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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沪东重机简介一、沪东重机简介
公司总体情况

注册资金： 亿元（中国船舶100%控股）

总资产： 亿元（本部）

占地面积： 平方米（本部）

总人数： 人

股权结构  研发设计

 低速柴油机

 中、高速柴油机

 关重件

 备配件和服务

 成套设备
1、低速机国际市场占有率23%，国内第一、世界第二
2、防务动力国内市场占有率60%，国内第一

成立于1958年，有着60
多年的造机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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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链：一体化运营传统模式：单一产业及产品

单一的制造业务 研发设计、制造、服务业务

二、数字化转型是支撑公司战略的必由之路二、数字化转型是支撑公司战略的必由之路

问题与困难并重

业务之间的复杂联系

业务之间的关联打断

管控模式比较复杂

……

传统制造难以为继

技术受制于人

全球服务依赖外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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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集团）管控传统制造型企业管理

数据：晒态势促提升——指标考核量化、辅助决策支撑、促进互联互通
流程：管理与业务实现过程端到端显性化，效率提升

职能集中集权管理

职能专业化分工管理

业务实现过程相对简单

各职能分级、分层管理

各职能协同，体系化管理

业务实现协同交织关联

二、数字化转型是支撑公司战略的必由之路二、数字化转型是支撑公司战略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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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沪东重机数字化转型规划二、沪东重机数字化转型规划

面向全球的协同研发设计

全球服务快速响应

建模、仿真、验证
数字化工厂
工业互联网
小批量定制

快速满足客户需求
全寿命周期管理
服务数据采集
远程故障诊断

电商平台
采购报关

…
全生命周期、全方位服务保障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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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技术

基于模型的系统工程、工业互
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
智能

管理技术

复杂组织体架构、业务流
程、智力资本

工业技术

机械工程、电子工程、软
件工程、材料工程

融 合

推动业务变革

融 合

推动技术创新 推动管理升级

融 合

二、沪东重机数字化转型规划二、沪东重机数字化转型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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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核心业务能力，推进数字转型

工程系统
（工程与制造）

组织系统
（组织与管理）

架构引领
基于模型
数据驱动
流程贯通

共性技术特征

架构引领：全局结构化、有序化设计与推进；战略与目标对准、业务模式设计

基于模型：组织管理模型，基于模型的系统工程；基于模型，数字量的表达与传递

数据驱动：统一信息编码；各制造环节进行评价、监控、预测、控制以及决策优化

流程贯通：流程贯通和业务综合集成，打造持续优化的数字化价值链

二、沪东重机数字化转型规划二、沪东重机数字化转型规划



核心
业务

标准规范建设

项目协同

设计协同

基于MBD的产品研制

设计工艺流程协同

成熟度管理
三维数字化工艺

专利库管理

1

2

3
4

5 6
7

8 设计试验一体化

9
产品履历管理
10

全球服务管理
11

一体化数据贯通
12

构建一体化PLM系统，覆盖研发、制造、服务业务

研发
协同研发设计

协同仿真分析

虚拟数字样机

试验
虚拟试验管理

试验过程管理

试验数据管理

服务
维护图册管理

维护规划管理

维护执行管理

基础平台
查询和报表图文档和

零部件 分类库工作流和
变更

拓展服务和开
放式集成

BOM和
配置管理 安全

管理平台
技术状态管理组合管理 供应商协同异地协同项目管理 符合性管理

生产规划工艺
生产规划

三维工艺设计

工艺仿真验证

系统工程
需求管理

系统架构

系统建模和仿真

工程设计
专利库管理

三维工程化设计

工程出图

核
心
执
行
功
能

二、沪东重机数字化转型规划二、沪东重机数字化转型规划
基于西门子PLM的数字化转型之路



一体化的工程数据平台

PC S 7W i n C C SIM
A T IC  

M an ag e r

物料流

企业资源共享、流转

MES 
(工厂、生产）

物料

生产订单 物料移动

需求

系统工程

研发过程管理 专利

PLM (研发设计、生产规划、服务）

ERP (采购、仓储、物流）

客户需求 对供应商需求

产品/生产数
据 (BOM,
BOP)

产品订单
采购订单

协同研发

产品

全球服务

三维工艺

电子出版物

仿真

生产规划

工程化

试验

二、沪东重机数字化转型规划二、沪东重机数字化转型规划



目 录

三、实践及体会

一、公司战略目标实现的探索

四、数字化转型展望

二、数字化转型规划



14

三、数字化转型实践三、数字化转型实践



15

三、数字化转型实践三、数字化转型实践

PLM、MES、
ERP、协同
共享、运行

支撑

数据

流程
企业管理建模

统一编码

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

车间制造执行

企业资源计划

协同共享

运行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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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数字化转型实践-流程+数据三、数字化转型实践-流程+数据

战 略

业 务

数 据

应 用

技 术

业
务
能
力
组
件

业
务
与
技
术
应
用
的
对
准
一
致

战略举措1�

战略举措2

流程1�
流程2
流程3

数据流

对象
复用 数据

字典

系统
应用组件

服务

数据网络

视频网络
语音网络

目标&举措

产品&服务

数据&信息

系统&应用

网络&基础设施

能
力
需
求

“ 1 + 6 ” 运 营 管 控 模 式
• 进行了1+6业务归类，形成了第

一轮《部门职责》

• 人员岗位的梳理与调整

• 优化调整业务考核KPI

• 启动企业管理建模项目 与统一
编码项目 实现业务对准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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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数字化转型实践-流程三、数字化转型实践-流程

反映
顶层设计

对接环境、战略、规划的要求

构成职责与流程
对接内外部协作与运营

业务操作 对应

对接执行活动

价值链

工作流

创造客户价值的
动态的完整过程

为达到特定的价值目标而由不同的人分
别共同完成的一系列活动

一系列相互衔接、自动进行的业务活动或任务

业务流程

宏观

微观

端到端

企业建模项目目标：顶层设计（模式）完成职责与流程明确 工作与操作细则实现落地

管理
思想
体系
设计
落地

持续
创新
驱动
持续
提升

数据流转与
增值过程

数据流转与
增值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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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数字化转型实践-数据三、数字化转型实践-数据

完备的编码
标准体系

统一的编码
标准规范

有效规范的
基础数据

适用易用的
编码系统

高效的数据
集成共享

公司的运营管控、项目管理、财务管理、
人力资源、产品研发、产品设计、产品
生产、产品服务、物资采购、日常运营、
资产管理

国际、国内、船舶等顶层相关标准及体
系成果

先进单位已开展建立的编码标准体系架
构

统一编码项目目标：统一标准体系、构建编码平台，实现语言”统一



三、数字化转型实践-PLM工程三、数字化转型实践-PLM工程

研发制造服务一体化数字化转型的重点工程
产品全生命周期PLM

低速机产品的研发和制造具有独自特殊的业务特点

1. 涵盖了低速机产品研发、设计、制造、试验、维护全生命周期业务

2. 离散制造型企业，产品以单件小批量为主

3. 产品复杂度、工艺难度大、研发周期长

4. 多地域、多专业的研制模式



三、数字化转型实践-PLM工程三、数字化转型实践-PLM工程

PLM建设蓝图

研发设计 工程化设计
生产规划及

详细工艺 试验管理 维护服务

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PLM）平台（协同、共享、一体化）

研发设计部门

低速机产品所

生产车间

试验室

内部配套单位

全球服务中心

建设中项目



一体化数据贯通
As

q
As

Required
AsAs

Conceived
As
g

As
Designed

AsAs
Planned MBOM As

pp
As

Supported
AsAs

Delivered
AsAs

Maintained
As

p
As

OperAted
系统工程 概念 工程设计 工艺规划 加工制造 后勤 产品实造基线 MRO 运营

绩效
运行

可生产
面向成本
维护性
维修性
可靠性
有效性

有限元分析
有限元模型

工程BOM
实体模型

工艺BOM
车间工艺
工艺分解

作业指导
MES

系列件
偏差

存货
功能配置

审计

O&M
任务
技能
时间
零件
工具
物料

MIL-STD
1288-2B

产品结构
物理配置

审计
系列件号
基线配置

数据
资产记录

更新

资产主记录
维护计划

备件
功能配置与
故障隔离
LRU/SRU

工作流
执行

记录本
环境

故障问题
处理

MTBF
性能问题

损坏
时间/寿命

限制

IETMs和
技术手册

可预测的性能，可
靠性及可维护性数

据

实际的性能，可靠
性及可维护性

质量/试验/维护
记录

产品的维护历史，
维护记录

一体化、数据闭环的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平台

简介、高效
更快的闭环问题和记录问题

问题和行动在掌控之中
减少下游厂商、客户的抱怨，提高满意度

统一窗口
对内、对外统一问题处理窗口

集成信息
信息具有可追踪、可识别性

三、数字化转型实践-PLM工程三、数字化转型实践-PLM工程



PLM数据流转体系—BOM成长路线图

研发设计 生产规划
及工艺

总装/试验 产品履历 全球服务

工程BOM

工艺BOM

试验BOM

实造BOM
维修BOM

工程化专利
数据

不断继承、演
变、成长

来源：设计产生或
专利工程化成果

作用：后续产品数
据基础 来源：工程BOM演

变而来

作用：生产规划及
详细工艺数据基础

来源：工艺BOM演
变而来

作用：试验执行与
数据管理基础 来源：实际制造数

据的集成

作用：产品履历

来源：实造BOM演
变而来

作用：全球服务维
护的数据基础

研发设计、工程化设计
生产规划及

详细工艺 试验管理 维护服务
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PLM）平台（协同、共享、一体化）

三、数字化转型实践-PLM工程三、数字化转型实践-PLM工程



三、数字化转型体会三、数字化转型体会

1、架构先行：业务对准战略，IT对准业务；
2、对标先进企业，高起点、高标准；
3、信息化环境下的业务模式；
4、认清现状，一次规划、分步推进。

需求
识别

1、四个统一：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统一平台、统一管理；
2、业务主导，突出重点，分步实施；
3、结合公司规划、科研、业务需要，建立实施路径并动态维护；

4、充分利用外脑等专业力量，例如西门子等。

建设
规划

1、组织方式：公司高层担任组长、部门负责人、骨干共同参与；
2、人员组成：设立若干专职的熟悉业务和IT的复合型人才；
3、矩阵管理：充分发挥项目组（流程驱动）和职能部门（专业管理）
作用；

项目
管控

三同步（打造信息化环境下的新型能力）：
1、系统开发与数据分析利用同步规划；
2、系统使用与制度规范、岗位设置同步设计；
3、系统效能和业务业绩同步考核。

应用
效益



编码先行 标准规范 硬件配套建设

资源投入 匹配与规范 借鉴外部经验

• 定义各类业务对象的编码规范，包括文档、
零部件、产品、项目等

• 根据企业的、行业的要求制定编码规范

• 在新技术、系统应用的同时建立相应的标
准规范（包括技术和业务规范）

• MBD规范体系建设

• 智通网建设

• 提供可支持PLM应用的服务器和终端配套

•保障基本的资金投入

•确保业务人员配合力度

• 增强业务人员两化融合应用培训，提高信息系统
建设认知

• 增强业务人员的新技术、系统应用培训，确保系
统实施的实际应用效益

• 根据技术方案特点，相应适时得调整业务流程和
组织结构

• 积极构建与外部单位的战略合作关系，与
外界互利互惠，加强人才建设

• 加强与专业厂商的合作，全面深化各先进
技术的应用

落地保障

三、数字化转型体会三、数字化转型体会



目 录

三、实践及体会

一、公司战略目标实现的探索

四、数字化转型展望

二、数字化转型规划



四、数字化转型展望——智慧研发四、数字化转型展望——智慧研发

机械 电子 控制 软件

电子电气控制设计、仿真 软件的设计、仿真机械及环境设计、仿真

多领域、学科设计、仿真、试验的研发验证过程

逆向研发

产品原型 测量资料

改型、正向研发

产品原型 产品规划
构建更完善的设计、仿

真、试验体系

高性能

高可靠性

高质量



四、数字化转型展望——智能制造四、数字化转型展望——智能制造

智能运营
全集成自动化

智能制造关键能力

智能工艺

实时制造运营 工业网络

软硬互联

制造执行系统 质量管理 高级计划排
产

Te
am

ce
nt
er

企业制造智能

面向车间、工厂及园区的可视化

制造运营管理



四、数字化转型展望——研制服一体化四、数字化转型展望——研制服一体化

定义
虚拟验
证物理验
证

智慧研发&试验（正确的设计产品&正确的调试试验）

智能制造（正确的制造产品）

智能管理（正确的项目决策）

智能服务（正确的综合保障）

概念设计/需求

工艺制造

合格的产品

技术状态管理

交付的产品

完整的
产品履历

完整的
维修记录

开放式
IoT平台

研制过程管
理

决策支持

工艺规划及仿真 制造运营管理

交互式手册维护维修

预测性仿真方案论证 详细设计 产品试验调试测试

研制服一体化，研发、制
造支撑服务，服务反馈研
发、制造



四、数字化转型展望四、数字化转型展望

S
7

OPC 
UA

重机云网关

设备 设备设备 设备 设备 设备

第三方网关

全面的数据分析

云防火墙

私有云
大数据云平台协同研制服平台

重机物联网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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