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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家济南本地零部件企业参加，一场供需对接会的背后：

重汽供应链之变带来什么样的机遇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
延，许多企业遭遇了空前危机。近
日，很多企业发布了不同程度的
裁员或减薪计划。然而，作为山东
的骨干企业，山东重工集团旗下
公司却逆势频频发布招聘信息。

据潍柴集团官网和官方微
信，近期潍柴先后发出了招聘应
届本科、硕士、博士以及社会招聘
博士人才等信息。同时，还通过社
会平台，为潍坊地区企业招聘
1000名一线岗位技能人才。

潍柴一名人力资源顾问告诉
记者，今年潍柴计划招聘超过
3000人。其中，重点引进软件及智
能化领域人才，电控、信息化、新
能源、液压、发动机等方面的中高

端人才，尤其加强博士人才引进。
记者注意到，同样是山东重

工集团旗下企业，4月15日，中国
重汽集团在央视频“国聘行动”直
播平台发布了“163”校园招聘计
划（100名博士、600名硕士、300名
本科生）和实习生招聘计划。4月
17日，中国重汽在官方微信和官
网同时发布了为济南地区企业招
聘1000个技能人才岗位的信息。

潍柴集团与中国重汽两家企
业 2020年累计招聘计划名额达
5000人，其中技能人才2000人。事
实上，这样的招聘规模，也与眼下
企业的旺盛产出成正比。

记者从潍柴了解到，得益于
对经济形势的精准预判和疫情防

控的到位，2月5日潍柴逐渐恢复
满产秩序，并带动了国内产业链
上下游300多家合作伙伴迅速复
工，到2月底产业链整体复工率
就超过了90%。进入4月份，潍柴
已全面进入超产状态。4月15日，
山东重工集团董事长谭旭光在潍
柴集团各发动机工厂调研时，立
下新目标——— 4月份毫不动摇再
创历史最好水平。

中国重汽也是大年初三复工。
中国重汽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一季度中国重汽生产重卡5万辆，
与去年基本持平。3月份，实现重卡
生产入库2 . 35万辆，创造了中国重
汽新的月度产量纪录。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于悦

计划招5000人，潍柴和重汽逆势“放大招”

葛相关新闻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于悦

供应商优化至2600家
省内企业占到35%

4月 16日的这场供需对接
会，已是一个月内济南召开的第
三场产业链供需对接会，现场座
无虚席，面对重汽提出的产业链
配套需求，数十家企业展开自我
推销，三个多小时的对接会座无
虚席。

中国重汽作为一家商用车整
车生产企业，对供应商的资质、规
模、产品质量的要求极高。同时，
随着近年来中国重汽改革力度的
加强，企业对于供应链条的改进
也在进行。想要进入中国重汽的
供应商圈子并非易事。“我们配套
产品的供应商有2600多家，山东
省内配套企业占比35%，江浙占
23%，湖北占6%，河北5%，其他
31%。”在16日的济南市汽车及零
部件产业链供需对接会上，重汽
集团采购中心副主任王霞说。

针对供应商体系存在散、乱、
差的现象，重汽一直在进行着改
革，在去年召开的中国重汽集团
供应商大会上透露，重汽的供应
商已从以前的 4 5 0 0 家减到了
4000家，中国重型汽车集团有限
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谭旭光讲
道，希望在2020年，将供应商数

量至少减少1000家。从这次对接
会上透露的供应商数量来看，重
汽的这一改革已有成效。

而疫情的到来，也给这场改
革带来了新的契机。

自大年初三复工以来，中国
重汽就开足马力保订单促生产。
一季度，中国重汽克服国内、国际
零部件资源保供的压力，生产重
卡5万辆，与去年基本持平，特别
是 3 月份，实现重卡生产入库
2 . 35万辆，创造了新的月度产量
纪录。

能取得这份亮眼的成绩单并
不容易。重汽的部分供应商，特别
是湖北的供应商因为疫情的到来
出现了困难。据了解，中国重汽在
湖北的供应商涉及车桥、铸锻件、
锁等，“其中锁类就有15个下级
产品，他们的供应商又分布在广
东、江苏等地，就缺少这么一个小
件，整车就装不起来。”王霞说，为
了保证生产，他们将模具、半成品
等运至其他供货方，其中就包括
济南本地的企业。

对接会现场，不少济南本地
企业都表达了想与重汽合作的意
愿。钢铁是汽车的主要原材料之
一，泰山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长王永胜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我们既有冷轧也有热轧，既有普
碳又有不锈，从上下游方面应该
都是资源比较好的供应商，合作
空间很大。”

王霞也说道，重汽的复工复

产得到了省、市政府的大力支持，
政府部门在配件物流、商品车运
输等方面解决困难，为重汽的复
工复产创造了有利条件。

本地配套率正提高
不乏核心零部件

目前，在重汽配套供应商中，
济南有340家，占13%，不过仍存
在结构上偏低，供货额不高，智能
化、电控等高端产品比较欠缺等
问题。

近年来，随着济南招商引资
和营商环境的改善，这种状态已
逐步开始改变。仅以高新区为例，
济南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张维国
介绍，在中德企业合作区，有4家
德资企业因重汽落地济南。博世
汽车转向系统（济南）有限公司
每年向重汽提供十几万台转向
机；福士汽车零部件（济南）有
限公司主要生产商用车底盘、
气制动管路、发动机油管等产
品；大陆汽车电子（济南）有限
公司每月向重汽提供2 . 75万个
组合仪表；汉格斯特滤清系统

（济南）有限公司专门为重汽提供
机油过滤模块。

这其中，不乏底盘等核心零
部件。山东小鸭精工、济南豪曼汽
车等本土企业，也通过努力进入
了重汽的合作伙伴圈子。

“建设世界一流的商用车集
团，没有一流的供应商体系就是

空话，要从全球引入优质高端供
应商，推动济南当地化制造落地，
构建、优化国际供应链体系。”谭
旭光此前曾表示。其中的当地化
制造无疑能够促进济南汽车制造
业进一步转型升级。

“产业链的本地化非常有必
要。”王霞在对接会上表示，今后
将在技术、品质等满足的前提下，
尽可能地提高济南或周边地域供
应链配套率，保障供货和供应链
的稳定性。

供需对接会上，济南市工信
局局长汲佩德也表示，无论从产
业链安全还是降低成本来说，提
高本地产业配套率，实现本地链
式集群发展，都是好的做法。“龙
头企业要帮带本土配套企业，本
土企业也要提高自己产品的性价
比。”汲佩德说，要围绕本土化，降
低物流成本，形成最稳定的产业
链条。

“重汽轻量化项目转型对铸
铝企业而言是一个发展机遇。但
疫情下，怎么把本土供应链赶快
接起来？本土企业如何配套好、服
务好龙头企业，为家门口的产业
链配套做出贡献？这个机会花落
谁家，最终还是看企业实力。”济
南慧成铸造有限公司董事长刘燕
岭说。

未来，要真正实现商用车全
链条的产业集群，济南还需要吸
引、培育更多的优质零部件生产
企业，在济南及周边聚集。

4月16日，一场特殊的供需对
接会在济南市莱芜区举行。济南
当地的106家汽车及零部件企业
通过报名参加对接，对接会的“主
角”则是济南市最大的商用车整
车生产企业中国重汽集团。从企
业长远规划和应对疫情的角度来
看，重汽将尽可能提高济南或周边
地域供应链配套率，保障供货和供
应链的稳定性。这也给济南汽车产
业链带来了新一轮提升机会。

今年 2月 12日，山东重
工（济南莱芜）百万辆整机整
车绿色智造产业城项目在济
南莱芜区正式开工。据了解，
山东重工(济南莱芜)绿色智
造产业城项目总投资1535亿
元，分三期建设，建设周期为
5-8年，全部达产后，年纳税
额200亿元，是全市投资额第
一、项目规模第一、生产产值
第一的最大体量项目。

绿色智造产业城的开工
建设，无疑给济南汽车及零
部件产业发展带来了重大发
展机遇。该项目将百万整车
整机产能集中、供应链集中，
将打造全球制造业最具效
率、成本、创新等优势的新模
式。将引进国内外知名整车
高端配套企业，构建“汽车零
部件+整车+物流”全产业链
条。可以预见的是，未来一个
崭新的商用车生产集群即将
在济南出现。

在莱芜区举行的济南市
汽车及零部件产业链供需对
接会上，也对这一重大项目
的进展进行了介绍，山东重
工（济南莱芜）百万辆整机整
车绿色智造产业城力争2021
年全面投产，一期项目2020
年底投入试生产，“前期我们
组织了多轮对配套供应商的
筛选，一期项目首批入园配
套企业已筛选了14家，总计
划 用 地 9 9 0 亩，总投资额
25 . 86亿元，平均投资强度在
一亩260万元，预计建成后产
值规模能达到54 . 6亿元。”重
汽集团采购中心副主任王霞
说，其中有两家国际配套企
业和12家国内配套企业。

作为济南市最大的商用
车整车生产企业，中国重汽
带给济南的远远不止每年
600亿余元的营收。未来的济
南，若要重振制造业名城的
荣誉，也不仅需要中国重汽
一家大规模的企业。随着山
东重工（济南莱芜）绿色智造
产业城项目的建设，济南也
有望围绕中国重汽这一龙头
企业，聚集大量商用车上游
企业，将济南打造成商用车
生产名城。

济南将打造新的
商用车产业集群

葛延伸阅读

2月12日，山东重工(济南莱芜)绿色智造产业城开工建设。整个产业城计划投资1535亿元，将在5-8年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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