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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家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集体登场——

机器人“军团”挺进工博会
本报记者 黄 鑫

10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9.2%

消费需求强劲拉动物流业景气回升

智能制造助力航空工业“高飞”
本报记者 郭静原

本版编辑 杜 铭 李 景

我国西部首座核电站一期工程建成

预计到2019年市场规模将达27.1万亿元——

企业网购成电商“主力军”
本报记者 崔国强

10月31日，深圳市新益技术有限公司技术人员在国
内最大的近场测试场对基站天线进行测试。日前，该公
司自主研发的针对天线进行球面近场静区的检验技术应
用成功，达到国际水平。 本报记者 李树贵摄

天线近场静区测试成功应用

本报北京 11 月 2 日讯 记者杨国民
报道：我国物流业在消费需求带动下继续
呈现回升态势。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
今天发布的 2016 年 10 月份中国物流业
景气指数为 59.2%，较上月回升 0.2 个百
分点；中国仓储指数为 50.7%，较上月回
升 0.1 个百分点；中国公路物流运价指数
为108.1点，比上月回升8.7%。

中国物流信息中心副主任何辉认为，
10月份，物流业景气指数、公路运价指数和

仓储指数均有所上升,反映出国内市场继续
呈现稳中向好态势。从行业看，铁路运输业
物流业务活动继续呈现明显回升态势，快递
业则保持高位运行态势；从品种看，与民生
相关的食品、纺织、医药等继续保持活跃的
态势，反映出消费需求依然强劲。而公路运
价指数的显著回升，除了有需求回升的因素
外，更主要的是“治超”影响。

10 月份，受物流需求回升和物流业
务量增加带动，物流业设备利用率指数环

比回升1.1个百分点，回升至58.3%，从业
人员指数为 52.8%，环比回升 1.2 个百分
点。其中邮政业从业人员指数回升幅度
明显，呈周期性变化，显示出未来两月快
递快运业用工需求较大。同时，固定资产
投资完成额指数回升，物流基础设施趋于
改善。10 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
数为52.6%，回升2.3个百分点，反映出物
流运行的基础设施条件有所改善。

10月份，平均库存量指数为57.8%，较

上月回升3个百分点；库存周转次数指数为
57.1%，较上月回落1.4个百分点，反映出为
应对临近电商促销等活动，物流各行业增
加与民生相关产品的库存，库存周转次数
指数虽有所回落，但仍位于较高水平。

从后期走势看，新订单指数较上月回
落0.7个百分点，为56.1%；业务活动预期
指数为58.3%，较上月回落2.3个百分点，
两项指数均保持较高水平；预示物流业务
活动仍将保持回升态势。

本报南宁 11 月 2 日电 记者童政 周骁骏报道：西
部首座核电站——广西防城港核电站一期工程今日全面
建成。该工程由中广核和广西投资集团共同投资建设，
两 台 机 组 均 采 用 中 广 核 自 主 设 计 的 改 进 型 压 水 堆
CPR1000 技术。首台机组已于 2016 年 1 月 1 日投入商
业运行，2号机组于2016年10月1日投入商业运行。

据悉，防城港核电一期工程2台机组投运后，每年可
提供 150 亿千瓦时安全、清洁、经济的电力，减少标煤消
耗 482 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约 1186 万吨，减少二
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排放量约19万吨。

据了解，该工程多个关键设备首次实现国产化。首
次实现核燃料装卸贮存系统（PMC）和固体废物处理系
统（TES）等设备国产化，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推动了
我国核电自主化水平的进一步提升。

10 月 31 日，由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
信息司指导，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
院、中国电子报社主办的2016“互联网+”
企业采购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赛迪顾问
联合中国电子报社发布了《2016 中国自
营式企业网购分析报告》。《报告》预测，
2016年中国电子商务市场整体交易规模
将达 19.8 万亿元，其中企业级电子商务

（即企业网购）市场规模将达 15.1 万亿
元，同比增长22.1%。

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信息司巡视员
胡燕认为，信息经济和电子商务让传统采
购变得简单化、数据化、透明化、高效化，

“互联网+”企业采购时代正在到来。据
胡燕介绍，2016 年企业网购市场呈现三

大特点。一是企业网购流程更为专业化、
规范化、透明化，企业采购行为日趋市场
化和公开化，公开招标采购制度逐步完
善，企业采购已经成为企业运营信息化不
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企业级电
子商务需求呈现非标准化和定制化特
点。随着企业级市场的完善和发展，用户
的需求不再是单一标准化的，而是逐渐呈
现多样化和定制化的特点。企业级用户
需要降低采购成本、提升采购效率，实现
一键式采购。例如京东推出专门针对企
业办公采购、营销类采购、企业员工福利
类采购需求的“办公通、积分通、采乐通”
等定制化产品需求。三是传统线下服务
向线上转移，电商大数据作用凸显，电子

商务服务的深化促使企业级电商数据迅
速扩大，跨行业、跨视角、跨媒介的丰富数
据进一步增加。

从企业网购中的刚需品市场分析，
2016年上半年，定制数码类和电脑整机两
大类产品占到企业网购总市场的 57%。
中国科学院大学网络经济和知识管理研
究中心主任吕本富认为，个性化定制数码
和电脑整机产品深受欢迎，一方面源于电
商平台利用数据优势，加强用户需求库和
商品库建设，提供从售前咨询到售后服务
的一整套商用服务，个性化产品的高端服
务增强了用户消费愿望；另一方面，随着
生活水平的提高，个性化定制的中高端数
码产品、电脑赢得了用户的青睐。

胡燕认为，未来3年中国企业级电子
商务发展将有两大趋势。“首先，人工智能
技术将为电商注入新活力，人工智能技术
能提升大数据分析能力，提升客户行为和
信息收集、分析能力，为电商带来革命性
影响；第二，虚拟现实将是未来企业级电
商流量入口，虚拟现实技术将改变目前基
于智能手机的终端入口。虚拟现实技术
的特点是场景化、体验化，与电子商务结
合将改善目前电商体验差等问题，为电商
平台带来流量。预计到 2019 年，中国电
子商务市场将达到 36.3 万亿元，年均增
长率为22.5%；企业网购市场将有望达到
27.1 万亿元，年均增长率为 21.3%。”胡
燕说。

智能制造之光在11月1日举办的第
十八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上处处闪
耀：会跳舞能打球也会给汽车喷涂的机
器人“军团”，顺着永磁体轨道快速悬浮
飞行的高铁列车，可以灵活调整配置并
与网络互联的整套“工业 4.0 智能生产
线”，能识别语音的自动手写笔⋯⋯

本届工博会上，2016年63家智能制
造试点示范项目集体登场。蒙牛乳业的
乳制品数字化工厂、旭新光电的显示玻
璃数字化车间、中国商飞的网络化协同
设计制造云平台等一一展示。工信部部
长苗圩表示，以人、机器和资源间智能互
联为特征，制造业生产方式、发展模式和
产业生态正发生深刻变化。智能制造是

“中国制造 2025”确定的主攻方向，也是
我国制造业紧跟世界发展趋势、构筑竞
争新优势的关键所在。

工信部已连续两年实施了智能制造
试点示范专项行动，确定了两批共 109
个试点示范项目。从本届工博会上可以
看出，试点在流程制造、离散制造、智能
装备和产品、智能制造新业态新模式、智
能化管理、智能服务等方面不断进步，一
批智能制造关键技术装备实现重要突
破，高档数控机床、工业机器人、智能仪
器仪表、增材制造等领域快速发展，产业
化能力不断加强。

作为智能制造的重要终端和载体，
机器人“军团”是本届博览会上最抢眼的
一道风景线。与去年相比，本届工博会
机器人参展规模增加了超过一倍。在机

器人展区，中外机器人上演了一场精彩
的“大战”。ABB、库卡、发那科、安川等
国际机器人巨头悉数到场，新松、广州数
控、埃斯顿、埃夫特、新时达等本土品牌
也盛装亮相。

这一边，德国库卡的机器人带来了
酷炫的架子鼓表演，还和观众比赛“打地
鼠”游戏；日本川崎的双腕定位机器人无
缝配合、相互协调，高效地完成装配作
业；发那科的小型协作机器人身材娇小、
柔性十足，让机床上下料、电子装配等领
域的人机协作变得更为安全。

另一边，沈阳新松机器人公司的展
台也好不热闹。双臂协作机器人灵活快
速地安装着无人机螺旋桨，并拿下了本
届博览会的工业设计金奖；轻载复合机
器人在扑克牌特定位置上精准地盖着印
章，并和双臂协作机器人、演员一起表演
了令人叫绝的机器人舞蹈。“国内首台智
能柔性 7 轴轻载复合机器人”和“国内首
台完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双臂协作机
器人”，代表着我国的机器人水平已进入
国际一流行列。此外，长相甜美的小i机
器人对观众自然互动、有问必答，中信重

工的矿山机器人则演示了如何在矿山高
危环境下作业。

以机器人为载体的智能生产线、智
能工厂也被搬到了本届工博会上。德
国制造企业博世带来了“工业 4.0 智能
生产线”，采用模块化设计，能在不同
任务间切换，可以根据生产要求灵活调
整配置，还能将现有的设备、生产线与
网络互联。本土企业明匠智能则展现
了智能工厂：原材料出入库无需人工值
守 ，产 品 到 物 料 均 通 过 穿 梭 车 、立 体
库、提升机实现原料的自动装配；自动
引导小车加机器人配合视觉传感器实
现产品的柔性组装，摆脱传统生产线的
限制实现类似人工组装；客户可以直接
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个性化设置下单
生产。

秦川机床不仅展出了机器人的核心
零部件减速器，还展示了智能制造技
术。秦川机床工具集团股份公司第一事
业部总经理吴康介绍说，今年 6 月，秦川

“工业机器人减速器数字化车间”被工信
部列入“2016 年智能制造综合标准化与
新模式应用项目”。

目前，我国企业研发设计、生产装
备、流程管理、物流配送、能源管理等关
键环节的智能化水平不断提升，重点行
业数字化设计工具普及率超过了85%。

“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智能制
造需求市场。”工信部副部长辛国斌表
示，要利用好这一庞大的市场需求，把大
力发展自主品牌的智能制造装备产业作
为“中国制造 2025”的重中之重，积极推
进试点示范，实现自主品牌智能制造装
备和解决方案的大规模工程应用，系统
推进智能制造。

“‘智能化’已经深度影响了航空
的未来。从预算研发到试制生产再到定
型试飞，从供应链到装配线再到航空
城，从原材料到产品运营，一切都要求
建设更加科学高效的运行生态体系，朝
着航空智能制造方向快速演化。”在10
月 31 日举办的中国国际航空航天高峰
论坛“航空智造”分论坛上，中国航空
工业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张新国认为，在

“中国制造 2025”的发展背景之下，航
空制造将不再只是选择合作或自主研发
新的机型占领市场，而是进一步借助智
能供应链、产城融合等一系列创新技术
和 信 息 系 统 来 推 动 整 体 业 态 的 更 新
换代。

航空工业项目研发周期长、资金成
本占用高等因素始终制约着航空业态的
健康稳定发展。工信部装备工业司副司
长孙峰表示，在航空工业领域推进智能
制造，将有效缩短航空装备产品的研制
周期，降低运营成本和资源能源的消
耗，推进生产系统的适应性和灵活性，

对提高航空装备研制水平，加快开发高
水准的航空器产品，推动航空工业转型
升级、创新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航空智能制造发展逐渐向
数字技术全面覆盖、智能装备广泛应
用、系统平台集成统一、网络空间深度
利用等四个方面发展。

通用电气公司全球副总裁向伟明表
示，目前，通用电气已经与不少飞机制
造商、航空公司合作，共享飞机的制
造、使用和维护数据，进一步优化资产
的使用效率、降低使用成本和维护成
本，帮助用户从中受益。

中国航发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仿真
专业专家组组长崔志敏说，从设计、制

造，到产品落地、装配的整个过程中，
波音集团都运用了仿真技术实现产品的
设计和原型交付，“仿真技术将助推航
空发动机利用虚拟原型制造手段节约成
本，从而做出更好的产品。”崔志敏
说，仿真工具能够大幅度加速航空铸造
工艺设计的进度，复杂的铸造工艺可从
原来的3年缩短至6个月。

中航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淮
龙说，中航物流已建立完善的物流网
络，并在航空核心城市大力推进中心库
建设，“我们自主设计了自动化的立体
存储库，通过数据化管理，可减少装备
存放不当造成的废料，并提供原材料采
购、集中下料、库存管理、上线配送等

全流程供应链服务，快速响应客户需
求，提高效率效益”。

如今，航空智能服务逐渐在行业内
兴起，包括个性化定制服务、敏捷的运
营支持等。如通用电气公司的“技术+
管理+服务”所创造的产值已超过公司
总产值的 2/3，英国罗罗公司的主导产
品也从过去的航空发动机演变成为发动
机飞行时间，通过“租用服务时间”为
用户提供保养、维修等服务。

“我们需要加快建成完备的智能工
厂、数字化车间，以智能服务的创新带
动航空工业的整体发展。”工信部赛迪
智库装备工业研究所航空产业研究室副
主任金伟说。

涨、涨、涨，这似乎已经成为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煤炭市场的一
种习惯。截至10月26日，环渤海
5500 大卡动力煤价格指数在经
历连续 17 周的上涨以后，已经逼
近600元/吨。

煤价高歌猛进，是煤炭市场
供需形势发生改变的外在表现。
最近公布的一系列数据也印证了
煤炭市场需求正在回暖。进入今
年三季度以后，全国煤炭消费增
速由负转正，同比增长 0.5%。其
中，电力行业耗煤增长 4.8%，9 月
份当月更是同比增长8.5%。

从后期走势看，煤炭需求仍
然有进一步增加空间。一方面，
进入四季度以后，水电出力或继
续减少，火力发电加码将带动煤
炭需求进一步增加。另一方面，
随着今年冬季采暖负荷逐步加
大，煤炭消耗也将有所增加。

煤炭消费需求回升和预期的
改善，对于煤炭企业而言是利
好。不过，外界也在担心，煤炭需
求的回升，会给环境治理带来进
一步的压力。现阶段，我国煤炭
消费的主要形式是直接燃烧，全
国约有近一半的煤炭用于燃煤发电，由此产生的煤烟型
污染比较严重。

近年来，我国煤炭消费的“口子”正在越收越紧。此
前国务院印发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也明确提出，
2017 年，煤炭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降低到 65%以下。可
以预见，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去煤化”呼声将越来越高，
煤炭消费的减量化也将成为主流趋势。这也意味着从更
长远的角度看，煤炭市场需求很难有绝对增长的空间，煤
炭价格也不具备持续上涨的基础。

因此，煤炭企业切莫因为煤炭价格飙涨而得意忘形，
而把煤炭行业面临的减量化、清洁化的重任抛诸脑后。
特别是在环境治理压力越来越重、治霾呼声越来越高的
背景下，煤炭企业更应该抓住有利时机，及早谋划实施煤
炭清洁化利用战略，进一步加大在煤炭清洁生产和利用
方面的投入力度，把推动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与发展清洁
能源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实现煤炭产业由资金和资源
推动向以技术创新驱动为主的方式转变，努力实现绿色
发展，赢得未来的主动权。

煤炭清洁利用之弦不能松

林火灿

为期 5 天的第 18 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 11 月 1 日在上海拉开帷幕，2308 家中外企
业前来参展。图为德国博世首次在华展示从智能开发、智能物流采购、智能制造到智能
服务的工业4.0全价值链解决方案。 本报记者 陈 颐摄

大型旅游综合体成旅游投资新亮点
本报北京11月2日讯 记者郑彬报道：全国旅游项目

管理系统统计显示，目前全国在建的旅游综合体项目2027
个，占全部在建旅游项目数量的 19.2%；预计总投资
52235.7亿元，已完成投资12253.2亿元，占全部旅游投资
的38.8%。其中，投资额在100亿元以上的大型旅游综合
体项目131个，已完成投资3529.3亿元；投资额在200亿元
以上的大型旅游综合体项目45个，已完成投资1492.6亿元。

旅游综合体是近几年旅游产业发展中出现的一个新
业态，是以一定的旅游资源和土地资源为基础，将旅游功
能、文化功能、体育功能、商务功能、社区功能等进行有机
结合的旅游产业聚集区。据国家旅游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全国大型旅游综合体以旅游休闲为导向，如华侨城、
万达乐园等综合体已经成为地方旅游消费活跃程度的

“风向标”和“晴雨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