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 12 月 17 日 星期五10 企 业

汽车厂家应谨防“营销翻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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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为 货 不 对 板 ，长 城 欧 拉 最 近 被 送

上 热 搜 。 据 报 道 ，家 住 上 海 市 长 宁 区 的

一位消费者最近购买了一款“欧拉好猫”

新 能 源 车 ，结 果 发 现 车 机 芯 片 上 搭 载 的

是旧款英特尔 4 核芯片，与此前厂家宣称

的高通八核芯片不符，引发消费者投诉。

虽 然 同 为 芯 片 ，但 两 者 不 仅 成 本 悬

殊 ，而 且 性 能 也 相 差 较 大 。 欧 拉 在 宣 传

中提到的高通 8155P 八核芯片，是 2021 年

才 开 始 实 现 量 产 的 ，而 实 车 搭 载 的 英 特

尔 A3940 四 核 芯 片 ，是 5 年 前 发 布 的 产

品 。 前 者 价 格 是 后 者 的 两 倍 ，算 力 是 后

者 的 10 倍 左 右 。 更 重 要 的 是 ，搭 载 后 者

的车机系统并不兼容苹果公司开发的车

载 系 统 CarPlay，因 此 实 际 使 用 体 验 也

更差。

面对用户关注的芯片问题，欧拉作出

了四次回应，被认为始终回避问题，致使

矛盾一步步激化，最终导致“芯片门”事件

发酵。

尽 管 随 后 长 城 汽 车 向 消 费 者 道 歉 ，

并 拿 出 了 一 个 解 决 方 案 ，但 是 有 消 费 者

并 不 买 账 ，称 这 个“ 画 饼 式 ”方 案 只 是 补

了 个“ 寂 寞 ”。 有 分 析 认 为 ，如 果 企 业 在

销售中提供的车辆与消费者签署的购买

合同不一致，隐瞒车辆的真实配置，就涉

嫌虚假宣传。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

相 关 规 定 ，消 费 者 有 权 主 张“ 退 一 赔

三 ”。 数 据 显 示 ，今 年 前 11 个 月 ，欧 拉 好

猫 累 计 销 售 达 到 4.02 万 辆 。 一 旦 车 主 通

过 法 律 渠 道 在 诉 讼 或 调 解 中 获 胜 ，欧 拉

或 将 面 临 巨 额 赔 款 ，同 时 也 会 对 品 牌 形

成 巨 大 伤 害 。 显 然 ，这 对 欧 拉 来 说 ，是

“难以承受之重”。

需要指出的是，此次“芯片门”事件最

终是否被定性为虚假宣传，尚待权威机构

进一步认定。然而，它却给车企敲响了一

个警钟。在平时的产品宣传营销中一定

要实事求是，切莫抖机灵，切莫任性或心

怀侥幸。特别是，汽车作为最为复杂的民

用产品，在技术上具有较强专业性，消费

者 对 一 些 新 概 念 、新 技 术 的 认 知 有 个 过

程，一时半会很难分得清，弄得明白。越

是如此，厂家越要多些科学理性，谨防“营

销翻车”。

随着中国车市从增量竞争进入存量博

弈，竞争更激烈，宣传营销也愈发重要。现

在有一个不好的现象，就是一些企业为了

“走量”，常常在宣传营销中为产品贴上一些

新的技术标签，搞些花式营销，生怕俘获不

了消费者的心，生怕舆论不够关注。比如，

此前就有不少企业将辅助驾驶技术宣称为

自动驾驶，导致消费者误读，引发交通事故，

教训惨痛。而此

次“芯片门”事件，

无疑又给企业上

了深刻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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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 进 浙 江 运 达 风 电 股 份 有

限公司数据中心，操作人员轻点

鼠标，企业安装在全国各地的上

万台风电机组的信息就能一目

了然。“这是我们技术中心以风

电机组运行大数据为基础，通过

智能化手段自主研发的智能型

风 电 场 运 维 服 务 系 统 ，一 机 一

档，可预警机组运行故障，实现

能源可利用率明显提升。”运达

风 电 副 总 工 程 师 潘 东 浩 告 诉

记者。

记者看到，硕大的电子屏上

展示着远在海边工作的一台风电

机组。工作人员介绍，一台机组

的叶轮直径长约 140 米，机组高

度超 170 米，总重 1000 吨。机组

全年发电量可达 1000 万千瓦时，

可满足 6000 户普通家庭的年耗

电量。

作为一家由技术人员主导的

研发型企业，运达风电自主创新，

不断解决业内技术难题。运达风

电技术中心常务副主任应有带领

团队，针对风电机组关键技术和

瓶颈问题，开始了全新的基础理

论、制造技术和装备的系统研究。

困难大、问题多、没有现成材

料参考⋯⋯但应有始终坚信“办

法总比困难多”，经过多年攻关，

他们研发出超低风速风电机型，

并在智慧风电、电网友好并网、先

进控制等领域实现技术突破，极

大提高了我国风电技术水平和市

场竞争力。

长期以来，我国风电核心控

制技术处于“卡脖子”状态。运达

风电通过布局核心技术重塑商业

模式，经过多年摸索，开发出具有

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大功率风电

机组控制系统，为大功率风电机组装上“中国心”，一举打破国外

技术垄断，填补国内多项技术空白。

日前，运达风电“海风”系列 9 兆瓦海鹞平台 WD225—9000

抗台型海上机组，成功取得权威机构认证。这标志着我国自主

研发的先进大型海上风电机组即将进入量产阶段。“它是目前国

内同等容量单千瓦扫风面积最大的抗台型机组，发电性能可提

升 15%。”运达风电总经理陈棋表示，一台机组一年能发 3600 万

千瓦时电，满足 2.2 万户家庭一年的用电量。

瞄准风电先进技术制高点，运达风电一路乘风破浪，先后

获得“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国家创新型试点企业”等荣誉。

截至去年底，企业拥有授权专利 195 项，获得软件著作权 159

件，累计编制 78 项国家、行业标准，先后承担国家重点研发计

划 16 项，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等省部级以上技术奖励 33

项。“只有不断借助最新技术，利用创新思维，才能研发出新产

品。同时，依托企业重点实验室这个创新平台，培养更多创新

型人才。”应有说。

“我们将进一步依托信息化、智能化技术，拓宽风电新业态、

新模式，在坚持技术攻关的同时，推动各环节智能化、专业化，不

断提高发电效率和可靠性，为实现国家‘双碳’战略目标贡献智

慧力量。”运达风电董事长高玲说。

12 月 6 日，青岛三联金属结构有限公司

的厂房内，六个板梁正在装车，准备发往内

蒙古集宁电厂，用于组装锅炉。“这是我们

最新完成的订单，这六个板梁是锅炉的核

心部件，大概有 580 吨重，差不多 60 天才完

工。”三联公司总经理修德帅一边检查板梁

质量是否达标，一边向记者介绍。

青岛三联金属结构有限公司坐落于青

岛胶州市北关工业园内，深耕电站锅炉钢

结构细分市场已有 37 年，主要生产 50MW

至 1350MW 电站锅炉金属结构、高层建筑

钢结构、厂房钢结构、桥梁钢结构、塔类钢

结构等系列产品，年制造能力达 12 万吨，是

我国火电行业金属结构制造和辅机制造的

重要基地。

数十年的深耕细作，加上先进的管理

技术和优质的产品及服务，如今，三联公司

在行业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近 3 年来，其

电站锅炉钢结构产品销售和国内市场占有

率排名保持第一，是名副其实的全国重点

专精特新“小巨人”。

打好科创“组合拳”

技术是企业处于行业领先地位的根本

保障，三联公司在这方面不遗余力，每年投

入的研发费用保持在营业收入的 4%以上。

不仅技术过硬，工艺也过硬。2016 年

5 月，三联公司承接了莱州电厂塔式炉主柱

龙骨钢架的生产项目。作为塔式炉的核

心，主柱对质量要求极高，必须达到一级焊

缝标准才行。“公司本来信心满满，觉得肯

定没问题。等项目图纸到了，技术交底过

程中，问题就出现了，技术工人也都犯了

难。”总经理助理施登春记忆犹新。

“原来按照当年的工艺标准，保证不了

钢架的正常生产。其中一些工艺，三联公

司无法操作，就算生产出来，质量也达不到

要求，必须得找地方去学习这种新的生产

工艺才行。我们与东方锅炉技术中心和上

海锅炉技术中心取得联系，和技术工人一

起，用一周的时间前往成都和上海把新工

艺学扎实了。”修德帅说，新的生产工艺主

要包括了改变钢架坡口的形式、焊接的顺

序以及装配方式等。这一系列的新工艺保

障了项目得以顺利完成，公司知名度也就

此打响。

经过不断探索和磨砺，三联公司的生

产工艺走到了行业前面，特别是在多种高

难度的钢结构工艺方面，三联所拥有的独

特优势，得到了同行的广泛认可。

持续研发和投入结出丰硕的成果。目

前，三联公司已经发展成集完备先进的物

理、化学、金相、无损探伤等试验和检测手

段为一体的模式，拥有 4 项发明专利和 42 项

实用新型专利。截至 2021 年，公司承接各

种规格的电站钢结构 300 万吨，其中 60 万千

瓦机组 70 余台，100 万千瓦机组 50 余台。

树立行业新标杆

没有永远一帆风顺的企业。2018年8月，

安徽淮北平山电厂二期工程开始动工，这

是世界首台单机发电容量最大的 1350MW

电站锅炉钢结构，三联公司承接了这一项

目重点钢结构部件的制作。“这种厚钢板、

高宽比差异大、大跨度杆件极易在制作中

造成扭曲和焊接变形等问题，严重影响现

场通孔率，而产品要求通孔率达 100%。当

时没有成熟经验可以借鉴，尝试制作也没

有 成 功 ，不 知 道 要 从 何 入 手 。”修 德 帅 回

忆道。

经过商议，公司成立了一个 15 人的技

术攻关小组，在车间里与工人师傅们连夜

开会讨论，终于得出具体方案，根据箱型

柱、梁的承受力等计算得出箱型梁主要受

力 点 ，然 后 计 算 数 据 传 给 锅 炉 厂 技 术 中

心。通过验证，方案完全满足本项目产品

的制作要求，保证了通孔质量。“为了确保

生产过程不出问题，我们从备料开始就吃

住在车间，一直到 120 天后产品顺利出厂。

产品的问世轰动了整个行业。”施登春说。

正是这种追求完美的态度，让三联公

司屡破行业难题。公司先后承接了我国 30

万千瓦、60 万千瓦、100 万千瓦的首台套工

程 ，攻 克 了 一 系 列 难 题 ，树 立 了 行 业 新

标杆。

数字化构建新优势

“行业发展快，单纯只靠工人们操作生

产，已经逐渐跟不上订单进度了。”2019 年，

随着订单的急速增加，三联公司开始进行

数字化车间改造，没想到还没开始就遭到

许多老员工的反对。

“我们干了 20 多年，车间设备都特别熟

悉了，这种高级的系统复杂不说，好看不实

用，得从头重新学，还会耽误生产进程，心

里是挺反对的。”一车间副主任王云刚说。

怎么办？加快新系统投入生产工序迫

在眉睫。“我当时想过替换一批年轻工人来

操作新系统生产，但是治标不治本，最终敲

定通过量身定制技能培训项目，来转变年

长工人们的思想。”修德帅说，他们邀请青

岛振邦科技有限公司、杭州玖欣互联网公

司专家团队来公司讲解不同管理系统的定

位、管理目标和大致管理流程，使员工逐渐

理解了数字化的重要性。

三联公司 2019 年开始进行数字化车间

改造选型，2020 年与华为云合作，以备料一

车间为试点，实施数字化改造，搭建三联 5G

协同工业互联智造管理系统。“在使用了数

字化管理系统后，才知道确实不一般。”一

车间主任刘志刚说，之前工人需要手写一

个单子，照着单子干活、清点工件，很容易

产生错漏。只靠人工记忆，工作量一大，难

免就会出错，而现在以数字化系统 BOM 清

单作为数据来源，贯穿整个生产加工流程，

数字化设备数据采集率达 90%以上，工人加

工、报工有了准确依据，而且对于材料的配

置是否齐全、加工进度情况，系统都有汇总

展示，并能实时反馈，这样就避免了重复制

作以及管理混乱而造成的补件损失。

“没有了人工的失误，减少了许多重复

劳动，提高了生产效率，缩短了生产周期，

而且降低了用工成本，譬如钻床工序，由之

前的 4 人操作减少到 2 人操作。”修德帅告诉

记者，“现在对生产进度有了直观的了解和

把控，可以更加科学及时地安排生产任务，

对于加快生产进度和缩短项目周期也有着

明显的促进作用，相信随着系统的逐步完

善和系统使用的流畅度增加，这些优势将

会更加明显。”

今年 5 月，公司还成立了以总经理修德

帅为组长，副总经理刘强为副组长以及技

术骨干为主要成员的研发小组，和联通公

司合作共同研发三联公司内部物流管理系

统，改变了以前三天两头工地要求补件的

问题，仅此一项，每年可以为公司节省十几

万元到几十万元不等的补件费用。

“ 在 数 字 化 管 理 系 统 的 引 导 下 ，下 一

步，我们还将继续坚持质量效益型发展道

路，巩固电站锅炉钢结构的龙头地位，加大

研发投入，提升公司信息化水平，把公司打

造成一个具有行业领先地位的数字化标杆

企业。”修德帅说。

江西省新钢金属制品公司车间内

，工人在忙碌

。该公司生产的弹簧钢

丝

、琴钢丝

、汽车零部件用低碳钢丝等多种工业应用产品畅

销国内外

。

赵春亮

摄

（中经视觉

）

三联公司生产的锅炉大板梁安装现场。 施登春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