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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耸遗失人民警察证，警号：

185872，现声明作废。

▲佛山市通利副食购销部（经营者：林

文英）遗失发票专用章一枚，印章编码：

4406041120330，现声明作废。

寻死者家属

▲2024年7月3日，在广东省佛山市

南海区狮山镇小塘五星村中铁广州局

工地搭桥下面河边发现一具未知名男

性尸体。死者年龄约20至30岁，身

高150厘米。死者上半身着浅色短

袖翻领T恤，下半身着蓝色运动长裤，

双足穿深色短袜。知情者请与佛山市

公安局南海分局刑侦大队联系。（联系

电话：0757-86332391）

2024年7月11日

产业链长、企业量大、技术复杂……

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如何突破技术之困？
习近平会见

孟加拉国总理哈西娜

（上接A01版）

双方要办好明年“中孟人文交流

年”，促进两国文化、旅游、媒体、体

育等领域交流合作。中方愿同孟

方密切国际和地区事务协作，加强

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协调和合

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哈西娜表示，孟方对同中国拥

有深厚友谊倍感荣幸，对中国在习

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克服各种困

难挑战取得日新月异的伟大成就、

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深表钦

佩。孟加拉国坚定致力于推进民

族解放和减贫发展事业，感谢中方

在此进程中给予孟方宝贵支持。

孟方希望学习借鉴中国成功发展

经验，扩大两国经贸、基础设施、减

贫等领域合作，加强青年、文化等

人文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极大促进了本地区经济发展和民

生改善，孟方将继续积极参与共建

“一带一路”合作。欢迎中方积极

参与孟南部一体化开发计划，助力

孟实现“2041愿景”。孟方坚定恪

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中方在台湾

问题上的立场，坚决反对外部势力

干涉中国内政，坚定支持中方维护

自身核心利益。相信孟中全面战

略合作伙伴关系必将取得更大发

展。

王毅参加会见。

占我国GDP近三成的制

造业，正与新一代信息技术加

速融合：工业互联网覆盖全部

41个工业大类；建成 421家

国家级示范工厂、万余家省级

数字化车间和智能工厂……

但同时，制造业数字化转

型也面临产业链长、企业量

大、技术复杂等挑战。截至

2023年11月底，我国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数量 48.3万户，

去年规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

利润率 5.76%，广大中小企

业位于价值链中低端，利润微

薄，数字化基础较弱、改造周

期长难度大。

身处转型浪潮中的制造

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如何拥

抱日新月异的信息技术？

基石
打破信息孤岛，连接设
备、产品、供应商、客户

一家汽车零部件厂生产

线90%互联，平均每8秒生产

一只马达。

一家变速器企业打造工

业互联网平台后，技术图纸可

直接传到供应商的生产线，带

动140多家供应商数字化。

一家工程装备企业根据

客户电子订单灵活决定生产，

交付周期缩短50%，产品库存

降低70%……

这是记者近期走访企业

看到数字化转型带来的生产

效率提升。记者发现转型的

一个基础是连接，最初是内部

的设备、生产线、工厂、产品相

连，更先进的是把产业链上游

的供应商和下游的客户等也

连起来，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制

造需求。

传统制造业一个主要痛

点是不能根据市场需求灵活

生产。目前，大型企业对于数

字化转型普遍意愿强烈，积极

打造平台连接上下游企业，形

成综合客户和供应商信息的

枢纽。

中小企业则被数字化技

术门槛较高、成本较高等困

扰，艰难探索。工信部赛迪研

究院今年对约 300家中小企

业数字化转型的调研显示，超

过半数的企业认为存在转型

自身能力不足的问题，而且转

型成本高企，抑制企业转型需

求。

中小企业多分布在传统

产业和价值链中低端，数字化

基础薄弱。重庆、湖南多家企

业的负责人告诉记者，工厂缺

乏协同采集、数据相互融合的

新制造设备，市场上数字化服

务商主要提供的是通用型解

决方案，难以满足企业个性化

需求。

“企业数字化转型，不仅

是 IT技术升级，更是认知、思

维方式与经营模式的深层转

型。”赛迪研究院总工程师秦

海林说，在顶层规划、蓝图设

计、架构搭建、软硬件开发、系

统实施、数据分析等方面，中

小企业仅靠自身很难实现，依

托平台生态是重要路径。

数字基础设施日益完善，

为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提供支

撑。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最

大的光纤和移动宽带网络，算

力规模全球第二；云计算、大

数据等技术创新能力加强，工

业软件等产品和服务能力提

升。

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

正在多措并举推动制造业转

型升级。今年 5月国务院常

务会议审议通过《制造业数字

化转型行动方案》。会议指出

“做好设备联网、协议互认、标

准制定、平台建设等工作”“要

加大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

的支持”。

广东省为龙头企业、中小

企业、产业园、产业链部署 4
种不同的转型路径，预计到明

年推动超过 5万家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数字化，带动100万

家企业上云。

湖南省推进“智赋万企”

行动，预计到明年推动 70万

家企业上云和 4万家企业上

平台，75%的规上制造企业基

本实现数字化网络化。

重庆市实施“一链一网一

平台”试点示范，力促产业链

“抱团”数字化转型，预计到

2027年规上制造业企业基本

进入数字化普及阶段，推动

15万家企业上云。

专家说，政府推动企业

“上云上平台”，很大程度帮助

中小企业走上智能化的“高速

公路”。

重构
以数据驱动构建崭新制
造模式和生态

个性化定制一套西装要

多少钱？

“十年前要上万元，现在

1000多元。”青岛酷特智能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蕴蓝说。

针对高库存这个服装行

业的痛点，脱胎于传统服装企

业红领集团的酷特智能，十多

年前开始创建数据大脑，研发

版型、工艺等数据库，工厂每

一步指令都由数据驱动完成，

并提出从客户到制造的大规

模个性化定制模式，改变传统

以产定销的工业批量生产模

式，实现从“供需”到“需供”的

转变。

以设计为例，酷特智能可

在 7秒内完成对人体 19个部

位的数据自动采集，依托已形

成的百万万亿量级数据，快速

调出与客户身材相匹配的西

装版型，设计成本降低 90%
多。与转型前的传统产线相

比，目前的“全模块数字化治

理体系”帮助公司减少80%的

生产管理岗位，企业效率直接

提升20%；该数字体系已在服

装鞋帽、机械、电子等50多个

行业150多家企业应用。

制造业与数字技术深度

融合的重要成果就是，数据成

为新的生产要素和发展引

擎。数据可以推动资源优化

配置，重构制造模式和生态，

提升制造业的质量和效率。

“日益出现的产业互联网

平台，就是动态采集汇聚产业

链上下游各类数据，以数据驱

动设计、采购、仓储、生产、销

售、风控等多业务场景的产品

服务创新，通过数据流带动商

品流、订单流、发票流、资金

流、物流等多流合一，提升全

产业链效率。”中国信息协会

产业互联网分会副会长张健

说。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院

长余晓晖说，工业互联网大规

模发展可以畅通经济循环，因

为工业互联网下面连接设备、

设施、工业资产，外面连接企

业、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

是一个全面、深度、广泛的连

接体系，信息和数据可以无缝

流动。

专家指出，在万物智联、平

台经济、生态重构的大趋势下，

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不仅是

技术改进，更重要的是在数字

生态中寻找生存发展空间。

引擎
5G+工业互联网等技术
融合将带来巨大变革

长虹美菱打造“菱云”工

业互联网，将上下游 1700余

家企业纳入同一系统，接入约

2.4万台工业设备终端，为链

上企业免费提供账户和软件，

改变以往“两家人”的沟通模

式，在一个平台实现产销协

同，链上企业可一目了然看到

订单数量、生产安排、完成进

度，成为链主企业的一个“内

部单元”。

“这样可解决产业链上的

共性问题，让中小企业多快好

省用上工业互联网，它们切身

体会了数字化的好处，才会追

加投入，最终推动行业整体转

型。”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

智能制造所所长胡明勇说。

越来越多像长虹美菱这

样的大企业参与打造工业互

联网平台，赋能中小企业。据

统计，目前国内有一定影响力

的工业互联网平台超过 340

家，连接设备近1亿台。

从适用行业范围看，有的

是面向所有行业的通用平台，

有的是针对一到少数几个行

业的专用平台。从形式上看，

有的是交易平台，打通企业上

下游的采购数据，对接交易资

源；有的是工厂管理平台，通

过打通工厂的海量设备数据

实现控制和管理。

工业互联网运行的重要

难点在于，打通不同层级之间

的数据。按照数据走向，工业

互联网架构大致分为四层：网

络层、存储层、软件层、产线

层，每一层都对相应的服务商

提出技术要求。

目前工业互联网的服务

商，有华为、联想、中国移动等

信息通信企业，有腾讯、阿里

巴巴等大型互联网企业，也有

用友、金蝶等软件开发商，还

有深耕制造业的龙头，如工程

机械领域的徐工、三一，家电

行业的海尔等。

“我们的工业互联网生态

体系很有活力，可以开发出更

好适应工业发展需要的应用、

数字化产品及解决方案。”余晓

晖指出，5G应用不只是传输

技术，而是把5G的高带宽、低

时延的能力与计算技术、人工

智能、AR、VR、人机交互等结

合形成的技术组合能力，有很

大的发展空间，能够更大程度

释放生产力，带来更大的变革。

为进一步加快中小企业

数字化转型，专家建议打造优

质服务商队伍，丰富数字化服

务产品，加强服务供需对接，

完善数字化服务生态。

工信部赛迪研究院中小企

业所所长龙飞说，应鼓励服务

商分析行业共性问题和企业个

性需求，打造一批“小快轻准”

服务产品，精准匹配企业需

求。研究探索建设全国性中小

企业数字化转型公共服务平

台，打造满足行业共性需求和

中小企业个性需求的数字化转

型资源池、工具箱，提供标准

化、便利化解决方案。

（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