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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潍柴柴：：高高质质量量驱驱动动的的机机械械王王国国
从发动机到整车制造，质量管理成就行业巨头

A 基地横跨5国，全产业链雏形显现

10月10日，在江苏扬州潍
柴亚星汽车产业园，潍柴一口
气展出了包括客车、新能源
车、商用车、重型卡车、特种车
在内的上百辆汽车。产自潍柴
旗下重庆嘉川的两辆“潍柴”
牌家用轿车更是引人瞩目。

在此之前，潍柴已经通过收
购扬州亚星客车、扬州盛达特种
车，新建亚星商用车，成功在扬
州落地三个整车制造厂。再加上
此前收购的陕西重汽、重庆嘉
川、山推股份，潍柴将转身成为
中国汽车全产业链巨头。

没能在这场潍柴汽车展
上露脸的还有不少重量级企
业，比如全球最大的游艇制造
商——— 意大利法拉第集团、世
界首屈一指的工业叉车制造

商和液压技术的全球领先者
德国凯傲集团、美国马尼托瓦
克公司下属的泰安东岳起重
机厂、贴有潍柴赞助标识的意
大利法拉利F1赛车以及法国
博杜安发动机公司。

你或许已经发现，潍柴绝
不仅仅是个发动机厂，一个横
跨发动机、重卡、客车、游艇、
赛车、工程机械的世界级机械
王国雏形显现。

但你也许会问，在世界范
围内完成如此高频率的并购，
潍柴靠什么实现爆炸式增长？

今年 7 月份，作为首届山
东省省长质量奖的获得者，潍
柴入围“首届中国质量奖”候
选名单。这也为我们观察潍柴
王国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B 多项质量奖为并购添底气

“真是特别紧张。”10 月 30
日，潍柴动力质量部王巧荣告
诉记者，他们 3 月底接到“首届
中国质量奖”申报通知，“五一”
黄金周后就上报到了省局，准
备时间也就一个月左右。

记者从省质监局获悉，今
年，山东共有 30 家企业和 14
名个人入围“首届中国质量
奖”，入围组织和个人数量均居
全国首位。“中国质量奖”设立
于 2012 年，今年是第一届，是
我国在质量领域的最高荣誉。

潍柴作为这个名单中的佼
佼者，也是山东多年来坚持质
量兴省战略的受益者之一。
2007 年，潍柴荣获“全国质量
奖”；2008 年，谭旭光董事长荣
获“袁宝华企业管理金奖”；
2009 年，获首届“山东省省长质
量奖”；2011 年，获第二届中国
工业大奖……

王巧荣介绍，从潍柴 2009

年荣获首届省长质量奖至今的
四年时间，恰好也是公司在国
内外展开大范围并购的高速发
展时期。发动机是汽车的心脏，
其质量的好坏不仅关系到汽车
的寿命和质量，也关系到潍柴
从发动机制造向下游重卡生
产、客车制造、工程机械等领域
的拓展。“你的发动机质量不
行，怎么配套人家汽车厂？”随
着陕汽重卡、山推股份、亚星客
车等整车厂加入潍柴王国，潍
柴发动机也一跃成为其各自产
品市场竞争的王牌。

10 月 10 日，记者受邀参
观潍柴亚星汽车产业园时看
到，每一辆新生产的亚星牌
客车尾部都标有“潍柴动力
亚星客车”。记者现场和客商
们交流发现，节能、高效、事
故率低的“潍柴动力”是他们
选择、信赖亚星客车、陕汽重
卡的重要因素。

握紧质量线，

企业才能飞得高
潍坊是风筝之都。如果将潍柴比做一只

迎风起舞的风筝，董事长谭旭光是放风筝的
人，那么质量管理无疑就是那根“线”。

10月10日，记者在扬州采访潍柴长三角
战略时，曾与同行有一个“杞人忧天”的讨
论——— 收购亚星客车、扬州柴油机厂、盛达
特种车，成立扬州亚星商务车公司，潍柴一
个百亿级整车项目落户长三角。联想此前并
购陕西重汽、汉德车桥，潍柴扎根西安；买进
嘉川汽车，研发家用轿车，潍柴又布局重
庆……这都是百亿级的投资和产业，都投在
了外地，潍坊会怎么看？

当时潍柴的朋友回答说，潍坊是潍柴大
本营，外面的基地再多，也不可能取代潍坊
的地位。

时至今日，尤其是通过对“中国质量奖”
的报道，深入企业质量管理一线后，记者才
恍然大悟。

潍坊高新区内的这家潍柴工厂，其价值
不在占地有多大、员工有多少、楼房有多高，
这是代表中国制造业最高水平的世界工厂，
这里不仅制造发动机，还制造“标准”、“人
才”和“管理”，是守护潍柴王国的“发动机”。

从发动机到整车制造，潍柴的管理经验
也伴随着高质量的潍柴发动机进入下游产业
链条。可以说，对潍柴而言，产品质量、企业创
新和发展战略绝不仅仅是一个企业、一座城
市的得与失，而是关系到 5 个国家、10 个城
市，乃至整个中国机械行业制造水平、中国汽
车工业装备水平。这是企业的荣耀，也是高质
量的产品和管理带给人们的深刻意义。

对潍柴这只风筝而言，潍柴总部练就的
质量管理、人才梯队、研发力量就像一根金
线。风筝飞得再高，也离不开线的牵引。

反之，一些昙花一现的企业和品牌在
市场中或许能一夜成名，但荒废了自己的
产品质量后，就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飞
得越高摔得越狠。

略 懂 管 理 的 人 都 知
道 ，企 业 越 小 越 好 管 ，反
之，规模越大、部门越多越
难管。在经济报道领域，我
们也称其为大企业病。在
潍柴这样恐龙级的大型企
业里，如何管得到一个部
门、一个人，管得住一台机
器、一个钉子？

王巧荣介绍，质量问题
的解决需要多个部门的通
力协作，而在大型制造企
业，与技术层面的问题相
比，人与人、部门与部门之
间的沟通反而是最难的。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2011
年，潍柴动力产品质量委
员会(简称PQC)正式成立，
搭建了跨部门沟通协作的
工作平台。

设立产品质量委员会
的灵感与大学里的学术委
员会相通。在大学里，院系
众多，为保证学术研究的
独立性和精英培养，独立

于行政管理之外的学术委
员会由此诞生。

记者了解到，根据质量
问题的层级和严重程度，潍
柴的PQC分为公司级、产品
系列级、生产厂级，每一级
PQC都由采购、设计、工艺、
制造和质量人员组成，分析
问题时由来自不同部门的
人员共同参与、各抒己见。
这样一来，对问题的分析能
更加全面周到，避免了片面
性，有利于找到问题出现的
真正原因。

“建立PQC后，最大的
变化就是效率提高了。”王
巧荣说，以产品漏油这种常
见质量问题为例，一般由销
售部门提出，工艺部门负责
解决。按照原来的办法，大
家都是照规定办事，但一遍
一遍问题却解决不了，或者
严重拖延。如今，通过PQC，
两次集中调度就能轻松解
决这一问题。

C 构建跨部门平台破解“大企业病”

提起潍柴，你是不是还以为要说柴油机？陕西重汽、亚星客车、汉德车桥、法士特变速器、扬柴机器、法国博杜安、意意大利法
拉第、德国凯傲……这些国内外响当当的名号，如今都已在潍柴旗下。除了发动机，卡车、客车、游艇、商务车，甚至至家用小轿
车，都已是“潍柴造”。短短几年时间，这家位于潍坊的内燃机生产商，已经蝶变为横跨 5 国、拥有 10 大生产基地的机械王国。

潍柴何以发展如此之快？记者了解到，在潍柴万变之中有一条没有变，那就是对产品质量的无限追求。今年 5 月份，潍柴入
围首届中国质量奖候选名单。高质量让潍柴屡获大奖，也是驱动潍柴王国的“发动机”。

文/片 本报见习记者 陈川 记者手记

D 销售公司成研发部门“客户”

根据王巧荣的观察，除
了制度好，采用怎样的领导
机制也很重要。

比如，去年下半年公司
开始启动的“售后重大质量
管理改进项目”，牵头人不
是质量部的，而是管营销的
老总——— 潍柴动力执行副
总裁、销售公司总经理冯
刚。对冯刚而言，发动机用
户是他的客户。而在企业内
部，冯刚就变成了质量部、
生产厂、工艺部门和研发部
门需要服务的客户。而这正
是潍柴2012年以来企业宗
旨由“用户满意是我们的宗
旨”向“客户满意是我们的
宗旨”转型的一个例子。

服务客户，光有意识
还不够。2011年3月，潍柴
下发《质量保证系数评价
管理办法》，质量工资正式
施行，将实物质量与各部
门绩效挂钩，真正实现了
质量考核与全员挂钩。在
严厉的质量工资面前，全
员质量管理可不再是纸上
谈兵那么简单。

都说“喊破嗓子”不如
“甩开膀子”，潍柴的经验告
诉我们，质量管理不是认证
出来的，也不是喊出来的，而
是做出来的。提高“山东造”
的质量，“质量强省”还需要
更多像潍柴这样的经济王
国。

转型突围·鲁企正能量

投资十几亿元建成的潍柴动力新区装配生产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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