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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数字海洋”建设 完善海洋产业体系

福建启动“蓝色引擎”
本报记者 薛志伟

去年主营业务收入24.2万亿元——

我国轻工业快步走向高质量发展之路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黄 鑫

去年，我国轻工业保持了较

高的增长速度，为国民经济发展

起到了重要支撑作用。轻工业

品种丰富度、品牌认可度、品质

满意度均有显著提升，行业发展

正实现从数量扩张向质量提高

转变。下一步，我国轻工业仍要

通过创新发展、绿色发展、智慧

发展和集群发展，推动行业提质

增效，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

本版编辑 李 景

在日前召开的“轻工业经济运行与
加快高质量发展新闻发布会”上，中国轻
工业联合会副会长何烨表示，2017年我
国轻工业以消费升级为导向，积极推动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强化科技创新、
促进“两化”融合、建设“智慧轻工”等举
措，努力克服原材料成本大幅上升等困
难。据统计，2017年我国轻工业增加值
增速8.5%，完成主营业务收入24.2万亿
元，实现利润1.6万亿元，完成出口5998
亿美元。

运行质量明显提升

2017 年，轻工业较高的增长速度，
为国民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支撑作用。
其中，电池制造、家用电器、玻璃陶瓷制
品、自行车、家具行业等细分行业增加值
增速较高。

在高速增长的同时，轻工业运行质
量明显提升。数据显示，2017年轻工业
规模以上企业 11.5万个，累计完成主营
业 务 收 入 24.25 万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8.34%。其中，农副食品加工、食品制
造、塑料制品、文体及工美、造纸、家电、
皮革及羽绒等7个行业的主营业务收入
均超过1万亿元。

同时，2017 年，轻工行业规模以上
企业实现利润 1.6 万亿元，同比增长
8.96%。其中，农副食品加工、食品制
造、塑料制品、酿酒、家电、造纸等6个行
业的利润总额均超过1000亿元。

2017年，轻工业国内和国外市场都
增长有力。在国内市场方面，快速消费
品中的粮油食品、饮料增长超过 10%；
耐用消费品零售额快速增长，家电和家
具零售额增速突出。其他轻工消费品零
售总额增速也保持平稳，成为行业稳健
发展的重要支撑。

在国际市场，2017年初轻工行业结
束了连续17个月出口负增长的局面，并
实现了较快增长。全年轻工行业进出口
贸易总额为 7624.76 亿美元，同比增长

12.15%；轻工行业出口额占全国出口总
额的26.5%，轻工行业贸易顺差4372.13
亿美元，是全国贸易顺差的1.03倍。

2017 年，皮革、毛皮制品及其鞋类
制品业、家用电器业、塑料制品业、文教
体育用品业、家具制造业等 5 个行业累
计出口额均超过500亿美元。

何烨指出，“一带一路”为轻工业带
来更加广阔的市场机遇。2017年，我国
轻 工 商 品 对“ 一 带 一 路 ”国 家 出 口
1577.25 亿美元，同比增长 8.78%，占轻
工出口总额的29.29%。

创新成果不断显现

“近年来，轻工业科技创新成果不断
涌现，科技进步对行业发展的贡献率进
一步提高。”何烨表示，我国在很多轻工
业领域的创新和国际水平相当，甚至有
些在领跑。据介绍，中国轻工业联合会
在工信部的指导下共编制完成了 3 批

《升级和创新消费品指南》，指南评定出
的产品包括百姓生活中最常用的电饭
煲、洗碗机、豆浆机、吸油烟机、乳制品、
玩具和婴童用品等共计 161 项。其中，
性能优良、质量稳定可靠、可引领消费趋
势的升级消费品 71 项；采用新材料、新
工艺，设计新颖,具有独特功能或使用价
值的创新消费品90项。

特别是针对社会关注的消费热点，
如电饭煲、智能马桶盖等，我国已达到甚
至优于国外同类产品水平。据统计，
2017年，我国出口电饭煲7.3亿美元，产
品遍及日本、印度尼西亚、美国、越南、韩
国等181个国家和地区；出口马桶盖3.4
亿美元，产品遍及美国、英国、德国、荷
兰、墨西哥等174个国家和地区。

“目前，轻工业品种丰富度、品牌认可
度、品质满意度获得显著提升。轻工业正
在实现从数量扩张向质量提高的战略性
转变。”何烨分析说，其中农副食品加工、
食品制造、酒和饮料等快速消费品产业发
展突出安全、品质、绿色健康；家电、家具

等耐用消费品发展突出创新、智能和美观
时尚；文化用品、健身器材、工艺美术、玩
具等产业通过先进设计与智能互联，助力

“乐享生活”新模式，满足人们对教育、健
康、娱乐等更高品质生活的需求。

推动产业集聚发展

2017年，轻工业龙头骨干企业强势
发展，为轻工业提质增效作出了突出贡
献。以海尔公司为例，据公司预报，
2017 年海尔集团收入达到 2419 亿元，
同比增长 20%，增速创近年新高，集团
利税首次突破 300 亿元，全球经营利润
增长了 41%。此外，轻工行业前十强如
美的集团、格力电器股份公司、茅台集团
公司、晨鸣纸业集团公司等业务收入也
实现了从30%到60%不等的大幅提升。

根据中国轻工业联合会的评定，
2017 年评价出的轻工业百强企业的主
营业务收入占到全国轻工业的 10%，利
润占到全国轻工业的13%。入围轻工业
百强企业的最低主营业务收入从 2011
年10亿元提高到目前的40亿元。

何烨表示，2018年将推动轻工行业

增加品种，在皮革、钟表、文体、陶瓷、
工艺美术等行业，推动开发一批技术含
量高、设计精美、制作精细、性能优越
的轻工产品；在轻工全行业推动国际标
准采标计划，推动国内消费品标准与国
际标准对接，提升轻工产品品质；通过
自我培育与国际并购等多种举措，提高
创新能力，提升轻工品牌价值，突破高
端市场。

“2018 年，我们将再发布 100 项升
级和创新产品，发布《轻工业消费升级研
究报告》，引导消费品工业结构调整与转
型升级方向。”何烨说。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副秘书长郭永新
还表示，将帮助轻工产业集群提升建设
水平,提高产业链上下游设计、制造、商
务资源协同能力,推动传统产业集群向
绿色智慧产业集群跃升。

据介绍，2018年中国轻工业联合会
将在长江经济带等重点区域，选择优质
产业集群，加强指导重点培育，争取到
2020年建成30个具有示范带动作用的
轻工绿色智慧产业集群；到2025年建成
绿色智慧产业集群 100 个，并力争培育
出5个世界级产业集群。

近日，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厅相关负
责人表示，为提升行业大数据分析与运
用和综合管理能力，福建将实施“数字海
洋”建设，启动大数据中心建设，建立汇
集海洋与渔业经济、管理、环境、防灾减
灾等信息资源，面向行业应用、军民融
合、公众服务的数据汇聚共享平台，形成
分类分级的海洋与渔业数据管理体系。

在促进项目对接转化与实施方面，
建立“福建海洋创新成果转移中心展示
平台”和“福建海洋众创空间”示范基地；
在推进海洋经济创新发展示范方面，继
续指导推进福州市和厦门市开展国家海
洋经济创新发展示范城市建设工作，配
合国家海洋局作好中期考核评估；在完
善海洋产业园区建设方面，推进闽台（福
州）蓝色经济产业园、马尾琅岐海洋特色
园区、福建海峡现代渔业经济区等一批

海洋特色产业园区建设；在优化海洋产
业发展环境方面，坚持陆海统筹、山海协
作、联动发展，促进发挥加快发展海洋经

济领导小组作用，推动构建区域协调的
产业集群。

“地处我国大陆东南沿海的福建是

海洋资源大省，发展海洋经济具有得天
独厚的优势。”该负责人表示，在谋划海
洋经济新发展时，福建高度重视海洋生
态文明建设，坚持生态管海用海。同时，
福建将加强资源养护工作，继续开展“百
姓富、生态美”海洋生态渔业资源保护十
大行动，加强渔业增殖放流工作。

此外，福建省还将强化海洋生态环
境执法，打造福建海洋“蓝剑”联合执法
行动“升级版”，重拳打击非法采捕交易
红珊瑚等各类海洋与渔业违法违规行
为；开展“海盾”“碧海”和无居民海岛等
专项执法行动。

“对于福建来说，海域是非常重要的
资源要素。如何做好海域海岛资源优化
配置，是福建推进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
需要面临的重大课题。”该负责人表示，
2018 年，福建将加强海域资源管控，按
照不同海域主体功能，科学谋划海洋开
发，合理布局海洋产业。

近年来，福建持续推进海域海岛资
源市场化配置，有效保障了海域资源配
置工作有章可循和公平公开公正透明
运作。今后，福建会落实海域、无居民
海岛有偿使用制度，全面推行海域使用
权出让网上公开工作；推进福建海洋产
权交易服务平台建设，开展海域采砂用
海、填海造地、工业用海等使用权交易
业务。相关负责人表示，福建省将力争
2018 年实现海洋生产总值增长 10%以
上，努力使海洋产业成为福建重要支柱
产业。

图为福建厦门海沧国际货柜码头。 叶莎莉摄

中石油拟新建8座储气库
新闻回放：近日，中国石油天然气西南油气田

公司宣布拟在川渝地区分三个阶段新建八座储气
库，调峰能力超过 210 亿立方米，总投资超过 210
亿元。截至目前，我国主要天然气消费区已建成
储气库25座，调峰能力117亿立方米，高峰日采气
量突破9000万立方米。

点评：我国正处于天然气产业发展的初期，目

前我国地下储气库的实际工作气量占全国天然气

消费总量的 3%左右，远低于 11%的世界平均水

平。此外，由于我国天然气使用具有峰谷差大、消

费不平衡的特点，加之管网储运等基础设施不完

善，巨大的峰谷差对企业调峰能力提出了很高要

求。此次中国石油天然气西南油气田公司拟新建

8座储气库，将对川渝及周边地区的天然气消费提

供有效保障，储气调峰能力也相应得到提升。

半导体部分元器件再度涨价
新闻回放：近日，光颉科技发出涨价通知，由

于厚膜电阻材料成本（包材、浆料、电镀材料、陶
瓷基板）大幅上涨，对部分产品的价格再次调
整。此外，MLCC（片式多层陶瓷电容）制造大厂
也在酝酿再度调涨，部分固态电容厂商已启动调
涨机制。

点评：目前，我国已经成为全球消费电子制造

的中心，也逐渐发展为全球最大的半导体消费

国。但同时，半导体元器件依赖进口的局面并没

有得到改观，存储器、MLCC、微控制单元等半导

体元器件依然被国外厂商垄断。无论是芯片制造

还是封装测试，我国的技术和装备都与世界先进

水平差距甚远，此番元器件涨价又将抬高国内半

导体企业的生产成本。因此，努力打破国外的技

术垄断，争取在国际竞争中突围，仍然是我国半导

体产业的奋斗目标。

人工智能产业迎来快速发展
新闻回放：赛迪顾问3月22日发布的《中国人

工智能产业投融资白皮书2018》显示，当前人工智
能产业发展较快，随着各地人工智能建设逐步启
动，预计到2020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将
超过1600亿元，增长率达到26.2%。

点评：人工智能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新

引擎。作为新一轮产业变革的核心驱动力，人工

智能将重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经济环节，形

成从宏观到微观各领域的智能化新需求，催生新

技术、新产品、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引发经济

结构重大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思

维模式，实现社会生产力的整体跃升。我国经济

发展进入新常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任务非

常艰巨，必须加快人工智能深度应用，培育壮大人

工智能产业，为我国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我国成功研发智能辅助驾驶系统
目标识别准确率达世界先进水平

本报记者 沈 慧

日前，中国航天科工二院二部在人工智能产品领域取
得新突破，成功研制出“基于深度学习的智能辅助驾驶系
统”功能样机。该产品可以移植到方寸几厘米大小的嵌入
式芯片中，可以实现对环境的实时准确智能感知，在目标识
别准确率方面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在智能驾驶公开数据集KITTI上，一般的目标识别准
确率最高为90.55%，处理一幅图片需要4秒，但“智能辅助
驾驶”团队的算法可以达到 90.05%的准确率，处理一幅图
片只需要0.03秒，系统功耗不足5瓦，能够有效降低追尾碰
撞事故、迎面碰撞事故以及路面相关事故。

目前，该团队已突破一系列核心技术，包括多目标检测
与识别、可行驶区域分割、车道线检测等，并在深度神经网
络压缩、深度神经网络编译工具链和智能加速引擎等方面
形成了技术优势。

据该团队负责人郭睿表示，场景语义分割是让计算机
理解它“看”到的图像代表什么，深度神经网络可以通过学
习自行提取高层语义特征，排除逆光、向光、阴影、缺损等因
素对目标检测的干扰。目前，该团队已经与某汽车公司达
成初步合作意向，为其提供智能摄像头。

此外，针对军用车辆驾驶环境中光线复杂多变、夜间行
军禁止照明等特殊场景，“智能辅助驾驶”团队正在研发融
合可见光、红外与毫米波雷达的新型智能传感器，满足军用
车辆全天时、全天候辅助驾驶的需求。该团队在智能感知、
智能决策等方面积累的先进技术，正逐步在武器系统的目
标检测与识别、智能指控等领域发挥作用，为解决这些技术
难题提供了更新更好的思路和方案。

作为智慧总体部，中国航天科工二院二部不仅与科研
院所、高科技企业建立深入合作，积极从外部引进人工智能
技术，同时也积极鼓励青年设计师，研发军民两用人工智能
产品，推进军民融合产业化发展，在创造经济效益的同时，
将快速落地的新技术反哺到军事应用，发展自主的军用人
工智能核心技术。

郭睿表示，“智能辅助驾驶”团队的工作重心已转向“基
于深度学习的智能辅助驾驶系统”工程化与产品化工作，并
与相关汽车厂联合开展功能测试与量产试制，预计将于今
年年底完成小规模量产。

本报讯 记者周雷报道：近日，全球
首个制冷行业供应商生态圈暨联合研发
中心成立仪式在AWE2018配件展区举
办。制冷行业供应商生态圈（SERI）作
为制冷供应链赋能平台，以产业联合组
织方式充分与主机厂商沟通，积极开展
新的供应业态筹划与供应链创新。

据了解，SERI的成立是由安徽万朗
磁塑股份有限公司联合《电器》杂志社发
起的，目前共有包括 12 家成员单位。

“SERI 是在中国家用电器协会的指导

下，旨在促进冰箱配套产业升级而成立
的技术交流平台。”安徽万朗董事长时乾
中表示，SERI将通过产品与服务的敏捷
组合，为全球标杆品牌主机厂不断升级
的需求提供解决方案。

中国家用电器协会理事长姜风指
出，SERI 及供应商联合研发中心的成
立，将聚合更多家电产业链上游企业的
力量，逐步在技术研发、品质管控、完善
工艺、保障供货速度等方面挖掘新空间，
实现零部件行业的高质量发展。

全球首个制冷行业供应商生态圈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