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信息技术助力轴承行业质量和效率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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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全体轴承人近七十年的不懈努力，我国轴承工业已形成一

整套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无论从轴承产量，还是轴承销售额，我国

都已经迈入轴承工业大国行列，位列世界第三。数据显示，2017 年，

我国轴承行业规模以上企业主营业务收入 1788 亿元；2019 年中国轴

承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为 1770 亿元；据相关统计，国内目前有规

模以上企业 1400 多家，已能生产各种精度等级和规格的轴承 65000

多种，覆盖了目前世界上滚动轴承的各种类型。我国虽已是世界轴承

生产大国，但还不是世界轴承生产强国，我国轴承行业的产业结构、

研发能力、技术水平、产品质量、效率效益都与国际先进水平存在较

大差距。本文从轴承行业中的信息技术应用角度谈一些粗浅的认识。 

一、中国轴承工业产业集群一、中国轴承工业产业集群一、中国轴承工业产业集群一、中国轴承工业产业集群    

 20 世纪 60 年代以前轴承工业主要被欧美国家所垄断；随着日

本汽车、摩托车、办公自动化设备、家电、机床等行业的大力发展，

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日本在微、小型轴承领域已逐步取代了欧美国

家的垄断地位。近年来我国轴承制造产业发展势头强劲，逐渐形成了

浙东轴承产业集聚区、长三角轴承产业集聚区、瓦房店轴承产业集聚

区、洛阳轴承产业集聚区和聊城轴承产业集聚区五个轴承产业集群。 

其中浙东轴承产业集聚区，产品主要特色为中小型轴承、微型

轴承及汽车轴承及零配件，主要代表企业有：人本集团有限公司、万



向钱潮股份有限公司、天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慈兴集团有限公司、

五洲新春集团等；长三角苏锡常轴承产业集聚区，产品主要为小型、

中型轴承，其代表企业有：江苏力星、常州光洋、常熟长城等；聊城

轴承产业集聚区主要产品为轴承保持架、钢球和通用轴承，其主要代

表企业有：东阿钢球、聊城金帝、山东博特轴承等；瓦房店轴承产业

集聚区，产品主要特色为大型和特大型轴承，典型代表企业有：瓦轴、

大冶轴、瓦冶轴等；洛阳轴承产业集聚区产品主要为中型、大型、特

大型轴承，其典型代表企业有洛阳 LYC、洛阳轴研科技、中机十院等

等；除此之外，还有一批分布在全国各地具有特色的专、精、特、新

企业。如：襄轴、新火炬、重庆长江、龙溪轴承、东莞 TR 等等。 

这些企业为轴承工业的发展，做出了各自的贡献。伴随着国内

轴承工业高速发展的契机，在广大用户和行业协会的大力支持下，我

们浙江日发近些年来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国内绝大部分的中、高端

客户都在批量使用日发的设备：如圆锥（柱）轴承设备系列产品在福

赛（含西班牙工厂）、瓦轴美汽项目、上海通用、万向钱潮轴承、人

本泰纳、襄轴等公司都有批量应用；汽车轮毂轴承设备在万向精工、

浙江兆丰、雷迪克、常州光洋、上海人本汽轴、斯菱、开源等公司都

有批量应用；深沟球轴承设备在人本、更大、通用、五洲新春、哈轴

等公司都有批量应用；角接触轴承设备在台州优特、常熟长城、哈精

密、上海精密等公司都有批量应用。无心磨在博士等公司都有应用，

球面滚子设备在山东宇捷等公司都有批量应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2017 年 6 月份中国轴承工业协会在浙江优特组织召开了高速精密机

床主轴轴承磨超生产线的研讨、评价和宣传推介会（参会专家有：谭

建荣院士、闻邦椿院士、清华大学、全国滚动轴承标委会等专家，还



有中国机床工具协会执行副理事长王黎明等），这些生产线的所有磨

加工设备为我司研发生产，经鉴定产品精度稳定达到 P4 级。圆锥、

柱滚子设备：第一步与宁波海亚特合作，定位是稳定生产 II 级以上

滚子，替换其厂内原有的设备。轴承装配线：定位做国内最好的装配

线，圆锥装配线已经在五洲新春、万邦德、天马、山东鲁润等单位使

用；短圆柱和轮毂装配线也在开发中，陆续推向市场。 

二、中国轴承工业现状二、中国轴承工业现状二、中国轴承工业现状二、中国轴承工业现状    

我国虽已是世界轴承生产大国，但还不是世界轴承生产强国，

我国轴承行业的产业结构、研发能力、技术水平、产品质量、效率效

益都与国际先进水平存在差距。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海外知名轴承企

业如瑞典 SKF、德国 FAG、日本 NSK、美国 TIMKEN 等纷纷选择在中国

投资办厂，加剧了国内轴承市场的竞争。 

日本经济学家大前研一的“行业成功关键因素理论”提出：“各

种行业中获得竞争优势的关键因素是不同的。一个行业的优势来自于

该行业的某个或几个特定链节的优势。掌握了这些关键链节，就能在

行业中形成竞争优势以及垄断优势”。对于大多数企业来说专得越深，

价值越大，竞争力越强。轴承企业的管理模式要创新，“跨界创新”

就是其中的一种，跨界创新是：“跳出行业看行业，跳出产品看产品”。

大胆借鉴和融合其它行业的资源、技术、思想、模式和方法。 

自从 2012 年 GE 公司提出了“工业互联网”概念以来，国际上

各个巨头包括 IBM、西门子、华为等都在相继布局。其本质是物联网

等信息技术在工业领域的应用，用以提高产业效率，据相关预计，物

联网将在2030年取代移动电话成为连接最多的设备；GE预测，到2025



年，连入工业互联网的机器将达到 200 亿台。未来随着信息技术应用

的加深，包括轴承产业在内绝大多数产业将从传统制造业进入产业互

联网的时代。信息技术对资产端的改造贯穿到整个制造业产业链环节，

从机器生产、供应链管理、商业模式创新到预测性维护，都提升了制

造端企业的附加价值，拉平了微笑曲线。信息技术至始至终都是基础，

贯穿于实现智能制造的整个过程，也正是信息技术促进了企业的质量

和效率的提升。 

三、用信息技术助力企业提升产品质量和综合效益、效率，减少浪费三、用信息技术助力企业提升产品质量和综合效益、效率，减少浪费三、用信息技术助力企业提升产品质量和综合效益、效率，减少浪费三、用信息技术助力企业提升产品质量和综合效益、效率，减少浪费    

应用在制造业的信息技术总的指导思想与精益生产思想有相似

之处，本质都在于提升产业效率和综合效益，在产品整个价值链的各

个环节上提升效率和减少浪费。20世纪 80年代，以日本丰田为代表，

正式提出精益生产理念，具体包括及时制生产、并行工程、充分协作

的团队工作方式、全面质量管理和集成的供应链关系管理等，该思想

的核心在于及时制造、消灭故障、消除浪费。在精益生产思想的帮助

下，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到 2007 年时，丰田汽车销售额就已经达

到 2530 亿美元左右，并实现净利润 165 亿美元左右，这个利润的实

现，相当于美国汽车三巨头加上德国大众和宝马的利润总和。继汽车

工业取得巨大成功之后，日本的其它制造业，如轴承工业也相继实施

了精益生产，取得了巨大成功。如果把精益生产看作是制造业基础性

的技术，而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信息化技术业即将成为制造业的基础

技术。 

信息技术对轴承制造业等制造业的作用，并不只是缩短单件产品

的生产周期，而更主要的是在库存、全生产周期、生产效率、作业切



换时间、投资回收期等方面体现出信息技术作用。其中一项对欧洲

80 家企业的调查和研究发现，在生产制造方面，信息技术通过对产

前（采购、准备）、产中（效率，工序间切换）、产后（库存，投后管

理），各环节的流程化、标准化的潜能挖掘和生产链条的无缝对接，

使发现并消除各种浪费的成为可能，使之前只能定性分析的问题，可

以用可视化的数据呈现出来，从而最终实现降低成本、提高生产效率。

有些企业采用信息技术后，通过动态库存方面管理，使库存能够平均

减少 50％。再如在生产流程方面，利用机器和产品运行的实时数据，

制造商能采用无缝连接，对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进行追踪和控制。可

以对这些数据进行预测性分析，以确定可能的设备或零部件故障，从

而制定预防型维护计划，缩短设备停机时间，实现平稳运营。生产流

程的优化减少了机器的使用成本，提高了生产效率的同时，也提高了

生产制造端的附加价值。 

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影响备受关

注，在疫情影响下，电子商务、电子政务、居家办公、虚拟会务/商

务、线上教学等信息技术新业态和新模式将迎来新一轮快速发展。我

们相信在《中国制造 2025》和“十四五”发展规划等国家政策的推

动和指引下，在信息技术的助力下，企业一定能无惧风险，破浪前行，

释放发展潜能，消弭中美贸易战、新冠疫情的负面影响，质量和综合

效益都有大幅度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