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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智能线将生产周期压缩

了50%，从下单到出货由原来的6

天压缩到3天，生产效率也提升了

30%。”5月22日，记者走进皮阿诺

板芙全屋定制智能制造生产基地生

产车间，一眼望去几乎不见人影。广

东皮阿诺科学艺术家居股份有限公

司副总裁余亚不无自豪地表示：“板

芙工厂是一个全新的工厂，不仅有

全新的设备，更是全新生产流程和

全新的生产模式。这是一个基于工

业4.0理论而建造的数字化工厂。”

本报记者 闫莹莹

首期项目
新增年产能约35万套
2022年7月，皮阿诺4.0工业制造基地

中山板芙基地一期项目正式投产。这是企
业继天津、兰考、阜沙三大基地后，一项着
眼于未来“开启智能制造发展新征程”的
项目。项目占地 184亩，总投资 10亿元，建
设周期 4年，将启动 4条全屋定制产品智
能化生产线，首期项目投资约4.8亿元。

“在这个基地，我们采用柔性制造生
产线，是目前世界领先的生产设备。”余亚
介绍，柔性化生产线是把多台可以调整的
机床（多为专用机床）联结起来，配以自动
运送装置组成的生产线。记者沿着生产
线，看着一块块被贴上“条形码”身份证的

木料，从最初的RGV上料区，依次被传送
到电子锯开料、智能封边、排孔、智能检
测、智慧分拣、智能包装环节，整条生产线
207米长，近 7道工序，产品实现了不落地
生产。在智能生产线关键节点进行维护的
工人只需十余人。

这套智能生产线用到了 RGV、机械
手、德国豪迈670柔性封边U型连线/通过
式 220钻孔机、拓雕六面钻、智能检测、机
器人书本架立存、自动裁纸包装等多套设
备，并依靠AI管理，将多种生产模式结合，
从而减少生产成本，做到物尽其用。

“新的生产线实现了高产能和高品质
保障，生产制造过程自动化、精细化双管
齐下。”余亚介绍，首期项目新增年产能约
35万套。这将成为企业品牌发展历程上一
座新的里程碑，也将提高品牌在定制家居
行业影响力。“智能化生产线实现了从上
料到成品包装的高质量、高效率，从而缩
短生产周期，提高生产效率。”现在的生产
效率是1分钟生产17件到25件产品，产能
达到每天 750套，效率提升的同时还提升
了产品质量。由于智能化生产线实现了产
品的标准化生产，目前客户投诉率改善

50%，成本下降20%。
强大的“智造”驱动正在助力皮阿诺

实现产能的持续升级，并确保从设计、开
料、裁切到工艺处理、装配每一环节的精
益求精，“五年前，我们抱着学习心态到德
国学习，参观他们的自动化设备。现在，我
们不仅用上了他们最先进的制造机器，在
智能化方面还能走在他们前面。”余亚感
叹，企业“智能”升级的背后，是中国“智
造”的快速发展与迭代。企业目前所用的
AI技术正来自于中国企业。

实现全流程数字驱动
“定制家居行业对信息化的依赖度非

常高，比如最基础的设计、拆单、条码等应
用，都需要信息化，如果没有信息化的话，
定制家居企业很难走向规模。定制家居行
业绕不开前后端一体化，即一键下单。”在
板芙新工厂，皮阿诺首席信息官、流程信
息中心总监潘荣华则从数字化全链路一
体化的角度，展现了高度数字化的现代企
业信息蓝图，通过架构内外系统信息桥
梁，实现营销服务一体化、设计拆单一体
化、业务财务一体化、产销协同一体化。

“2022年，皮阿诺与阿里旗下“每平每
屋”达成合作。”潘荣华介绍道，同源一体全
链路数字解决方案实现了免建库、线上获
客、在线设计、免费云渲染、一键下单、100%
还原拆单、准确交付等等功能，彻底解决了
因多次绘图、转单、数据补录造成的错缺
漏、沟通成本高、下单周期长等问题。

“大变革时代，企业降本、增效、塑品牌
的核心动力来自于数字化。”潘荣华表示，
放眼未来，市场竞争是品牌的竞争，是品牌
运营的竞争，也是企业数字化升级的竞争。

5月22日，皮阿诺板芙全屋定制智能制造生产基地生产线上，产品实现不落地生产。
本报记者 文波 摄

降本20%，生产线自己会算“节约账”
皮阿诺在板芙打造定制家具数字工厂，每天“不落地”生产750套家具

■四年磨一剑 迈进“优等生”序列
走进顶固集创新投产的工业 4.0 工

厂，记者看到了一气呵成的生产场景。
五台蓝色巨型的机械臂，正有序挥动

着，将加工中心开好料的板材，逐一放到
滚轮传送带上。按订单裁切好的板材，顺
着传送带，流向下一个封边的环节。

12种不同颜色的封边带，正等待着板
材的到来，通过数据匹配，相应颜色的封
边带，被送到封边加工中心，加工中心通
过指令，无需人工辅助，便能依次完成一
块块板材所有边的封边工作。

随后，封边完成的板材自动流向圆形
的分拣库中。每个圆形分拣库都有一台黄
色的机械手臂，作为分拣小能手，它们在
一取一放的动作中，快速将板材按订单分
类，放置在圆形货架上，便于它的“搭

档”——下一道工序的机械手臂，最终归
结成一个个需要打包的订单包裹。

生产过程所有的检测环节，均由AI检
测机器人完成。除了包装环节和入库环节
外，车间还实现了高度智能化的生产。

从2019年开始筹建，顶固集创前后花
了近4年时间打造4.0工厂。其中设计方案
用了两年时间。负责该项目的制造总经理
刘红波告诉记者，4.0工厂是先有了整套生
产制造流程方案，随后才按方案设计建设
厂房。为了打造行业内先进的 4.0工厂，企
业负责人带领团队一起考察了国内外同
行工厂，还向 3C和汽车制造工厂取经，最
终量身定做了顶固的4.0工厂。

有了前期深度思考，在自动化、柔性
度、信息化、智能化多个维度，均比同行做
深一度。例如，柔性制造是其中一大特色，

除了实现非标订单大规模生产，制造环节
还能对异常情况采取兼容补救措施，避免
整个厂线的瘫痪。

刘红波给了我们一组数据：新的厂房
4层总共 8万多平方米的面积，能够实现
20亿元的产能。打造4.0工厂后，生产效率
大幅提升，生产周期大幅缩短，定制订单
7-8小时可完成，甚至可以实现 1天交付。
与此同时，订单的准确率比行业提升6倍。

■用好“数字贷”打造4.0工厂
去年 8月 10日，在当天上午备案，当

天上午就获得贷款额度后，顶固集创董秘
徐冬梅告诉记者，中山推出“数字贷”，对
企业贴息支持，降低了企业的投资成本，
缓解了企业燃眉之急，减轻企业短期的现
金流压力，有助于企业更加坚定信心开展
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数字化的投入主要是
解决两个痛点：提高销售产品的一次安装
合格率和一次配送的合格率。这两个合格
率的提升，能够满足消费者的满意度和忠
诚度需求，提升品牌形象和产品质量。

作为上市公司或行业的龙头企业，越
来越多的中山企业像顶固集创一样，在打
造4.0工厂上越来越舍得投入。

近期，榄菊集团总投资超 4.5亿榄菊
生产总部智慧工厂项目进入关键阶段，智
慧工厂工艺装备及智能物流系统实施启
动。榄菊生产总部智慧工厂项目将充分利
用最新最先进的自动化、智慧化及物联网
技术，强化信息服务，对生产过程实现高
度的可控性，构建高效、节能、绿色、环保、
舒适的智慧型工厂，建成后将成为灯塔式

智慧工厂，提升行业的整体智能化水平。
项目计划于 2023年 12月全部竣工并投入
使用。据浦发银行中山分行介绍，经过部
门、银行、企业多方联动，榄菊集团在详细
了解“数字贷”政策后，已有意向通过“数
字贷”更好安排项目资金投入。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相关科室负责人
介绍，为了让企业更好地“轻装上阵”，去
年，中山开展数字化智能化项目贷款全额
贴息，建成“数字贷”平台，联合中盈公司
与 11家银行发布 16个金融产品。通过设
立 5亿元规模的风险补偿专项资金池（首
期 2亿元），通过金融杠杆引导作用，帮助
企业解决数字化项目钱从哪里来的问题。

“数字贷”具有“简易备案+免申即享”
的优点。为了让更多企业用得上，中山通
过市、镇、银行、企业四方通过项目经济往
来的纽带，建立了联动机制，协助企业项
目推进。其次，通过规范项目建设，促进技
改投资备案，并采用“受托支付”方式帮助
企业形成清晰的分步建设计划。在实施过
程中，银行变身数字化政策宣讲员、发动
员，广泛发动企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升
级，截至 4月已累计完成银行专场政策宣
讲活动70场。目前浦发银行“数字贷”签约
金额 7300万元；已批复授信待签约“数字
贷”有3个项目，合计1.4亿元。交通银行中
山分行推出“数字贷”“高新贷”“专精特新
贷”“线上抵押贷”等信贷特色产品。

截至今年 4 月，中山累计完成 63 个
“数字贷”项目备案审核，项目计划总投资
7亿元，共5.15亿元贷款需求；累计完成授
信项目28个，授信额度2.01亿元。

工业4.0工厂实现高度智能化
5月23日上午，在上市公司顶固集创最新的数字化工厂车间里，加工中

心和机械手相互配合，个性化定制板式家具订单在这里自动完成开料、封

边、打包等工序。去年8月10日，中山“数字贷”（数字化智能化项目贷款全

额贴息）平台开始正式受理业务，作为首笔，顶固集创获得浦发银行中山分

行“数字贷”借款5000多万元，并获得贴息支持。这笔贷款减轻企业短期的

现金流压力，帮助4.0工厂如期完成投产。如今投产后，企业制造能力和优

势获得极大提升。

5月25日，记者从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获悉，截至今年4月，中山“数字

贷”已累计完成63个“数字贷”项目备案审核，项目计划总投资7亿元；另有

一批企业正在开展前期咨询，个别项目“数字贷”需求超亿元。

本报记者 黄凡

中山首笔获“数字贷”支持项目投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