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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北汽海华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汽车轻量化复合材料产业化项目简介 

 

一、项目建设单位基本情况 

1.申报单位经济实力 

山东北汽海华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北汽海华），成立于

2010 年 3 月，注册资金 7250 万元，占地 150 余亩，公司总部位于博

山区，总资产 42690 万元，固定资产 11098 万元。 

公司专业从事汽车钢板弹簧及复合材料汽车零部件设计、制造、

销售，产品覆盖微型车、轻型卡车、中型卡车、重型卡车。产品主要

配套北汽集团、中国重汽、陕汽集团、康明斯、沃尔沃、大众、奔驰

等国内外大型汽车企业集团。特别是与北汽福田建立了战略合作关

系，成为北汽福田的主供方和福田新产品开发指定合作方。拥有北汽

福田戴姆勒公司 60%以上的配套供货份额。 

2.生产经营情况 

北汽海华 2017 实现营业收入 36013 万元、利润 325 万元、税收

1674 万元；2018 实现营业收入 43125 万元、利润 675 万元、税收 1573

万元；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 45127 万元、利润 600 万元、税收 1250

万元。年产各类钢板弹簧及复合材料产品 50000 吨，产品主要配套北

汽集团、中国重汽、陕汽集团、康明斯、沃尔沃、大众、奔驰等国内

外大型汽车企业集团，位于行业前三名。 

3.经营管理和研发能力 

公司是北汽集团参股的股份制企业，现为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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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委员会理事会理事单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悬架委员会会员单位、

淄博市汽车钢板弹簧行业商会会长单位、淄博市汽车部件创新联盟理

事长单位、淄博市创新高成长型企业 50强。2016年与德国 Minda KTSN

公司达成合作，组建“山东北汽默德克复合塑料有限公司”；2017 年

12 月，成功收购北京中材汽车复合材料有限公司；2018 年 5 月，成

功收购了世界领先复合材料汽车部件制造企业德国 IFC 公司，实现海

华汽车部件向复合材料的创新转型。 

公司拥有省级企业技术中心，下设淄博市轻量化高性能汽车悬

挂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淄博市汽车减震及弹性部件工程实验室等研

发机构。通过 IATF16949：2016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GB/T24001-2016、

GB/T28001-2016 环境、安全管理体系认证，GB/T19002-2003 测量管

理体系认证以及安全生产标准化认证。与山东理工大学、北京理工大

学建立了产学研合作关系，共享研发和试验资源。与中国纺织科学院、

中国工程院院士俞建勇及国家“千人计划”专家陈伟刚博士签订了合

作协议，就汽车轻量化技术进行研究合作。拥有国家弹簧标准委员会

委员 2 名，参与制定 GB19844《钢板弹簧》标准和《钢板弹簧技术要

求与试验方法》国际标准。公司在钢板弹簧领域具有国内领先技术水

平，申请并授权发明专利 6 项，实用新型专利 18 项。两项科技成果

经鉴定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二、项目建设的必要性、先进性和可行性 

1、该项目产品符合国家发改委《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

年本)》（修正）》中鼓励类产业政策 

（1）、国家产业政策 

本项目建设符合《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 年本）》（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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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第一类“鼓励类”第十六项、汽车类：“（3）轻量化材料应用：高

强度钢、铝镁合金、复合塑料、粉末冶金、高强度复合纤维等；先进

成形技术应用：激光拼焊板的扩大应用、内高压成形、超高强度钢板

热成形、柔性滚压成形等；环保材料应用：水性涂料、无铅焊料等。” 

（2）、地方产业政策 

该项目上述产品或服务内容符合《淄博市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

录》(市政府办公厅 2011.4.9)中有关规定，符合《淄博市产业结构

调整指导目录》鼓励鼓励类第十三项、汽车类“3、轻量化材料应用”。 

该项目符合国家和地方产业政策的要求。 

2、该项目产品符合《战略新兴产业重点产品和服务指导目录

（2016）》有关新材料产业的有关内容 

《战略新兴产业重点产品和服务指导目录（2016）》3.2.4 中，国

家支持“新型工程塑料与塑料合金，新型特种工程塑料，新型氟塑料，

液晶聚合物，高性能热塑性树脂，阻燃改性塑料，ABS 及其改性制品，

HIPS 及其改性材料，不饱和聚酯树脂专用料，汽车轻量化热塑性复

合材料。新型聚氨酯材料。高性能环氧树脂，聚双马来酰亚胺树脂，

聚酰亚胺树脂，聚异氰酸醋树脂，酚醛树脂”。3.3.1 中“高性能碳

纤维及其复合材料，碳/碳复合材料，高强玻璃纤维、连续玄武岩纤

维、陶瓷纤维、石墨纤维等无机非金属高性能纤维及其复合材料”、

“。高性能树脂复合材料的高效低成本、自动化成型。”等。 

本项目产品符合《战略新兴产业重点产品和服务指导目录

（2016）》有关新材料产业的有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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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项目技术先进性描述 

公司开展的汽车轻量化复合材料产业化项目，主要产品为发动机

用复合材料零部件、新能源电动车电池包壳体、复合材料板簧，旨在

推动汽车重要零部件由传统的钢铁材料实现高性能玻璃纤维及复合

材料的替代，推动汽车行业向新能源、轻量化及智能化方向发展。 

本项目采用复合材料代替原有的金属材质板簧，减轻质量效果更

加显著，可实现减重 72%-83%，具有金属材质板簧无法比拟的优点。  

项目采用的玻纤复合材料板弹簧预浸料工艺技术水平处于全球

领先地位，分别在德国、美国、中国、奥地利等国家申请专利近 30

项；建立复合材料标准化的复合材料性能数据库，其预浸料积累了大

量的数据，GFRP 板弹簧预浸料及板弹簧试验及评估方法在世界领先

位置。 

技术标准方面：复合材料板簧成型工艺目前主要含 RTM 工艺、缠

绕工艺、预浸料工艺三大技术标准，本项目创新的预浸料工艺在实践

应用中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 

4、项目可行性分析 

公司开展的汽车轻量化复合材料产业化项目，主要产品为发动机

用复合材料零部件、新能源电动车电池包壳体、复合材料板簧，旨在

推动汽车重要零部件由传统的钢铁材料实现高性能玻璃纤维及复合

材料的替代，推动汽车行业向新能源、轻量化及智能化方向发展。 

由于复合材料具有重量轻、强度高、耐腐蚀，与钢材和铝材相比，

成形更方便、设计自由度更大、综合经济效益更明显等突出优点，正

日益成为汽车轻量化的首选材料而受到国外汽车界的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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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材料（纤维增强塑料）是一种增强纤维和塑料基体复合而成

的材料。其密度小，设计灵活美观，易成形，耐腐蚀，隔热隔电，耐

冲击，抗振，易于涂装，且强度高、弹性模量高，具有和金属材料相

近的机械性能，在一定条件下有金属薄板所不能比拟的优点，在质量

减轻与强度方面达到甚至超过了铝材，而综合成本更低。 

本项目采用复合材料代替原有的金属材质板簧，减轻质量效果更

加显著，可实现减重 72%-83%，具有金属材质板簧无法比拟的优点，

本项目在完成产业化应用后将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因此，在技术方面

是可行的。 

项目的实施，对于汽车复合材料板簧国产化意义重大，通过推进

成型工艺及产品的开发，来满足国内汽车企业的减重要求和性能要

求，聚焦汽车“轻量化”技术发展方向，整合、带动上下游产业链，

加快汽车智能制造及轻量化产业向高质量发展；同时，项目的实施能

够有效带动当地就业 200 人，经测算，汽车重量每减轻 100 公斤百公

里油耗可降低 0.4 升，二氧化碳排放可减少 1 公斤，复合材料板簧替

代金属板簧后，每台车（重卡）可减重 280 公斤，每年可减少燃油消

耗 2240 升，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5600 公斤，对于节能、环保、降耗、

减排、经济效益意义重大。因此，在经济效益方面是可行的。 

三、项目投资情况 

1、总投资估算 

本项目规模总投资估算为 13000万元，主要为设备投资及流动资

金。2020 年计划投资 3000 万元；2021 年计划投资 6000 万元；2022

年计划投资 4000 万元。 

2、资金筹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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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自筹资金 5000 万元，融资 8000 万元。 

四、项目建设规模及主要建设内容 

公司开展的汽车轻量化复合材料产业化项目，主要产品为发动机

用复合材料零部件、新能源电动车电池包壳体、复合材料板簧，旨在

推动汽车重要零部件由传统的钢铁材料实现高性能玻璃纤维及复合

材料的替代，推动汽车行业向新能源、轻量化及智能化方向发展。 

复合材料代替金属具有以下优势： 

1、具有良好耐酸、耐碱、耐盐雾等耐腐蚀能力； 

2、减重效果明显，比同等金属产品能减重 30-70%； 

3、使用寿命大幅提升，是同等金属产品的 2-5 倍; 

4、通过产品大幅减重，达到节能降耗的效果。 

项目位于淄博市博山区，总投资 1.3 亿元，2020 年 7 月开工建

设，2022 年 12 月底建设完成。项目占地 35 亩，项目利用现有生产

车间 15000 平方米，新上 SMC 生产线两条、注塑生产线两条，复合材

料板簧生产线两条；315 吨～2000 吨专用液压机二十余台；购置粘度

计、三坐标、微量子测试仪、冲击试验机、光泽/色差计等先进仪器

15 台以及其他设备。 

项目建成投产后，可年产 180 万套复合材料产品，其中包括：发

动机用复合材料油底壳 50 万套、缸盖罩 50 万套；新能源电动车电池

包壳体 50 万套；复合材料板簧 30 万支。 

五、2020年主要建设内容 

2020 年预投资 3000 万，主要建设内容如下：1、复合材料原材

料选择，建立健全复合材料集成设计、成形与性能评价方法，建设原

材料性能数据资源库；2、开展复合材料成型工艺研究，将材料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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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与汽车部件成型过程一体化，研究确定最为合理的高性能玻璃纤

维复合材料成型方法；3、进行生产线的布置，并进行样品的试制。 

六、建设地点及占地面积 

该项目建设地点为淄博市博山区饮马村北，占地 35 亩，厂房面

积 15000 平方米，选址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总体规划及环保

要求。 

七、项目进展情况 

项目已办理规划、立项手续，该项目充分利用北汽海华现有土地

及厂房，不需要土地指标，环评手续正在办理。 

立项文号：2019-370304-36-03-081865          

规划证号：3703-03-2008-028 

土地证号：淄国用（2015）第 B03098 号          

房产证号：淄博市房权证博山区字第 05-1053092 号 

八、建设期及起止年限 

项目建设期为 2.5 年，从 2020 年 7 月开工建设，预计于 2022 年

12 月竣工。 

九、项目亮点、经济和社会效益分析 

1、项目亮点 

（1）通过纤维增强复合材料配方及工艺的研究，建立起复合材料

性能分析数据库，利用有限元数值分析与现场试验相结合的方式，优

化设计产品方案，使其满足相关性能指标要求； 

（2）采用玻璃纤维预浸料工艺，疲劳寿命是同等金属产品的 2-5

倍；重量比同等金属产品降低 30-70%左右，产品在使用中起到“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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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保护”作用； 

（3）通过对工艺制造过程进行温度、压力、周期等控制，实现材

料制造的过程控制；通过优化工序、设备的合理配置实现汽车零部件

产品的低成本制造； 

（4）研究复合材料汽车零部件规模化生产在线控制技术，在复合

材料汽车零部件领域形成一整套的规模化生产技术，建设智慧工厂智

能车间，实现产品的规模化智能化生产。 

2、经济效益 

本项目的实施，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项目完成产业化后，可产

复合材料产品 180 万套。项目达产达效后，可实现销售收入 6 亿元，

利润 6000 万元，税收 9000 万元，新增就业 200 人。 

3、社会效益 

项目产品符合当前国内外汽车技术向新能源、轻量化及智能化方

向发展的趋势，具有技术领先性、前瞻性，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引导方

向。汽车轻量化产业化项目的开展，能够在国内各大车企试验、推广，

率先实现复合材料板簧在国内的量产，抢占市场优势，对我省打造高

性能纤维及汽车轻量化推广有显著的带动作用。 

项目的实施，对于高性能汽车专用复合材料国产化意义重大，推

进高性能复合材料成型工艺及产品的开发，满足国内汽车企业的减重

要求和性能要求，从而解决解决复合材料在汽车上应用的共性关键技

术问题，聚焦汽车“轻量化”技术发展方向，着力打造“国内外知名

汽车轻量化技术产业基地”，整合、带动上下游产业链的发展，可加

快当地汽车智能制造及轻量化产业健康、稳步发展。项目建设对于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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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区域汽车部件及配套产业相关的市场、产品研发、发展等都具有良

好的推进效果。 

十、项目联系人 

联系人姓名：马冲 

职务：副总经理 

电话：13573343763 

地址：淄博市博山区白塔镇饮马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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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文件 

 

1、项目立项批准文件 

2、项目建设土地证明材料 

3、项目建设规划证明材料 

4、项目建设房产证明材料 

5、项目单位营业执照 

6、项目技术来源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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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项目建设房产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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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项目单位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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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项目技术来源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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