证过程稳定。像BLDC
电机车间内这样的计件工人在大洋电机
占到8成，他们所有的工作量都被机器设
备同步记录下来，和小周一样每天下班
就可以收到自己当天的工资单。

大洋电机集团BIS信息管理部部长
刘恒介绍，目前大洋电机中山生产基地
的主要生产设备中，实现感知（数据采
集）的设备数量占比约 83%，能接收数字
化系统（工业软件）操作指令的设备占比
约 80%，其中通过 4G/5G实现联网的装
备占比超过70%。

这些已经实现自动化半自动化，并
进入数字化网络的生产设备的运行情况
被集中实时监控。在大洋电机中山生产
基地的数字化生产监控大厅，一块巨大
的屏幕实时显示着中山和湖北两大基地
的生产数据，包括运行机器数量、生产
量、计划产量、开工时长、不良品率、员工
小时工资等。数字化管理中心的工作人

员实时追踪屏幕上不断跳动的数据和色
块，一旦发现“红色”预警，即某个环节出
现问题，就及时与相关产线负责人沟通，
快速矫正问题。

“将生产设备纳入数字化系统，实现
的不仅仅是数字化生产制造，还与数字
化研发、数字化物流、数字化供应链、数
字化营销、数字化人员管理息息相关，并
最终组成大洋电机的数字化信息系统架
构，覆盖公司的方方面面。”大洋电机集
团 IT总监、首席信息官贺跃介绍。

内部赋能
知识服务一年收入750万元

对于许多制造业企业来说，产品研
发、信息技术开发等部门都是“钞票粉碎
机”，也就是花钱的部门，但大洋电机信
息部门——知识共享中心却在2022年从
集团内部结算收入了750多万元。

大洋电机一份 IT资源结算清单显
示，2022年，知识共享中心从集团总部、
建筑及家居电器电机事业部、车辆事业

集团、参股公司等收取数万元到百万元
不等的信息服务费用，共结算 750多万
元。“知识共享中心主要是为公司分、子
公司提供信息系统开发、系统维护等多
种智能化数字化服务，这些服务都被量
化，并进行部门间真正的资金结算。”贺
跃解释。

目前，大洋电机知识共享中心共为
集团各分、子公司及各部门开发信息系
统34套，包括智能装备的数据采集、混合
云与互联技术、智慧工厂、智能管理、智
能设计等。

业务拓展
着力布局新能源市场

过去五年高效、快速的数字化转
型为大洋电机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
益。大洋电机 2021年财报显示，当年营
业收入突破百亿元大关，同比增长
28.8%，净利润同比增长 239%。与此同
时，研发费用投入还能保持 4.8%的增
长。在 2021 年全球经济形势严峻的情
况下，大洋电机各项财务数据指标保
持不错的增长态势。大洋电机集团风
控及信息安全副总裁熊杰明表示，营
收的增长与生产效率的提升与各项成
本的下降密不可分，由此带来的生产
能力的稳步提升，让大洋电机在业务
拓展上步履不停。

在大洋电机氢燃料电池产品车间，
记者看到，已经组装完成的氢燃料电池
核心部件产品正从产线上缓缓“走
下”，少量工人通过智能设备进行辅助
作业。

随着新能源汽车及相关行业市场
潜力不断释放，如今，大洋电机积极布
局电动汽车动力总成系统业务，同时储
备氢燃料电池核心零部件系统技术。大
洋电机集团战略企划部部长查建伟介
绍，大洋电机目前拥有年产超过 8000
万台（套）建筑及家居电器电机、600万
台车辆旋转电器、50万台(套)新能源汽
车动力总成系统及 1 万套氢燃料电池
核心零部件的批量生产能力。记者了解
到，大洋电机眼下正在实施新能源汽车
动力总成系统生产线扩产，预计达产后
总产能将达到 70万台（套）。

据悉，2022 年 8 月，大洋电机中山
工厂获评中山市数字化智能化示范工
厂。未来几年，大洋电机的数字化智能
化建设将往 5G数字化工厂、无人产线、
灯塔工厂方向进化，进而实现企业完全
数字化转型。

企业生产情况及时汇总，显示屏上实时展现。

产经

本报讯（记者 徐世球 通讯员 钟世坚）
2月 9日，记者从市市场监管局获悉，2022
年，我市新增个体工商户75252户，同比增
长 28.43%，增速位居全省首位。据悉，2022
年，中山在全省率先建立市级扶持个体工
商户发展部门间联席会议制度，提出33条
扶持个体工商户发展的具体举措，持续释
放改革红利。截至目前，全市个体工商户
超过33万户，带动劳动就业80多万人。

个体工商户是中山市场主体的重要
组成部分，也是推动中山现代化建设和高

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近年来，中山实施
分型分类培育，强化精准有效帮扶，促进
个体工商户量质齐增。为优化个体工商户
营商环境，降低经营成本，中山在全省率
先建立全市“个体集群”登记制度，出台
《中山市市场主体住所（经营场所）登记管
理办法》并制定《集群登记业务指引》，目
前已有 5000多户市场主体办理了集群登
记。同时，中山市商事登记全程电子化智
能审批平台实现港澳个体户登记全程网
上办、零见面，提升港澳个体户登记便利

化水平。
2022年8月，在原有政策基础上，我市

出台《关于支持个体工商户转型升级促进
市场主体发展壮大的实施意见》，旨在进
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支持、鼓励、引导
我市个体工商户升级转型，促进我市产业
结构优化升级和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为
更好地开展此项工作，我市开辟“个转企”
绿色通道，在市镇两级政务服务大厅设立

“个转企”服务专窗，提供转型升级咨询、
指导及业务办理，便利市场主体办理“个

转企”手续。同时，开通“个转企”线上服务
平台，整合市场监管、税务、公安、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公积金、银行等部门业务办
理事项，实现个体工商户注销登记、企业
设立登记、公章刻制、办税服务（申领发
票）、员工参保缴费登记及住房公积金企
业缴存登记、银行预约开户等事项“一网
通办”，让个体工商户实现无障碍转型。历
年来，中山已成功助推 30086户个体工商
户转型升级为企业，企业占市场主体的比
例提升20.23个百分点。

中山去年新增个体工商户超7.5万户
同比增长28.43%，增速位居全省首位

从花钱部门转变为挣钱部门
大洋电机2017年启动数字化建设推动企业发展加速，数字化服务部门在内部

赋能中一年“赚”750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