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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锂矿石 WI（破碎功指数）均值 10.18、

AI（磨蚀性指数）均值 0.32，凝灰岩 WI 均值

19.82、AI 均值 0.422⋯⋯”在江西南昌市湾

里管理局的南昌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南矿集团”）实验室里，玻璃柜中陈

列的每一块石头标本下面都标注着属性及

产地。

“AI 和 WI，通俗说就是岩石的磨蚀、破

碎难易度。有了这些指数，才能在后期岩矿

加工时选择相匹配的破碎、磨碎设备，避免

机器损耗。”南矿集团研发总监詹春生说。

诞生于 1970 年的南矿集团致力于砂石

骨料和金属矿山相关的破碎、筛分设备研

发、设计、生产、销售及市场服务。作为中国

重机协会常务理事单位、中国砂石协会副会

长单位、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近

年来，南矿集团将数字化转型列入企业发展

战略，不断探索创新发展之路。

搭建智能平台

走进南矿集团金工车间，龙门吊机来回

穿梭，生产机械高速运转。在一台大型数控

立式车铣复合加工中心前，技术员紧盯屏幕

上的数据参数，不时察看产品的生产进度。

“加工中心主要生产破碎机的轴承座。自从

有了这台大型数控加工中心，产品生产效率

提高了 4 倍以上。”金工车间副主任王军向

记者介绍，以前生产轴类件，从下料到做出

成品要经过车、铣、钻等七八道工序，4 个人

一天最多只能生产 8 件产品，如今工序缩减

为 一 道 ，2 个 人 一 天 能 生 产 16 件 至 24 件

成品。

“近年来，我们先后投资 5000 多万元，

引进了一批卧式、立式加工中心，不仅节省

了人工成本，还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和产品

质量。”南昌矿机集团董事长李顺山说，智能

制造建设是未来企业发展的必由之路。近

年来，南矿集团不断加大研发力度和技术投

入，制定智能制造整体规划，详细谋划智能

制造能力提升的系统蓝图和建设路径，完成

了信息系统集成架构设计，为提高生产运营

管理效率奠定了基础。

今年 2 月 14 日，南矿集团正式启动智能

制造 MOM（制造运营管理系统）平台项目，

为企业插上数字化智能制造转型的“翅膀”。

“平台全面建成后，将成为智能工厂的

‘大脑和中枢’。”李顺山说，MOM 平台将打

通客户需求与车间现场作业之间的信息传

递，建立数据驱动柔性生产体系，提高制造

运营均衡性和协同性；实现图纸、工艺直通

现场，并形成现场异常问题解决机制，提高

制造运营的及时性和可执行性；实现数字化

系统和精益管理结合，围绕人、机、料、法、测

等生产要素优化集成，提高制造运营的透明

化和精益化。

“接下来，我们还将针对企业管理痛点，

从业务流程优化、基础管理提升、现场管理

提升、信息系统建设等方面推进智能转型，

全面提升企业各车间生产制造的信息化管

理能力，实现数字化生产，全力打造行业数

字化转型的标杆。”李顺山说。

发力技术创新

“这是我们南矿集团研发的第三代液压

高频筛，可完全满足机制砂的有效分级。”詹

春生指着厂区里的一台高频振动筛最新产

品告诉记者。

随着机制砂在工程建设中的需求量越

来越大，砂石骨料生产工艺、设备性能变得

越发重要。“第三代液压高频筛适用于立轴

破碎后的人工制砂，能大大降低用户的采购

及设备维护成本。”詹春生告诉记者，这款高

频筛采用大角度安装、高频率振动技术，单

位时间内能有效增加细物料与筛面接触次

数，物料在筛面上的通过速度是普通筛的

3 至 4 倍，产品最小粒径可达 0.4 毫米，筛分

效率达 90%以上。

“矿机行业具有生产技术要求高、研发

创新难度大、专业性强的特点，南矿集团

的发展离不开持续的科技创新。”李顺山介

绍，作为国内技术领先的中高端矿机装备

供应服务商之一，南矿集团注重培养研发

团队和技术团队，先后建立起多个科研基

地 。 2019 年 ， 南 矿 集 团 对 标 国 际 一 流 企

业，在国外成立研发中心，自主研发了新

一代流程计算软件，代替原有人工计算用

于砂石骨料、矿山领域破碎筛分系统的模

拟计算；2020 年，公司又在长沙设立技术

研 发 中 心 ， 负 责 选 矿 等 延 伸 机 电 设 备 研

发、机械技术开发服务等。

经过多年的技术研发、创新和积累，南

矿集团取得一系列国内领先的技术成果，拥

有 497 项专利，其中发明专利 22 项，实用新

型专利 473 项。2022 年 8 月，南矿集团“液

压高频筛设备技术”“大型单缸液压圆锥破

碎机技术”两项技术入选自然资源部发布的

《矿产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先进适用技术目

录（2022 年版）》。

强化数字管理

“ 设 备 可 用 率 92.63% 、电 气 负 载 总 数

24、机械负载总数 24⋯⋯”在南矿集团智能

运维中心的大屏幕上，产品各项运行状态数

据在不断跳动。

“现在咱们看到的是浙江一处项目现场

的 CC600 圆锥破碎机实时监测画面。设备

的运行数据被传感器采集，再通过物联网实

时传输到我们眼前的平台上。”詹春生指着

屏幕上两条圆形轨迹对记者说，“这条轨迹

表示设备输入石料状态，另一条轨迹表示输

出石料状态，目前两条轨迹形态基本吻合，

证明这台设备的生产状态正常。”

“这是南矿集团联合国外知名企业共同

打造的智能运维中心。”李顺山告诉记者，

智能运维中心投运后，可为用户提供设备

实时数据采集、设备运行状态监控、远程

维护指导、全生命周期管理、运行数据智

能分析，以及预测性分析等数字化、一体

化运维服务，从而达到改善客户体验、减

少人工依赖，实现降本增效和高质量发展

的目的。

一系列转型升级措施的推进，使南矿集

团的产品和服务更加多元化、高端化、智能

化。2022 年，南矿集团产品远销 60 多个国

家和地区，营业收入超 8 亿元。

“只有坚持把创新

摆在突出位置，以

思 想 破 冰 推 动 创

新发展，才能抢占

企业发展的制高

点 ，赢 得 主 动

权 。”李 顺 山 说 ，

南矿集团要联接

全球终端设备，

以 实 现 数 字 化

营销、数字化研

发 、数 字 化 生

产和数字化服

务 ，推 动 矿 业

加速发展。

长吉合作开创车企发展新局

练好内功创效益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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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 智 提 质 促 矿 业 数 字 化 转 型
本报记者 刘 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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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汽车与吉利控股结盟，不仅有企业自身加快创新发展的内在驱

动，更有共同面对当前全球汽车产业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战略考量。无

论是对于打造中国汽车大品牌形象，还是催生行业协同效应，都具有开

创性意义。

在金川集团镍盐公司年产 10 万吨动力电池用硫酸

镍溶液提升项目车间内，工人在查看设备运行情况。

本报记者 陈发明摄

南矿集团生产车间内南矿集团生产车间内，，工人正在加工大型设备工人正在加工大型设备。。 刘晓寒刘晓寒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南矿集团成套设南矿集团成套设

备应用于国外项目备应用于国外项目。。

刘晓寒刘晓寒摄摄

（（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近日，金川集团镍盐有限公

司历时一年建设的年产 10 万吨

动力电池用硫酸镍溶液提升项目

产出了第一批合格溶液。

在整洁明亮的厂房内，多台

自动化设备正在高速运转，几名

员工穿行其间查看设备运行情

况。“这个项目上游是镍冶炼厂的

加压浸出系统，下游是三元前驱

体项目，实现了金川集团动力电

池产业链的协同匹配。”金川集团

镍盐有限公司硫酸镍一分厂厂长

任伟告诉记者，其采用新生产设

备，工艺技术先进，产品为硫酸镍

溶液形式，减少了蒸发结晶、干燥

包装工序，缩短硫酸镍生产流程，

有利于提升劳动生产率，节省了

相关水、电及包装袋等辅助性材

料的消耗，降低了成本。

镍盐有限公司是金川集团下

属的以生产镍盐产品为主体的全

资子公司，主要从事硫酸镍、氯化

镍、氧化亚镍等镍化学品的开发

和生产。其与金川集团下游的兰

州金通储能动力新材料有限公

司、南通瑞翔新材料有限公司配

套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电池材料产

业链。3 月份，金川集团镍盐有

限公司入选国务院国资委公布的

创建专精特新示范企业名单，也

是甘肃省唯一入选企业。

“我们公司生产硫酸镍有 30

多年历史，产品丰富多样，技术储

备充足。”在金川集团镍盐有限公

司总经理龚继宝看来，能入选创

建专精特新示范企业名单，不仅

得益于金川集团的产业链优势，更凭借向管理要效益、向创新要

动力的一系列举措。

练好管理内功，赋能企业提质增效。为持续激发企业内部

潜力，2020 年以来，金川集团镍盐有限公司引入“阿米巴管理模

式”，采用精细化管理，从原料进厂到产品出厂，划分成本工序，

进行分级管控，累计实现每吨产品成本降低 20%以上。“在含杂

质的氢氧化镍溶液浸出环节，过去直收率比较低，通过技术攻关

和管理优化，现在提升了 1.5%。”龚继宝说，直收率每提高 1 个

点，可以降低成本 1000 多万元。

坚持科技兴企，激活创新引擎。“近几年，公司结合市场需

求，加强创新体系建设，加大科技投入，提升企业创新能力，促进

科技成果转化。”金川集团镍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强说，2020

年至 2022 年，公司开展科研项目 31 项，已完成 21 项，近 3 年科研

费用投入 1.9 亿元。

基于创新驱动发展理念，公司已拥有多项自主研发的核心

技术成果。其中，动力电池用硫酸镍溶液提升项目应用的除硅

工艺、联合萃取除杂工艺均为国内领先技术。

立足生产实际，提升设备效能。近年来，金川集团镍盐有限

公司通过对工艺流程及生产设备的升级改造，已实现电池级硫

酸镍生产线重点工艺控制点萃取工序全流程自动化、高端电镀

级硫酸镍生产线全线自动化生产，产品包装等重点工序实现信

息化作业，有效满足了重点产品产能和质量持续提升需求。

“公司将继续坚持效益引领，将精细化管理和技改创新工作

做精做实，不断推进企业管理规范化、标准化，力争到‘十四五’

末期，公司营业收入突破 80 亿元，建成国内具有较强竞争力的

镍盐生产企业。”龚继宝说。

在中国品牌日前夕，长安汽车与吉利控

股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表示，将围

绕新能源、智能化、新能源动力、海外拓展、

出行等产业生态展开战略合作，共同推动中

国品牌向上，为用户创造更加美好的消费出

行体验，助力中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和高质

量发展。朋友圈纷纷点赞，有评论认为，“这

才是中国汽车企业该有的样子”。

一家是央企龙头，一家是民营巨头，此

前还因某款车型的设计争议剑拔弩张，如今

为何能紧握双手，探讨联合做大做强？这里

不仅有企业自身加快创新发展的内在驱动，

更有共同面对当前全球汽车产业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的战略考量。

无论长安还是吉利，都是中国汽车企业

当之无愧的优等生。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吉

利、长安分别占据自主品牌销量冠亚军。不

过，随着新能源汽车市场大爆发，去年宣布

停售燃油车、全面押注新能源的比亚迪实现

反超，一跃成为自主品牌乃至整个中国乘用

车市场的销售冠军。可以说，新能源汽车既

是比亚迪反超的主要支撑力，也是当下长

安、吉利需要共同加速的新赛道。

观察双方合作框架协议不难发现，此次

合作的重点和亮点正在于此。具体而言，在

新能源领域，双方将就电芯、充换电技术、新

能源汽车产品安全、新能源产业布局进行合

作。在智能化领域，将围绕芯片、操作系统、

车机互联、高精地图、自动驾驶等展开合

作。双方还将共同开展动力平台、动力技术

的合作，探讨海外发展、出行生态的合作共

享，并在工业互联网、区块链、碳交易等领域

展开合作，共享前瞻技术应用发展。显然，

这些合作不仅关乎着两家车企的未来命运，

也 关 乎 着 中 国 品 牌 汽 车 如 何 更 好 地 走 向

世界。

回溯中国品牌汽车成长之路，由于早期

以低价切入市场，虽然快速实现了规模化发

展，但也给人留下了品牌不佳的印象。随着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中国品牌

汽车企业紧抓电动化、智能化转型升级契

机，产品竞争力显著增强。不过，中国汽车

整 体 品 牌 形 象 提 升 仍 滞 后 于 产 品 实 力 进

步。更有甚者，一些品牌在海外市场开拓中

出现了“窝里斗”，影响了中国汽车品牌的整

体形象。

当前中国汽车品牌迎来最佳换道甚至

超车的机遇期，中国车企“大航海时代”已开

启。数据显示，今年前 4 个月，我国汽车出

口量已超越日本，成为全球最大汽车出口

国。长安汽车董事长朱华荣研判，随着中国

品牌加速新能源发展、国际化拓展，中国品

牌的全球市场占有率将进一步提升。惟有

“产品好、技术强、规模大、转型快”的头部企

业，才能在激烈市场竞争和产业深度变革中

获得历史性发展机遇，成为世界级中国品

牌。而早在 5 年前的龙湾论坛上，吉利控股

董事长李书福就表示，包括新能源汽车在内

的整个汽车产业所面临的各种挑战和问题，

需要相关企业协同发展，“开放合作、包容发

展才是汽车工业走向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单

打独斗不会有未来”。因此，长吉合作并非

哪一方突发奇想，而是双方掌门人基于全球

产业变革的深谋远虑。

事实上，为应对转型挑战，跨国车企也

在掀起新一轮结盟乃至合并潮。此前通用

与本田在北美组建汽车业务联盟，双方宣布

在采购、研发、车联网、汽车平台和动力总成

方面展开合作。而标致雪铁龙与菲亚特克

莱斯勒签署合并协议，并最终形成斯特兰蒂

斯集团。要看到，汽车是一个资金、技术和

人才密集型产业，在换道过程中，动辄需要

数百亿元甚至千亿元的新技术研发投入，而

短期内又难以实现相关业务盈利。结盟乃

至合并，不仅能够分摊高昂的研发成本，实

现资源共享，而且能够共同降低风险，提高

转型效率和变革能力。

当然，长安和吉利合作究竟能深入何种

程度，尚需时间观

察。但不管怎么

说，作为国企和民

企的优秀代表，两

家企业的合作，无

论是对于打造中

国汽车大品牌形

象，还是催生行业

协同效应，都具有

开创性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