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广 州 里 工 实

业有限公司（以下

称‘里工实业’）成立

37 年来，在制造业领域不

断摸索，逐渐从一家生产橡胶

圈的企业，演变成了一家可以研发和制

造自主决策工业机器人的企业。”广州里工

实 业 有 限 公 司 CEO（首 席 执 行 官）李 卫

铳说。

成立于 1985 年的里工实业，目前主要业

务为研发并制造 AIoT（人工智能物联网）装

备，产品包括高侍无人值守机器人、高寻自

主移动机器人以及边缘计算设备等。2021

年，企业产值约为 1.1 亿元。

“在长期的制造产线工作中，最让我们

感到焦虑的，是很多从业者离开了这个行

业，逐渐投入新的职业中。”李卫铳认为，一

个企业，尤其是生产型企业的运作，设备高

端与否并不起决定性作用，人才是关键。“但

是由于人力资源向外流动的趋势越发明显，

我们非常迫切需要解决离散型制造企业缺

人的问题。”里工实业开启了工业“智造”的

新探索，着手研发机器人，逐步实现生产方

式的智能化和管理方式的数字化。“运用机

器人不是为了取代人，而是要更好地留住

人、吸引人。”

用好数字化工具

里工实业发展战略的调整，让产线完全

变了样。“以前我们的产线同事要对着生产

机床将零件放进去，或者拧紧某个夹具上的

螺丝。工作间隙去喝口水，拿水壶的手是脏

的，水壶也被摸成了黑色。现在的产线同事

已经不用直接操作生产设备了，手也是干干

净净的。”李卫铳谈及这些改变时十分感慨。

据介绍，里工实业目前有超 100 台生产

设备，其中八成为智能生产设备，可由工业

机器人控制并自动“报工”。机器人投入产

线后，工厂里的脏活累活都由它们操作，因

此从业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

“新的流程和高频、高效的人机互动，让

过去的操作工成了机器人工程师。这样的

转变，也使得他们的薪资实现了翻番，更提

升和优化了他们的职业发展路径。同时，这

也帮助公司培养了人才。”李卫铳说。

在产线的智能化之外，管理方式的数字

化是中小制造企业要补齐的另一块短板。

“我们一直在尝试各种数字化管理工具，包

括引入多种国外的软件。但因为不同国家

使用习惯不一样，试错的成本相对较高。”李

卫铳说。广州里工实业有限公司 COO（首

席运营官）黄元园说，国外大型软件不仅需

要较高的采购成本，后续还需要持续投入使

用和维护资金。于是，里工实业将目光转向

了国产软件。

“任何数字化的工具要想引入成功，首

先不能过度依赖一部分员工，其次还要实现

移动化。”李卫铳总结说，“数字化不是少数

人才有的权利，让每一位同事都参与到数字

化中，这样的转型才有可能成功。”目前，里

工实业使用国产数字化平台，全程记录生产

过程，实现信息共享。

“作为一个制造业企业，我们数字化的

关键是通过数据预测整个生产情况，让我们

知道哪些资源用对了，哪些资源用错了，并

把错误纠正过来，保证生产效率最大化。”李

卫铳说，通过国产数字化平台上的低代码工

具，里工实业实现了生产办公记录数字化，

每一位同事都可以参与记录。

基于低代码工具，里工实业自建了一套

适合离散制造的 MES 系统（生产信息化管理

系统）。以报工流程为例，每台机器在生产

什么、生产量是多少等信息，并非由产线工

人记录，而是由数据替人“跑腿”，自动推送

到人。最初，里工实业成立了一个由 3 人组

成的数字中心，开始尝试用低代码开发报工

流程。很快，品质记录、机床和机器人综合

利用率、设备维保等核心模块逐步上线，一

个低代码搭出来的 MES 系统基本成形。

“过去，每台设备都需要配置专属点检

表，记录其运行状态，员工需要每天到每台设

备前记录点检数据。现在生产的各个环节都

可以在平台上一目了然，让工程师能够快速

排查出异常情况。而且，过去产线的数据反

馈 8 个小时才能刷新一次，现在生产数据每

天刷新次数超过了 200次。”李卫铳介绍。

用数据创造新增长点

数据同频带来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

如 今 ，里 工 实 业 设 备 综 合 利 用 率 达 到 了

90%，远高于制造业 70%的平均利用率。在

这个过程中，机器人和数字化系统的软硬融

合，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目前，里工实业 60%的生产设备都已接

入了平台，形成了一个人工智能物联网。李

卫铳说，“通过平台开放的 API（应用程序编

程接口），高侍机器人每天的产量、良品率、

设备故障情况，都可以自动反馈数据给报工

系统，让工程师清楚知道每条产线的生产数

据”。离散型制造业的订单相对零散，而且

种类繁多，这意味着企业在接订单时，需要

充分评估并协调产能。过去，每天的生产排

程均依赖员工的经验，而现在，里工实业开

发出 APS 系统（排程管理系统），通过算法可

以客观评估出货时间。这套系统也将与平

台打通，让数据流动起来。

数字化与智能化转型之后的里工实业，

已经将整个决策权前移。如何安排产能、什

么时候出货、需要增加什么设备等决策模型

都在算法里，不需要手动汇总数据再做出决

策。“从生产端的数字化入手，我们可以清楚

地看到各类情况，这为我们实现倍速增长提

供了有力支撑。”李卫铳说。

目前，里工实业有 219 名员工，产线员

工的占比不到一半，一年要向客户交付价

值 1 亿元的产品。这在转型之前，是很难做

到的。去年公司通过机器人与数字化的应

用，推动产能增加了 35%。今年前两个月，

里工实业就签订了超过全年销售目标 40%

的合同。

从“机器换人”到“事业留人”，里工实业

的员工在这个过程中不仅解放了双手，能力

还得到了提升。他们正在积极谋划，将数字

技术与转型经验转化为新的增长点，开始尝

试把自己在数字化过程中开发出来的软件，

包括 MES 和 APS，封装成标准化的产品并推

送给客户。李卫铳希望，里工实业未来的营

收中，将有 40%来自软件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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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现代仅有对等增资是不够的

高端化给小米带来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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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米 集 团 3 月 22 日 发 布

2021 年全年业绩，总营收为 3283

亿元，同比增长 33.5%，经调净利

润 达 220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近

70%。业内人士指出，在复杂多

变的环境下，小米还能实现净利

润大增，源于其高端战略以及商

业化能力不断提升。

小 米 已 经 在 高 端 市 场 摸 索

了两年多。在 2019 年 1 月小米提

出了手机双品牌的发展策略，其

中，红米品牌主打大众市场，小

米品牌冲刺高端市场。2022 年

初，小米正式组建了高端化战略

工作组，并提出了“三年内拿下

国产高端手机市场份额第一”的

目标。

进 军 高 端 市 场 带 来 的 成 绩

是显著的。财报显示，2021 年，

在全球缺芯的情况下，小米全球

手机出货量及市场份额再度增

长，年出货量达 1.9 亿台，市场占

有率为 14.1%。其中，高端智能

手机全球出货量超过 2400 万台，

实现翻番增长。

据 小 米 集 团 合 伙 人 兼 总 裁

王 翔 介 绍 ，2021 年 ，小 米 在 境

外 高 端 市 场 也 表 现 亮 眼 ，高 端

智 能 手 机 出 货 量 同 比 增 长 超

过 160%。

安信证券分析师焦娟认为，

小米高端智能手机出货量占比

由 2020 年的 7%提高至 2021 年的

13%，带动智能手机业务毛利率

提升 3.2 个百分点达到 11.9%、智

能手机收入占比提高 1.7 个百分

点达到 63.6%，推动小米集团整

体收入同比增长 33.5%。

焦娟还分析，受益于高端化

策略，小米的物联网业务毛利率

也略有提升，互联网服务毛利率

则大幅提升 14.5 个百分点达到 76.1%。另外，受益于高端智

能手机策略的成功及海外市场的积极开拓，米家 APP 月活用

户数达 6390 万，同比增长 42%；“小爱同学”月活用户数为 1.07

亿，同比增长 23.3%；AIoT（人工智能物联网）平台已连接的物

联网设备数达 4.3 亿，同比增长 33.6%。

业绩的取得源于小米坚持技术立业，不断增加研发投

入。王翔表示，2021 年小米研发支出达 132 亿元，同比增长

42.3%；未来五年还将加码，总投入超 1000 亿元。对科技的

持续投入，也将为小米高端化发展带来更多具有突破性的

可能。

2021 年，小米取得了很多前沿技术成果，如推出了自主

研发的影像芯片澎湃 C1 和充电芯片澎湃 P1；在小米 12 系列

手机上推出万物追焦功能；成立机器人实验室，着重在前沿技

术领域研究和布局。

“我们正在利用技术创新能力，逐步提升各项业务的强

韧活力，以更好应对市场环境的波动，稳步向前发展。”王

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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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汽车扩大在华合资公司股比传闻

并未成真。日前，现代汽车联合北汽投向北

京现代增资 9.42 亿美元（约合人民币 60 亿

元）。增资完成后，北京现代的注册资本增

至 29.78 亿美元，双方股东持股比保持不变，

仍为各 50%。在北京现代深陷困局的背景

下，双方股东还拿出真金白银来“过日子”，

不少人在朋友圈感叹，“这才是真爱”。

北京现代是由韩国现代自动车株式会

社与北京汽车投资有限公司于 2002 年共同

出资设立的。早年北京现代跑出过令业界

瞩目的“现代速度”，有过连续 4 年销量破百

万辆的高光时刻。尤其是第八代索纳塔、朗

动、胜达等第一代“流体雕塑”设计下的高颜

值车型，曾让北京现代成功跻身国内车企第

一阵营。

然而，近年来北京现代销量一路下滑。

去年，北京现代累计销量仅为 38.5 万辆，继

2020 年 度 亏 损 62.84 亿 元 之 后 ，再 次 亏 损

49.95 亿 元 。 北 京 现 代 之 所 以 深 陷 亏 损 泥

潭，不少人认为，主要是其产品缺乏市场竞

争力，产品技术难以获得市场认同。北京现

代在售车型不少，有 7 款轿车、5 款 SUV 及 1

款 MPV，但在市场上“能打”的只有伊兰特

一款。即便如此，伊兰特去年累计销量也只

有 13 万辆，不仅落后于吉利帝豪和长安逸

动，更是被上汽大众朗逸、东风日产轩逸甩

出好几条街。

与产品力不足同样令人堪忧的是，北京

现代品牌力的羸弱。长期以来，现代在华走

的是“性价比”路线，虽然此举令北京现代曾

在市场上取得过较为不错的销售业绩，但

“性价比”也是双刃剑。北京现代在“以价换

量”的同时，也给消费者留下了低端合资品

牌的印象。在中国汽车市场供给不够丰富

的早期，消费者选择北京现代有其合理性。

问题在于，随着市场供给日趋充沛，消费不

断升级，以及自主品牌的上攻和一线合资品

牌的下探，处于中间地带又没有品牌力的北

京现代原有的优势荡然无存，销量下跌也就

不难理解了。

此外，过于频繁的人事调整也影响了

北京现代的稳定发展。北京现代成立时间

还不足 20 年，总经理已经换了 8 任，其中 7

位任期最长的也不过一年零四个月。很多

都是屁股还没有坐热，就被调走或“卷铺盖

走人”。每个老总新上任，都有自己的一套

打法。企业发展顺风顺水时，人事变动或

许不会影响产品的市场表现，但是逆风逆

水时就不太好说了。人事变动和销量下滑

常 常 互 为 因 果 ，但 很 难 讲 清 两 者 谁 先 谁

后。试想，如果连最基本也是最关键的核

心人事架构都稳不住，一家企业的战略方

针和经营管理，又怎能得到有效贯彻和执

行呢？

按照规划，此次增资将为北京现代的

新产品导入、加大新能源汽车领域布局、扩

大出口等业务提供有力资金保障。不过，

有人指出，从 2020 年开始，北京现代就加快

了向国内市场导入新车型的速度，但从终

端销量来看收效并不明显。而对于较早布

局新能源的北京现代，在 EV、HEV、PHEV

三大技术领域均有所涉及，但相关产品在

国内市场上并无存在感。显然，这值得企

业警醒。

从全球市场销量来看，现代汽车表现

还不错。数据显示，2021 年现代汽车依然

交出了全球销售量 389.10 万辆的成绩，同

比增加 3.9%。但面对竞争更加激烈和创新

更活跃的中国市场，之前靠“性价比”和高

颜值立足的现代，要想在华重新赢得消费

者和市场认可，

还 得 找 到 新 的

突 破 口 和 形 象

标 签 。 如 果 仅

有对等增资，沿

着 老 路 裹 足 不

前，北京现代难

免 会 在 销 量 的

下 滑 中 继 续 被

边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