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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调整后的“年产 40 万件曲轴自动化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建设不新建厂房，通过利用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桂林福达曲轴有

限公司厂区内现有空余生产车间进行建设，使用生产车间建筑面积 6000平方米；同时，

购置数控车床、油孔专机、钻孔专机、外圆磨床、抛光机、链轮加工及去毛刺机、淬火

机床、圆角滚压机、高压清洗机、动平衡修正机等生产及辅助设备 86 台（套），对现

有发动机曲轴自动化生产线进行技术升级改造。 

本项目总投资为 28,668.30 万元（其中使用外汇 2,727.58 万美元），其中建设投

资为 26,440.00万元，流动资金为 2,228.30万。 

二、调整后“年产 40 万件曲轴自动化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提出的背景及投资的

必要性 

1、项目提出的背景 

近几年来，智能制造在全球蓬勃兴起，欧美发达国家以智能制造为重要发展方向的

“再工业化”浪潮方兴未艾，欧美主要工业强国先后提出了各自的工业发展战略，德国

“工业 4.0”、美国“工业互联网”、法国“新工业法国”等不同侧重点的高端工业发

展战略纷纷出台，智能制造已经成为世界工业发展新阶段不可逆转的潮流。 

我国在智能制造装备产业发展方面也高度重视，在我国制造业从中端制造水平向高

端制造水平战略转型阶段，先后发布了《智能制造发展规划（2016-2020 年）》及《中

国制造 2025》等发展规划和相关产业政策。《中国制造 2025》国家战略提出，鼓励企

业战略转型，引导和支持从主要提供产品制造向提供产品和服务转变。根据《中国制造

2025》的总体规划，智能制造是实现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主要途径之一，也是国家十

三五规划的主要内容之一。《智能制造发展规划（2016-2020年）》规划指出，2025年

前，推进智能制造发展实施“两步走”战略：第一步，到 2020 年，智能制造发展基础

和支撑能力明显增强，传统制造业重点领域基本实现数字化制造，有条件、有基础的重



点产业智能转型取得明显进展；第二步，到 2025 年，智能制造支撑体系基本建立，重

点产业初步实现智能转型。与此同时，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主管部门和各级政府大力

推动智能制造战略的落实、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的配套政策，形成了席卷我国制造业的智

能制造转型升级大潮，从而也为智能制造的推广及应用带来良好的发展机遇。 

面对经济全球化及国内外市场竞争趋势的加剧，国内制造业的发展面临巨大的挑战，

制造业企业存在生产方式转型的迫切需求。一方面，劳动力成本迅速攀升、产能过剩、

竞争激烈、客户个性化需求日益增长等因素，迫使制造企业从低成本竞争策略转向建立

差异化竞争优势。在工厂层面，制造企业面临着招工难以及缺乏专业技术工人的巨大压

力，迫切需要推进智能制造，建设智能工厂，实现减员增效；另一方面，物联网、智能

机器人、机器视觉等新兴技术迅速兴起，为制造业推进智能制造，建设智能工厂提供了

良好的技术支撑，再加上国家和地方政府的大力扶持，使各行业越来越多的大中型企业

开启了智能化设备制造应用及智能工厂建设的征程。 

汽车零部件行业作为汽车工业的上游行业，是汽车工业发展的基础，是支撑汽车工

业持续稳步发展的前提条件，其加工制造水平对汽车工业持续发展有着重要影响。虽然

目前我国汽车零部件行业的发展规模和加工制造水平不断扩大和提高，但与发达国家相

比仍存较大的差距，行业整体的智能化、自动化制造水平还不高。据统计，目前我国汽

车工业的智能化水平仅为发达国家的 1/4 至 1/3，这意味着我国汽车工业智能化应用还

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汽车零部件制造的加工制造模式具有规模化、大批量等特点，非常

适合建设智能化、自动化的生产线，以满足行业大批量、规模化生产需求，可有效改善

生产效率，提高产品质量，降低制造成本。自动化、智能化的生产方式已成为国内汽车

零部件企业转型发展的迫切需求。 

桂林福达曲轴有限公司作为国内主要的汽车零部件生产企业，也面临着人口红利消

失、原材料不断涨价、劳动力成本上升等问题，该公司现有生产线大部分工序靠人工操

作，工人长时间从事单一的重复性工作，容易疲劳，降低生产线整体效率，一致性差，

存在安全隐患。自 2015 年桂林市委、市政府提出“重振桂林工业雄风”发展战略以来，

桂林工业掀起史上第四次大发展高潮，华为、中兴、浪潮、比亚迪等一批世界五百强、

国内五百强企业的优质重大工业项目纷纷落地，并将在未来几年将逐步投产运营，将吸

引大量普通劳动力和技术工人，导致当地出现用工荒及招工困难局面，进而大幅推高人



工成本。预计未来多年，随着当地人工成本快速增加，将给公司的技术工人招聘和综合

制造成本控制带来较大的影响，极大的侵蚀公司利润空间。与此同时，随着近年来公司

国际化发展步伐的加快，与国际一流汽车企业的合作越来越多，他们在看重公司技术实

力和产品质量这些硬件的同时，也注重公司企业文化、人性化管理等软环境，对公司在

人性化管理、职业安全、生产高效、产品一致性、减少人为因素影响、改善工作环境等

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通过对公司目前现状和行业发展趋势的分析，以及智能制造应用前景的预判，为适

应未来多年的发展需求，公司制定了福达智能制造五年规划，在未来五年内，将大力推

进福达智能制造和智能化工厂建设，向智能化自动化要效益，推动福达迈向国际一流的

零部件制造企业。通过对公司现有的曲轴生产线进行智能化改造，提高加工制造智能化、

自动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公司的生产效率和质量水平，推动公司加工技术迈上新台阶，

增强公司在行业内的领先优势和竞争优势，提高公司综合效益，使公司继续保持持续、

稳健、快速的发展步伐，更好地满足国内外市场需求。 

随着通用、丰田、宝马等跨国汽车公司生产经营由传统的纵向一体化、追求大而全

的生产模式逐步转向精简机构、以开发整车项目为主的专业化生产模式，其在扩大产能

规模的同时，大幅降低了零部件自制率，取而代之的是与外部零部件企业形成基于市场

的配套供应关系。这一行业发展趋势大大推动了汽车零部件行业的市场发展并创造出庞

大持续的市场需求。配套技术标准要求，迫切需要对现有的生产线进行智能化升级改造，

以达到相应的技术标准要求。 

基于上述背景，为满足国内外客户配套技术要求，同时全面推进及落实公司的智能

制造战略，公司提出对现有年产 40 万件曲轴生产线进行技术升级改造，瞄准国际高端

客户需求，进行产品转型升级，以更好的满足国内外客户的需求，同时推进公司智能制

造战略进程，实现智能制造战略目标。 

2、项目建设的必要性 

（1）项目建设是落实国家智能制造发展规划的需要 

加快发展智能制造，是培育我国经济增长新动能的必由之路，是抢占未来经济和科

技发展制高点的战略选择，对于推动我国制造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打造我国制造业竞

争新优势，实现制造强国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智能制造发展规划（2016-2020 年）》



提出，到 2020 年，智能制造发展基础和支撑能力明显增强，传统制造业重点领域基本

实现数字化制造，有条件、有基础的重点产业智能转型取得明显进展。推动重点领域智

能转型，针对传统制造业关键工序自动化、数字化改造需求，推广应用数字化技术、系

统集成技术、智能制造装备，提高设计、制造、工艺、管理水平，努力提升发展层次，

迈向中高端。到 2020 年，量大面广、有基础、有条件的重点领域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

普及率达到 70%以上，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到 50%以上，数字化车间/智能工厂普及率达

到 20%以上。 

本项目对现有部分生产线的进行技术升级改造，提升公司智能化制造水平，迈向中

高端制造水平，为公司建设数字化车间和智能工厂奠定基础。因此，项目建设是落实国

家智能制造发展规划的需要。 

（2）项目建设是适应汽车零部件行业发展趋势的需要 

汽车零部件行业作为汽车工业的上游行业，是汽车工业发展的基础，其加工制造水

平对我国汽车工业持续发展有着重要影响。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市场一体化进程的推进，

汽车零部件产业在汽车工业体系中的市场地位逐步得到提升。与此同时，国际汽车零部

件供应商正走向独立化、规模化的发展道路，原有的整车装配与零部件生产一体化、大

量零部件企业依存于单一汽车厂商以及零部件生产地域化的分工模式已出现变化。当前，

通用、丰田、宝马等跨国汽车公司生产经营由传统的纵向一体化、追求大而全的生产模

式逐步转向精简机构、以开发整车项目为主的专业化生产模式，其在扩大产能规模的同

时，大幅降低了零部件自制率，取而代之的是与外部零部件企业形成基于市场的配套供

应关系。为适应汽车零部件行业发展趋势的需求，国内汽车零部件生产企业纷纷加大投

入，改进生产工艺，更新生产设备，对现有生产线进行自动化、智能化升级改造，以提

高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增强市场竞争力，扩大市场占有率，提高经济效益，实现

自身的转型升级发展。 

本项目建设通过引进先进的自动化、智能化设备，对现有生产线进行技术升级改造，

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增强生产工艺技术水平，降低总体制造成本，更好的满足汽

车零部件行业的发展需求。因此，项目建设是适应汽车零部件行业发展趋势的需要。 

（3）项目建设是落实公司智能制造规划的需要 

本项目建设通过引进先进的自动化、智能化设备，对现有生产线进行技术升级改造，



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增强生产工艺技术水平，降低总体制造成本，并为整个智能

制造规划的落实提供可靠的经验和技术支撑，实现公司智能制造规划目标。因此，项目

建设是落实公司智能制造规划的需要。 

（4）项目建设是推动公司迈向高端化制造的需要 

近年来，随着公司制造工艺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与国际一流汽车企业的合作越来

越多，国际化发展步伐明显加快，公司配套产品逐步由国内车企向国际知名车企转移。 

本项目建设通过对现有生产线进行技术升级改造，提升制造工艺技术水平，主要生

产为国际知名汽车公司发动机配套的曲轴，使得公司产品进入国际顶级汽车企业配套体

系，使得公司制造水平迈向高端化领域，大大提升公司在国内及国际的知名度，推动公

司迈向高端化制造领域发展，实现国际化发展目标。因此，项目建设是推动公司迈向高

端化制造的需要。 

（5）项目建设是促进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通过项目的建设，有助于增强当地装备制造业的发展水平，对提升当地企业智能化

制造水平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项目可带动当地与装备制造业相关的多个行业经济的发

展，为当地创造一定的就业机会，对于解决当地劳动就业矛盾，增加居民收入等将起到

积极的作用；同时，项目建成后，将给地方政府增加财政税收，有利于促进当地经济社

会的稳定发展，为构筑和谐社会做出积极贡献。因此，项目建设是促进当地经济和社会

发展的需要。 

综上所述，项目的建设是积极必要的。 

三、调整后“年产 40万件曲轴自动化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的经济效益分析 

项目建设期计划为 46 个月，从 2017年 3月到 2020年 12月，2020 年 12月全部改

造完成投产。项目建设完成后，达产年可实现新增销售收入 28,100.00万元，年缴增值

税 983.60万元，年缴营业税金及附加 98.36万元，年利润总额 3,885.32 万元，具有较

好的经济效益。 

四、调整后“年产 40万件曲轴自动化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的结论 

为满足桂林福达曲轴有限公司配套主机厂发展需求，同时出于公司自身的发展战略

及国际化发展的需求，桂林福达曲轴有限公司决定实施本项目。 

通过对项目建设的背景和必要性、市场、技术方案、设备方案、工程方案、节能、



环境影响评价、投资估算和财务评价等各方面进行论证，项目的建设符合国家的相关产

业政策和自治区以及桂林市的相关产业政策和发展规划，符合《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

(2011 年本)（修正）》（国家发改委 21 号令）第一类鼓励类第十六条第 4 款“高效柴

油发动机（3L 以下升功率≥50kw/L，3L 以上升功率≥40kw/L）和第十六条第 5 款“高

效汽油发动机（自然吸气汽油机升功率≥60kW/L，涡轮增压汽油机升功率≥70kW/L）”

的规定，属于国家鼓励类的项目，也符合桂林福达曲轴有限公司发展规划的需要。在技

术、工程、环保、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等各方面均可行。 

项目建设地点道路、供水、供电等各项公用配套设施完备，具备良好的建设条件。 

项目主要对现有生产线部分工序进行智能化技术升级改造，采用的技术改造方案合

理可行。生产线改造完成后，可大大提高生产线效率和产品质量，减轻人工劳动强度，

降低总体制造成本，增强市场竞争力，提高公司经济效益，也为进一步完成公司智能制

造战略提供经验支持和技术保障。项目采用可靠、成熟的生产加工工艺，产品质量可满

足配套厂家的技术要求。 

通过财务评价分析，项目各项财务评价指标较好，项目实施后可取得良好的经济效

益。项目建设对当地装备制造行业的智能化制造水平起到积极的示范带动作用，对提升

当地工业经济发展水平，带动相关行业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项目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 

因此，项目的建设是必要的和可行的。 

 

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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