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白纸坊东街 2 号 读者服务窗：dzzs@ced.com.cn 010-58393509 查号台：58392088 邮编：100054 传真：58392840 零售每份：1.00 元 广告许可证：京西工商广登字 20170090 号 广告部：58392178 出版管理部：58393115 昨日（北京）开印时间：3∶25 印完时间：4∶05 本报印刷厂印刷

传统制造业融入提升 新兴技术产业化发展

先进制造业唱响工业经济主旋律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黄 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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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坚持科技创新，开发出一批高技术、高难度、高附加值
的新产品，广泛应用于重大工程和高科技领域。图为山西太钢冷轧厂工人在操作智
能生产设备。 新华社记者 燕 雁摄

打造科创中心示范基地

上海优化软件园区布局

2017年，我国先进制造业的发展势
头强劲，正逐渐成为拉动工业经济增长
的主要动力。同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
龙头企业不断涌现，甚至在某些制造业
领域成为全球技术标准的制定者。

数据显示，作为先进制造业的重要
部分，我国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较快，盈利
能力增强。2017 年前 11 个月，高技术
制造业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长 13.4%，
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为 6.68%，同比提
高0.35个百分点。此外，先进制造业的
代表领域也增速较快，如2017年我国智
能制造产值约为15000亿元，机器人市
场规模将达到62.8亿美元。

迈向价值高端

“我国先进制造业大致由两部分构
成，一部分是传统制造业吸纳融入先进
制造技术和其他高新技术信息技术后，
进而提升为先进制造业。例如，智能机
床、海洋装备、航空航天装备等；另一部
分是新兴技术成果产业化后形成的新产
业，并带有基础性和引领性特点。例如，
增量制造，生物制造，微纳制造等。”众诚
智库高级副总裁韦玉怀介绍说。

2017 年，随着研发投入持续快速
增长，我国先进制造业产业结构正向
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已打造了航天、
超算、新能源等多张“中国名片”。数
据显示，2017 年，我国智能制造产业产
值达到 15000 亿元。从 2011 年开始，
过去 5 年年均增长率都超过了 20%，
目 前 仍 处 于 高 速 发 展 阶 段 ，预 计 到
2020 年产值达到 30000 亿元。其中，
卫星应用产业年产值已超过 2000 亿
元，在卫星导航、载人航天、深空探测、
对地观测等领域的国际合作取得了较
大进展；中国的海洋工程装备产业已
多年位居世界第一；中国航天已具备
了较为完善配套的航天装备研发、设

计、制造、试验体系及产品质量保障体
系，是当今世界为数不多的能够提供
运载火箭、卫星、载人飞船、深空探测
器等多类航天产品、发射服务及地面
设施建设等一揽子服务的国家，已跻
身于世界航天大国行列。

“先进制造业包含的领域广泛，从细
分领域来看，目前发展较好的主要是智
能制造装备产业、卫星及应用产业、海洋
工程装备产业、航天装备产业和先进轨
道交通设备业等。”韦玉怀介绍说。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
经济研究所所长秦海林表示，我国先进
制造业拥有社会主义大协作、较硬的信
息网络基础设施、雄厚的高素质产业工
人等产业优势，强有力地推动了产业快
速发展。

打造技术高地

2017 年 12 月 29 日，陕重汽庆祝
2017 年第 16 万辆重卡下线。截至目
前，陕重汽重型卡车市场占有率已达
15.4%。这些成绩的背后离不开潍柴动
力以“动力总成”为核心的黄金产业链。
2005年，潍柴动力吸收合并湘火炬后，
完成了从单一发动机向以动力总成+整
车整机的转型，彻底改变了我国缺少重
型动力总成核心技术的被动局面，同时
也重构了中国重卡行业的市场格局。在
潍柴动力的强力支持下，陕重汽创下12
年来增长10倍以上的傲人成绩。

2017年，以潍柴动力为代表的先进
制造业不断创新，积极抢占核心技术新
高地。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快建设
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推动互
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
融合。“党的十九大报告把发展先进制造
业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相对于传统
制造业而言，先进制造业是指制造业不
断吸收和应用电子信息、新材料等高新

技术成果，实现优质、高效、低耗、清洁、
灵活生产，取得良好经济收益和市场效
果的制造业总称。”市场咨询机构众诚智
库总裁杨帆说。

秦海林表示，2017 年，先进制造业
正加速应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
新技术，破解生产过程中的“信息孤岛”，
实现“数据实时共享”，促进“物理世界+
数字世界”加速融合。

比如，制造企业九阳从研发端、设计
端、制造端和产品端统筹发力，积极应用
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及人工智能技术，不
断提高自主研发能力和产品创新能力，
向先进制造业转型升级。其产品九阳无
人豆浆机与APP连接后，能实现远程控
制、远程预约、智能购豆等智能互动与体
验。“2017年，我国先进制造业创新能力
显著增强，不断加速核心技术研发与应

用，助力‘虚拟技术+网络技术’推广应
用，增强了制造工艺及设备和工厂的柔
性及可重构性。”秦海林说。

培育产业集群

“2017 年，我国已经涌现出了一批
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龙头企业。”杨帆举例
说，比如机床领域的沈阳机床、大连机床
两大集团，其年销售收入均超过百亿元，
位于世界机床产业前10强。工业机器
人领域的新松机器人、海尔哈工大机器
人、安川首钢机器人等在世界机器人产
业舞台已占有重要位置。

更加可喜的是，一些先进制造业集
群正在崛起。据秦海林介绍，中国先进
制造业已有分别以“中国硅谷”“中国数
谷”“中国光谷”“中国软件名城”为称号
的中关村科技园、贵阳大数据产业集群、
武汉光电信息产业集群、杭州软件与信
息服务业及人工智能产业集群，以人工
智能为主的广州机器人产业集群，以电
子信息、高端装备等为主的长江经济带，
以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等为主的珠三角
产业集群。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培育若干
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从空间布局
看，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等东部地区
已经具备了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的良好基础。有一定研发和技术积累的
中国先进制造业将在全球率先取得突
破，主要包括家电制造业、汽车及汽车零
部件、客车制造、通信设备制造业、科技
硬件、工程机械等行业。”韦玉怀说。

“要把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与培
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更好结合起
来，打造一批高水平的‘中国制造2025’
示范区和国家新型工业化示范基地，形
成因地制宜、特色突出、区域联动、错位
竞争的制造业发展新格局。”工信部部长
苗圩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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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制造业的核心是新一代信息技
术与传统制造业的深度融合。对发展先
进制造业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推动互联
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
合，迸发新活力，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是促使制
造模式、生产组织方式及产业形态深刻变
革的重要抓手，是实现实体经济高效率与
高精度的核心所在。互联网、大数据、人
工智能实现泛在连接和普适计算无所不
在，能重构制造业技术体系与价值链体
系，提高智能化服务水平，促使产业价值
链重心由生产端向高附加值的研发设计
等转移，打造异地协同研发设计、个性化
定制、精准供应链管理等新竞争优势，加

速生产型制造向服务型制造转变。
在此背景下，智能制造仍是发展先

进制造业的主攻方向。要大力实施智能
制造工程，集中力量攻克关键技术装备，
培育智能制造生态体系。全面推广工业
化与信息化融合管理体系，增强工业软
件等信息技术服务基础能力，支持企业
加快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改造。深化
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积极培育网
络化协同、个性化定制、在线增值服务、
分享制造等“互联网+制造业”新模式。
实施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战略，加快构
建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打造网络、平
台、安全三大体系，努力取得先进制造业
的国际市场主动权和话语权。

主攻智能制造 加强深度融合

□ 金 文

市场研究机构Gartner近
日公布了2017年第三季度全球
服务器市场报告，浪潮的云服务
器销量和销售额跻身全球市场
第一，惠普和戴尔EMC位列二、
三位，中国厂商首次在全球知名
市场研究机构的调研中拿下全
球第一。经过长期运营以及技
术等各个层面的创新，中国企业
已经抓住了云计算变革机遇，改
变了中国和全球的服务器产业
竞争格局。目前，包含浪潮在
内，服务器全球市场份额前6位
企业有3家来自中国。

中国服务器企业为何能改
变国外品牌“一统天下”的格
局？一方面，这来自于中国蓬
勃发展的数字经济。服务器是
数据中心的核心设备，“互联
网+”“中国制造 2025”等政策
的实施，网购、共享单车、高铁、
移动支付等中国“新四大发
明”，都离不开服务器等信息化
设备的支撑。随着以云计算、
大数据、移动互联网、智能终
端、物联网为代表的新一代信
息技术普及速度不断加快，云
数据中心得到了巨大的市场空
间。另一方面，过去几年中，中
国服务器产业实现了从技术跟
随到技术引领，截至2017年11
月中国企业申请的服务器专利
数位居全球前列，浪潮集团副
总裁彭震告诉记者，以浪潮为例，浪潮在国际三大开放计算
组织（OCP、ODCC、OPEN19）中，在多节点云服务器领域累
计贡献专利118项，位居全球服务器厂商首位。据悉，浪潮
是目前全球人工智能计算领域拥有产品线最丰富、最强的企
业之一，在中国人工智能领域占有60%以上份额。

在全球化布局方面，中国服务器厂商也在不断“走出
去”。彭震介绍说，美国和欧洲是浪潮海外布局的第一优先
级市场。“在美国我们已经形成了包括销售团队、研发团队、
服务团队和生产线在内的完善体系，在欧洲也实现了快速
拓展，还与NEC就拓展欧洲市场签署了合作协议。”

据Gartner预测，全球多节点服务器还将保持6.1%的
复合增长率，该类服务器在北美市场的占比将在2021年达
到45.4%。随着云服务器的进一步发展，中国企业在全球
服务器市场的优势还将不断强化。

本报讯 记者沈则瑾报道：上海市西软件信息园近日
在上海青浦区成立。这是上海优化软件园区布局的战略举
措之一，将在园区规划布局和建设机制上大胆创新，着力实
现高科技园区建设与现代化城市管理的协调统一，推进产
业和城市深度融合。

据介绍，上海市西软件信息园计划通过“十三五”“十四
五”时期的建设，聚焦中国制造2025需要的物联网产业、工
业软件产业、位置服务产业、智慧健康产业、智慧物流产业、
人工智能产业；着力推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企业
在园区内的集中集聚，园区经营收入到2020年达到600亿
元，到2025年达到1500亿元。

上海市西软件信息园将打造成为上海未来开发水平更
高、成熟度更高、产业等级更高、产业规模更大的具有全球
影响力的科创中心示范基地，成为软件和信息服务产业核
心要素集聚区、行业应用先导区、创新创业实践区、产城融
合示范区。

·广告

中国人寿，作为国内寿险行业的龙头企业，坚守本
源，突出主业、做精专业，依托覆盖全国城乡的服务网
络，致力于为社会大众提供优质的保险产品和服务。在
公司上下的共同努力和社会各界的信赖支持下，公司
2017年保费收入突破5000亿元大关，攀越新的发展高
度，成为我国保险发展史上的又一里程碑。

5000 亿元的背后，是中国人寿以 5 亿多客户心为
心，在人民群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弱有所扶、学有所
教、客有所尊等方面所做的大量扎实工作，是服务实体
经济、推进民生工程、参与社会管理的生动实践。

辉煌国寿 行业龙头

中国人寿总部位于北京，注册资本282.65亿元人民
币。公司以悠久的历史、雄厚的实力、专业领先的竞争

优势及世界知名的品牌赢得了社会广泛客户的信赖，始
终占据国内保险市场领导者的地位，被誉为中国保险业
的“中流砥柱”。

截至2017年9月30日，公司总资产达人民币2.87
万亿元，居行业首位；营业收入5476.52亿元，同比增长
20%；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为282.37%，大幅高于监管要
求。截至2017年12月15日，公司保费收入突破5000
亿元大关，总市值达1183.9亿美元，位居全球上市寿险
公司前列。公司致力于构建新一代综合业务处理系统，
依托先进科技，全面提升公司经营管理能力，提升客户
体验，已全面满足5亿客户在人身保险领域的保险保障
和投资规划需求。

品质服务 客有所尊

公司坚持“诚实守信、客户至上”的服务理念，为 5
亿多客户提供保险保障，将社会责任融入服务中。公司
运用移动互联、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随时随地为客户
提供7*24小时全天候、一站式的服务，致力于带给客户
更加便捷、高效的服务体验。持续打造“牵手”系列服务
品牌，仅2017年上半年就举办各类活动近7000 场，可
统计的参与人数已超过500万人。公司为超过7000万
名长险投保客户提供不同层次、等级的全球紧急救援、
健康咨询和贵宾关怀服务。近在身边的服务受到广大
客户、销售人员、管理人员一致好评，影响力持续提升。

科技创新 绿色引领

中国人寿秉持绿色发展理念，推进服务向科技驱动

转型。公司主动拥抱技术浪潮，大力推进“网上国寿”、
“智慧国寿”、“数字国寿”三级跳，运用科技手段为大众
提供便捷的保险服务。

布局完善的科技基础设施。高标准建成中国人寿科
技园和数据中心。机房面积达5万平方米，是国内率先
获得T4国际认证的地下机房。随着科技园落成，中国人
寿“两地三中心”的多活云数据中心建设蓝图全面落地。

建立业界先进的现代化IT治理结构。引入国内先
进的流程管理思维，着眼全局、着眼未来、着眼客户体
验，对寿险经营管理各个领域流程进行了顶层设计和全
面梳理，建立了面
向未来的全新的
业务架构和流程
体系。

搭建企业级
三层云架构。创新
性 地 规 划“ 大 后
台+小前端”的IT
总体布局，在国内
金融行业率先落
地了IaaS、PaaS、
SaaS层次完整的
云计算实例，实
现 “ 内 外 可 聚 、
上下可聚”。处理
能 力 大 幅 提 升 ，
基础资源配置更
为灵活。

经过长期努

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一个决胜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的时代，也是一个需要充分发挥保险保障功能，建
设保险强国，满足人们美好生活需要的时代。中国人
寿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5000亿元保费平台为新的
起点，秉承“成己为人，成人达己”的“双成”文化
理念，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加快发展，转型升级，
防控风险，改革创新，为客户提供更好服务，为股东
创造更多价值，为社会担负更大责任，为建设国际一
流寿险公司而不懈努力。

砥砺奋进的中国人寿 使命·责任·担当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保费突破5000亿元大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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