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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八年入选《财富》世界500强榜单 

2023年排名第278位 

＃278 

2023年前三季度 

营业收入 

2911亿 

2023年前三季度 

归母净利润 

277亿 

员工数量 

19万 

标普/穆迪/惠誉评级 

A/A3/A 

福布斯2023全球 

企业2000强榜单 

＃199 
Brand Finance 2023  

全球最具价值品牌500强 

＃198 

经营业绩 
全球范围内卓越的经营业绩表现 

Brand Finance 2023 

全球最具价值科技品牌100强 

＃36 

Forbes 

GLOBAL 2000 
2023 

Global 500 
Brand Finance 

2023 

Brand Finance 

Tech100 
2023 



暖通空调和小家电领
域的自然增长 

产业链横向和
纵向整合 

全球领域多元化
产业布局 

1968S  1997 2008 2016 2023 1980S  
创业初期 

成立威灵控股 
进入家电电机领域 

1992 

收购东芝万家乐 
空调压缩机工厂 
进入中央空调领域 

1998 

与意黛喜成立洗碗机 
和电机的合资公司 

1999 

从三洋收购磁控管业务 

2001 

收购华凌、荣事达 
进入冰箱和洗衣机领域 
收购重庆通用 

2004 

收购小天鹅 

2008 

投资越南工厂 

2007 
电机业务重组到 
威灵上市公司 

2010 

收购库卡 
收购高创 

2017 

与开利成立多个海外 
合资公司 

2008-2013 

收购东芝家电 
收购Clivet 

2015-2016 

2018 

进入家电领域 

1980 

发展历程 
从单一品类、单一国家运作，成功转变为多品类、多产业和全球运营的企业集团 

小天鹅吸并方案获
证监会批准 

收购菱王，进入电梯领域 
收购合康新能，强化核心部件
领域布局 

2020 

收购万东医疗 

2021 

收入3457亿 

2022 

2023 

收购科陆电子 



业务板块 
ToC与ToB业务并驾齐驱，创新型业务快速成长，形成“1+3+N”业务结构 

智能家居 

提供最佳体验的全屋智能

家居及服务 

企业在数字化转型变革

中孵化的新型业务 

工业技术 

在绿色能源与工业核心部件领域，为全球泛工业 

客户提供绿色、高效、智慧的产品和技术解决方案 

楼宇科技 

为楼宇建筑提供整体解决方案和服务 

智能制造的基石 

基于机器人的自动化解决方案 

机器人与自动化 

创新型业务 



楼宇科技 
4大国内基地1个海外基地，5大产品公司，为楼宇及公共设施提供能源、暖通、电梯、楼宇控制等产品和全套解决方案 

2017年 

  2016年 

• 收购欧洲著名中央空

调品牌意大利CLIVET 1999年 

• 广东美的商用空调

设备有限公司成立 

 

• 全面引进东芝-开

利技术 

2004年 

• 收购重庆通用公司，

全面进入大型中央

空调领域 

2012年 

2010年 

• 合肥基地成立，

产能达40亿元 

 

 

 

2013年 

• 原照明电气公司并

入中央空调事业部 

• 与希克斯成立合资
公司 

• 推出超高效双级压缩全降膜

离心机，先后通过两院院士、

七大科研机验收 

• 与西门子楼宇

科技达成技术

合作协议 

未来 

2018年 

• 原智慧家居公司

并入中央空调事

业部 

 

• 智慧家居公司与

照明电气公司合

并为美智光电科

技公司 2015年 

• 与德国博世成立合资公
司 

发展历程 
2020年 

• 成立暖通与楼宇

事业部 

 

• 收购菱王电梯 

 

• 成立5大产品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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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零部件质量控制的痛点 

供应链条成本控制 

供应链条信息传递问题 

供应链条效率提升 

器件国产化推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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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商池管理 

对供应商进行整合分类，

针对性的制定管理策略 

 

 

 

 

供应商评审 

对供应商的QCD能力进

行评估，判断供方管理

体系是否满足需求 

零部件实物评价 

供应商选择 

根据供应商历史绩效以

及评估结果，选择供方，

签订合作协议 

供应商管理 

五智运营体系：信息

集成与流动，对供应

商质量进行评价管理

及分级，敦促并协助

供应商改进 

供应商集成 

优选供应商集成到新

项目及过程合作中 

怎么选？ 

如何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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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商池管理 

对供应商进行整

合分类，针对性

的制定管理策略 

 

 

 

 

供应商评审 

对供应商的

QCD能力进行

评估，判断供方

是否满足需求 

供应商选择 

根据供应商历史

绩效以及评估结

果，选择供方，

签订合作协议 

 摸家底：系统了解，掌握供方群体 

 差异化：好钢用在刀刃上 

 合理化：太多则整合，太少则开发 

怎么选？ 

 跨部门评估：Q:40%&C:40%&D:20%，责权发欧分工 

战略 

优选 

资格未定 

消极淘汰 

主动淘汰 

关键技术，战略合作 

绩优供方，优选合作 

新供方或“留校察看” 

随产品更替自然淘汰 

绩差供方，主动淘汰 



02-零部件全链路质量控制 

零部件可靠性量化评价模型 

评价维度 权重 评分规则 

关键参数 10% 百分制，根据器件基本性能评分 

参数一致性 20% 百分制，根据CPK所处范围评分 

极限对比 25% 百分制，根据极限所处区间评分 

衰减退化 25% 百分制，根据衰减退化比例评分 

材料材质 20% 百分制，根据DPA材质对比评分 

等级 得分 应用 

A ≥90 优质 

B 
≥80且＜

90 
良好 

C 
≥60且＜

80 
入门 

● 关键参数-零部件的基本性能 

● 一致性-零部件的过程能力 

● 衰减退化-零部件功能性能随时间保持能力 

● 极限-零部件环境适应性极和耐久极限能力 

● 材料/设计/工艺-以上差异的深层原因，实质是反

映零部件风险识别能力 
评分维度和规则 

关键参数打分规则 参数一致性打分规则 极限参数打分规则 参数衰减打分规则 材料材质打分规则 

0

50

100
关键参数 

一致性 

极限 退化 

材料材质 

零部件可靠性分级 

A B C

怎么选？ 



02-零部件全链路质量控制 

 

 

 

 

供应商池
管理 

对供应商进
行整合分

类，针对性
的制定管理

策略 

 

 

 

 

供应商评
审 

对供应商的
QCD能力进
行评估，判
断供方是否
满足需求 

供应商选
择 

根据供应商
历史绩效以
及评估结

果，选择供
方，签订合

作协议 

供应商管理 

五智运营体系：
信息集成与流

动，对供应商质
量进行评价管理
及分级，敦促并
协助供应商改进 

供应商集成 

优选供应商集成
到新项目及过程

合作中 

怎么选？ 

如何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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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 
质量 

智能 
决策 

智能 
分析 

智能 
预警 

智能 
管控 

智能 
预测 

基于VOC（Voice of Customer 顾客声音）、VOP（Voice of Process 过程声音）双轮驱动，以满足用

户需求的市场端质量为中心，从企划、研发、制造、营销、服务的全流程数智化变革，实现端到端的智能分析、

智能预警、智能管控、智能预测和智能决策的全场景数据驱动的数智化运营体系，向全面数智化高质量转型。 



02-零部件全链路质量控制 

智能分析 智能决策 智能预测 智能预警 智能管控 

整
体 
规
划 

数据输入 

汇总统计 

分析维度 

不良趋势预测 

重点不良识别 

场景模拟 

供方品质绩效 

供方品质分级 

供方分类 

内部预警 

外部预警 

供方管控措施 

内部管控 

外部管控 

规
划 

基础数据转化 

①来料    ②制程     …… 
③成品    市场 

供方维度 
1. 事业部 
2. 工厂 
3. 分厂 
4. 大类 

5.  小类 
6.  供应商 
7.  不良分类 
8.  控制点 

信息集成与分析 

 零部件质量信息中台 
1. 市场信息 
2. 过程信息 
3. 测试信息 
4. 引入与淘汰信息 
5. ……. 

趋势预测 
① 不良率骤升 
② 持续恶化 
③ 高位波动 

重点不良识别 

 高频问题点 
 关键物料识别 
 老大难问题 
 低级自错 
 重复发生 

场景模拟 
 经营淡旺季 
 天气气候因素 
 环境因素 
 政策、局势 

品质绩效 

品质绩效独立于综合绩效，
具备一票否决权，对三级供
方，触发供方管理措施 

 一级供方：品质稳定，
优秀供方； 

 二级供方：品质波动，
中等水平 

 三级供方：品质较差，
末位供方 

供方管理措施 

供方初步分类 
① 优秀供应商 
② 良好供应商 
③ 末位供应商 

来料预警 
 重点供方/小类 
 重点编码 
 标准未明确问题预警 

供方预警 

 重点小类 
 重点编码 
 标准未明确问题预警 

管控措施 

① 无 
② 帮扶、整改（SQE主

导） 
③ 观察、淘汰（SQE主

导） 
来料检验管控 
 免检→周期检→常规检 
 针对性来料加严抽检 
 标准更新、拉通 

供方管控 
 针对性成品加严抽检 
 标准拉通 

 重点供方监督评审 
 供方比例限制、辅配、淘

汰 

 零部件五智实施路径：通过数据治理，实现零部件信息集成与流动，实现零部件质量的智能分析，预警，管控，预测与决策； 



02-零部件全链路质量控制 

 动态检验与RMT监控实施：基于正向与逆向风向识别，差异化建立物料及检验项目的频次，周

期。 



03-零部件质量管理的未来 

设计 生产 商务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