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计算机辅助工程实施经验谈－－一汽信息化建设 
 
    中国一汽集团公司，始建于 1953年，1956年正式投产，近五十年的发展，累计为国家
生产了三百万辆汽车，上缴利税二百多亿元。从 80年代初，就开始了在计算机辅助工程应
用方面的探索，当时主要是进行铸、锻模的设计及冲压模具的数控加工。进入 90年代，行
业竞争越来越激烈，企业要想占领市场，必须在生产的周期上、产品的更新速度上大做文章。

加速技术改造，缩短设计与生产的周期，适时推出适合市场需要的产品是企业生存的法宝。

由于有了近十年的计算机应用的经验，集团公司于 1992年成立了计算机应用领导小组，组
长由公司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担任，组员包括集团公司两位副总工程师、汽车研究所所长及

电子计算处处长，具体规划和推行计算机的应用技术，并确定了“统一领导、逐年投入、突

出重点、由点联网”的方针。  
    所谓统一领导，就是从建立全公司联网的计算机管理和工程应用系统着眼，制订公司的
发展方案，选择公司统一的支撑软件及硬件平台，集中使用资金，确定投资方向，组织公司

内部的协作，督促和检查应用的效果。  
    由于建设全公司计算机系统需要的资金数目庞大，公司每年只能在技术发展基金中提取
二千万元左右用于这个项目，同时因为人才培养需要时间，应用条件成熟先后不一，不可能

一气呵成。我们决定根据企业需要，选择应用条件比较成熟、应用人才初步掌握技术的部门，

按系统集中投入，使投资力度基本满足单位的需要，每个工程技术人员都能亲自使用计算机

进行工作，改变技术工作的面貌。经过连续几年投入，应用点逐步增多，同时完善各单位的

局域网络，运行正常后联入公司主系统。  
    具体操作时，着重做好以下几点：  
 
    一、人才培养重中之重，贯彻人才先行方针。  
 
    计算机在现今社会中的各个领域显示着巨大的威力。它自身的发展是如此的迅速，从早
期的简单计算机到现在的人工智能，计算机的更新换代速度之快，变化之大也是有目共睹的。

如果各专业技术部门的人员，掌握了计算机应用，就会如虎添翼，使技术工作提高到新水平。

但良驹要有好的驭手，计算机技术的应用，就好比良驹与骑手的关系，有了先进的软件和硬

件——良驹，还必须有高水平的应用人员——骑手，只有培养出精通本专业技术，又熟悉计

算机使用的人才，才能事半功倍，取得良好的应用效果。  
    为此，我们把培养科技人员驾驭计算机的能力作为重点，由上至下制订了政策，把是否
掌握计算机，能否应用到本专业作为晋升职称和工资的条件，鼓励科技人员学习计算机。  
    我们分别与美国欧特克（Autodesk）公司、PTC公司、微软公司、法国马特拉（MATRA）
公司合作建立培训中心，几年来已有上千人参加了应用软件培训，成为骨干，目前正服务于

集团公司的各个部门。对即将开展应用的单位，我们充分利用培训中心的条件超前为其培养

人才，待软硬件一到即可马上投入应用，避免设备等人，资源浪费。  
 
    二、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加快计算机应用的发展速度。  
 
    集团公司规定，公司所属各单位开展计算机应用时，应当自筹一部分资金完成机房建设，
购置空调、UPS 等，需要的微机也由自己筹款购置。公司每年的专款只用来购买昂贵的工
作站、服务器和各种软件。  
    机房的建设，要由集团公司电算处统一标准和验收，微机要按电算处推荐的型号购买。
符合要求的，由电算处负责维修及备件供应，使各自采购的机型得到统一。软件则由公司统



一购买及供应。通过统一机型和软件，为全厂的系统管理、联网创造了有利条件。  
    从 1992年到现在，我厂已有高档工作站和服务器近 300台，微机自购了二千多台。发
挥两个积极性的结果，大大加快了计算机应用的发展。  
 
    三、处理好主导软件和辅助软件的关系  
 
    我们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选定 AutoCAD，Euclid，Pro/Engineer三种软件公司的主导
支撑软件，从产品设计开始，到工装的制造全过程，都用支撑软件的格式来传送数据信息，

以保证传送的可靠性和精确性。  
    但是这些支撑软件虽然具有功能比较广泛的长处，仍不能完全满足公司各个专业的需
求，因此允许各专业按自己的需要选用一些优秀的功能软件作为支撑软件的补充。但我们规

定，辅助软件只能在本单位应用，向外传送的文件，必须转换成支撑软件的数据格式才能输

出。这样，既能补充支撑软件的不足，又能保证数据传送的同一性和可靠性。  
 
    四、发挥专业职能处室作用，加强计算机应用的支持和管理  
 
    公司领导小组以电算处为自己的工作机构，从制订规划、软件硬件选型、采购谈判、安
装、调试、人员培训、硬件维修、操作系统维护及支持、软件的二次开发等全过程，都要配

合专业厂一同工作。各单位之间的联网，则由电算处负责完成。  
 
    五、注重实效，讲求效益  
 
    各单位装备计算机后，由集团公司总部下达具体任务，要求在计算机上完成，并按规定
考核进度。  
    许多单位在任务的压力下，加班加点，日夜兼程，在实战中锻炼提高，很快提高了水平，
完成了任务。对于只摆花架子，只用来表演的情况，一经发现，立即批评，限期改正，限期

不改将抽回设备。  
    1992、1993 年，我们重点装备了全公司的车身设计、制造系统，以后又装备了设计部
门的底盘、发动机、总布置及试验部门，再发展到工艺装备设计制造部门，每装备一个系统，

都要做到 CAD/CAM 实现一体化，设计部门的数据，直接用来制造，大大加快了生产准备

进度。经过几年工作，目前汽车产品的设计工作，已基本实现 CAD，三维出图达到 95%以
上、二维图已 100%使用计算机出图。工装设计约有 30%实现 CAD,工厂设计达到 45%，非
标准设备已有 10%的工作量由计算机完成，产品开发流程，也发生及大变化。  
    计算机辅助工程分析（CAD）在一汽也得到了很好的应用。早在 80年代初期，我厂就
已着手进行有限元结构分析程序的开发和应用，取得了很好的效益。最近几年，我们又引进

了碰撞分析软件（MSC/DYTRAN）、冲压分析软件（LS-DYNA3D）、铸造分析软件（ProCAST）
等，在实际生产中得到了很好的应用。  
    ProCAST 是一个专门为分析、评价和优化铸造工艺的铸造过程仿真系统。借助它，铸
造技术人员能够在设计铸造工装之前，预测铸件质量，制定最优工艺方案，降低废品率，节

省材料和劳动力，最大可能地降低成本，大幅度缩短铸造工艺定型周期。铸造过程数值模拟

技术被认为是今后十年对提高铸造业竞争力起关键作用的一项技术。我厂技术人员采用

ProCAST 铸造软件对汽车离合器壳的压铸过程进行了成功的模拟，结果与实际铸造过程十
分相符。我们还将对发动机缸盖，进气道等复杂工艺铸件的成型过程进行更深的分析和研究。  
    汽车零件中薄板冲压件比重很大，电算处、工艺处、模具中心三家单位合作，利用



DYNAFORM、OPTRIS 等软件，对小红旗油底壳及灯罩底座冲压过程进行了数值模拟，改
进了以往只靠经验对模具进行修补的工作方式，大大缩短了冲压模具的设计周期并提高了冲

压质量。  
    另外，我们还运用MSC/DYTRAN对汽车碰撞过程进行分析研究，采用MSC/DYTRAN
对汽车零部件进行静态动态及热应力分析，随着 CAE技术在我厂的进一步应用，一汽会更
快地推出性能更高、成本更低的新车型。  
    总之，一汽集团公司大力推广计算机辅助技术的应用已取得很好的经济效益。例如
JettaA2 的改型设计项目，大众公司当初认为一汽不具备设计能力，需向国外委托，外方索
要 6000万马克，约合 3亿多人民币，回来经多次考察、商谈，决定有一汽完成设计及工装
制造任务，这样，不但节省了这三亿多，还收回设计制造费 8000多万元，而计算机投资只
有 1600万元。  
    计算机的应用，为开展并行工程创造了条件，使产品开发进度大大加快。过去我们开发
一个车型，从产品设计到正式投产，一般需要 5-6年的时间，而这次捷达王轿车的改型项目，
只用了不到三年的时间，除开发进度大大加快，产品质量也得到提高，正是应用计算机，实

现 CAD/CAM一体化，使用统一数据库开展并行工程的结果。  
    到 2000年，一汽集团将形成 70万辆生产能力，其中中重型车达到 15万辆；轻型车 25
万辆；轿车 30万辆。产量要达到 45万辆，其中中、重型车要达到 12万辆；轻型客货车达
到 16万辆；轿车达到 17万辆。销售收入 500亿元。要实现这一战略目标，一汽所面临的特
殊问题是，我们是全国产品系列最全、覆盖地域最广、全资、控股、子公司最多、规模最大、

人员最多的汽车集团，因而问题也更加复杂。  
    90 年代以来，我们虽然进行了上亿元的投入，安装了 300 台工作站和近千台微型机，
配置 Euclid、PRO/E、AutoCAD、CIMTRON等软件，虽然提高了效率改进了质量，加速了
开发，但由于仍是工程技术上的模仿，限于各部门之内，限于工程技术人员，效果还十分有

限。我们要寻求一种把并行开发产品及相关过程进行集成的系统化方法，即借助计算机系统，

综合运用管理技术、制造技术、信息技术、系统工程技术，将产品开发过程中有关人、技术、

经营管理三要素及信息流与物流有机地集成的并行工程方法。掌握了这种方法的产品开发系

统，将实现新产品高质量、低成本、上市快，从而使企业赢得市场。  
    任何机械制造行业都包含两个循环：一是产品开发，一是生产制造。对汽车行业来说，
这两个循环虽然互相关联，但相对独立。完全可能先解决第一个，取得经验后再解决第二个。

并行工程与 CIMS仅是对象的区别，前者针对产品开发，而后者是整个企业。哲理与方法是
一致的，如果我们在实施并行工程上取得突破，就有可能在此之后更上一层楼，拓展到

CIMS。又由于我们结合一汽实际先抓关键因素，找到切入点，也就降低了对诸如资金、人
员等资源的需求，降低了实施的难度，使得 CIMS工程更易见到实效。  
    运用并行工程后，将缩短产品开发、试制周期，预计可提前半年新车型投入生产，新车
型的 Audit 分值投产时即可达到 2.4。随着并行工程的运用，目标成本计算将由原来的估算
过渡到计算机化，使成本计算更趋科学，提高其准确性和及时性。  
    尽管我们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与国外汽车厂家相比在应用的范围上和深度上都有太大的
差距，我们要继续努力，“十五”期间计划再投资两个亿，加强 CAD/CAM应用，不断扩大
计算机应用的力度及应用范围，使我厂的 CIMS工作取得更大的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