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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变电工是为全球能源事业提供系统解决方案的服务商，是新疆本土大
型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是中国大型能源装备制造企业。我们立足新疆，培
育了以能源为基础，“输变电高端制造、新能源、新材料”一高两新国家三大
战略性新兴产业，成功构建了特变电工（股票代码600089）、新疆众和（股
票代码600888）、新特能源（股票代码HK1799）三大上市公司，现已发展
成为世界输变电行业的排头兵企业，我国大型铝电子、多晶硅新材料研制出口
基地，大型太阳能光伏、风电系统集成商。

特变电工输变电产业特变电工总部研发基地 特变电工新能源产业 特变电工新材料产业 特变电工能源产业

特变电工基本情况



新疆总部科技研发基地（新疆昌吉）

北京成套项目总承包公司（北京）

印度750kV超高压输变电产业基地 塔吉克斯坦能源公司

特变电工基本情况



世界机械500强第228位

中国企业500强第277位

中国机械100强第9位

中国品牌价值500第47位

博士后科研
工作站

院士工
作站

企业技术
中心

工程实
验室

业务遍布全球70余个国家和地区，员工2万余人，2015年全集团总资产887亿元，销售

收入突破500亿元。

先后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1项、一等奖4项、二等奖1项，中国工业大奖，国家

级高新技术企业，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等荣誉。

获得国家首批“两化融合贯标管理体系”试点单位，首批“智能制造试点示范”企业，

也承担了多个国家智能制造示范项目。

特变电工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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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2013） TBEA ABB 西门子

合同签约额（亿元） 283 1017 1016

销售收入（亿元） 159 1203 1030

净利润（亿元） 9 93 81

员工人数（万人） 1.1 5.6 4.5

人均销售收入（万元） 145 215 229

人均净利润（万元） 7 17 18

TBEA与ABB、西门子部分经营数据对比（仅输变电产业，年报数）

输变电装备制造面临的四大挑战

挑战一：与国外先进企业相比，我国输变电装备制造尚未建立

系统的标准化体系,信息孤岛严重，质量在线追溯水平低。

挑战二：我国输变电装备制造精益化程度低、加工手段落后，

员工劳动强度大，作业环境差。

挑战三：我国输变电装备制造在协同设计与协调制造等方面存

在较大差距，造成重复建设与资源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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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变电工智能制造总体架构

生产加工层 机器人
自动化
立体仓库

集团管控与共享服务中心



建立产品标准化体系
通过协同设计与仿真，建立虚拟样机系统
建立基于PDM数据云的设计专家系统

研发智能装置，构建自动柔性生产线
建立智能仓储物流系统
实现PLM、ERP、MES、机台、物流系统集成

组建支持异地协同的设计与制造平台

建立适应企业生产模式的制造执行系统

建设远程在线服务平台

数字化

设计

智能化

制造

网络化

协同

特变电工智能制造建设路径



逐步实现产品研发

设计的模块化和参数化。

大大提高产品的研发效

率，最大化减轻设计的

机械式重复操作，让设

计人员专心于研发本身。

三维参数化设计也保

证产品生产制造过程更

具有可执行性。

一、数字化设计

特变电工智能制造建设路径



建立产品标准化体系
通过协同设计与仿真，建立虚拟样机系统
建立基于PDM数据云的设计专家系统

研发智能装置，构建自动柔性生产线
建立智能仓储物流系统
实现PLM、ERP、MES、机台、物流系统集成

组建支持异地协同的设计与制造平台

建立适应企业生产模式的制造执行系统

建设远程在线服务平台

数字化

设计

智能化

制造

网络化

协同

特变电工智能制造建设路径



二、智能化制造

特变电工智能制造建设路径

智能机器人 智能物流

智能生产线
智能车间



二.智能化制造-智能生产线

特变电工智能制造建设路径

努力实现，在办公桌前

即可完整展现即将开始的真
实生产场景，探索和研究：
•不同设备间互联对话；
•哪台产品在什么时间在哪
个设备加工，精准定位；

•高速加工单元实时根据加
工序列生产；

•不同的个性化产品在同一
生产线柔性制造



二.智能化制造-智能机器人

特变电工智能制造建设路径

不断研究具备自感
知、自思维能力，形成
符合特变电工生产需求
的智能机器人。让机器
人加工过程在虚拟世界
验证后，自动生成控制
程序，自动识别产品种
类并按照工艺要求生产
，使复杂的现实世界生
产变得更高效、可靠。



建立产品标准化体系
通过协同设计与仿真，建立虚拟样机系统
建立基于PDM数据云的设计专家系统

研发智能装置，构建自动柔性生产线
建立智能仓储物流系统
实现PLM、ERP、MES、机台、物流系统集成

组建支持异地协同的设计与制造平台

建立适应企业生产模式的制造执行系统

建设远程在线服务平台

数字化

设计

智能化

制造

网络化

协同

特变电工智能制造建设路径



MES PLM
其他管控
系统

新疆

MES PLM 其他管控
系统

衡阳

MES PLM 其他管控
系统

沈阳

管控信息总线

集
团
总
部

生
产
基
地

 研发设计能力：轨道交通用牵

引变压器、工业用特种变压器

 产品制造能力：1100kV特高压

直流换流变

其他生产基地

 研发设计能力： 750kV及以上特高

压交流电抗器、核电用变压器

 核心部件加工能力：电抗器铁芯饼
 综合三个基地的设计与研发资源

 共享部件标准库与经验库

 搭建基于PDM的设计专家系统

 可实现产品基本设计图纸集团内通用

综合各基地关键零部件制

造能力、客户服务资源、

战略性原材料采购等核心

资源，可按项目要求和供

应链实时状况组织异地协

同生产制造，实现精益管

理

 研发设计能力：直流换流变，

750kV及以上特高压交流变压器

 核心部件加工能力：出线装置、精

密金属件

 研发设计能力：直流换流变，

750kV及以上特高压交流变压器

 核心部件加工能力：出线装置、精

密金属件

统一技术
管理

制造协同
管理

基于云技术的协同管
控数据中心

三.网络化协同-协同设计与制造

特变电工智能制造建设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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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国家智能制造标准体系建设指南>为指导，借助与上仪院、沈自所

等长期合作伙伴关系，利用互联网、机器人等新一代技术，依托青年带动

、全员参与的文化土壤，全面推进智能制造，加速企业转型升级。

特变电工智能制造经验分享



 模型 模型 智能制造标准体系参考模型

特变电工智能制造经验分享



上海明匠

工信部电子工业
标准化研究院

新松机器人
上海同济大
学

上海工业自动化
仪表研究院

中国科学院
沈阳自动化研究所

数控装备研制

机器人研制

数据标准规范

虚拟仿真技术应用

集成商

特变电工

智能制造
工程

…

 伙伴 伙伴

数字协同平台

特变电工智能制造经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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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变电工智能制造经验分享



智能制造

文化氛围

青年带
动

全员参
与

自发创
新

业务主
导

标准为
先

高层支
持

 文化 文化

特变电工智能制造经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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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变电工智能制造的远景

做精、做优、
做强、做先

互联网+ 云计算 大数据 物联网

产品

系统集成商、运
营商、服务商、
物流商

解决
方案

管理信息化

数字车间 智能工厂 智慧集团

生产数字化 产品智能化



下一步方向-建立智能制造标准体系

特变电工智能制造的远景



创新
平台
创新
平台

制造
平台
制造
平台

服务
平台
服务
平台

·发挥产业数据价值，

延伸服务业产业链，

打造集成服务平台，

构筑产业生态圈

·规范数据治理结构，提

升智能制造水平，依托

协同制造，逐步实现产

业制造平台整合

·通过大数据、互联网、远

程在线监测等手段，构建

创新服务平台，加速商业

模式创新

下一步方向-打造集成制造、集成创新平台、集成服务平台

特变电工智能制造的远景



特变电工制造2025愿景

 在2025年前，实现工厂间从智能制造到智慧服
务的跨越，建成统一决策、协同运作、可提供服
务全球整体能源互联网解决方案的智慧集团

 在2020年前，推进数字车间的横向与纵向升级，
增强协同创新能力，全面建成集成制造、集成
服务的智能工厂

 在2018年前，依托“三化”建设推进智能制造，改
变传统生产制造模式，广泛建设柔性制造和精准制
造的数字车间，达到或超越国际同行业的制造水平



结 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