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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汽车产销处于低位，拖累全行业整体表现——

机械工业该如何走出低谷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刘 瑾

上半年，受宏观经济下行、部分地区国六排放标准提前实施等因素影响，汽车产销处于低位，拖

累了机械工业的整体表现。1月份至5月份，机械工业增加值累计增速为4.4%，低于全国工业和机械工

业上年同期水平。行业要走出低谷，劲儿该往哪使？一些企业已经在智能制造、服务型制造方面作出

了有益探索。专家预计，下半年行业有望止跌回升，全年增速有望达到6%左右——

本版编辑 杜 铭

“2019 年，行业经济运行开局低
迷。”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会长王瑞
祥表示，1月份至5月份，机械工业增
加值累计增速为4.4%，低于全国工业
和机械工业上年同期水平，涉及 5 个
国民经济行业大类的累计增速均较上
年 有 所 回 落 ， 其 中 汽 车 行 业 尤 为
明显。

王瑞祥是在近日举办的第十五届
“中国机械工业百强、汽车工业三十
强企业信息发布会”（以下简称“发
布会”） 上作出如此表述的。他同时
指出，机械工业要坚定信心，积极推
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补齐短板，创
新赋能。

反弹后再度探底

从统计数据来看，2019年，机械
工业增加值增速波动较大，出现了下
滑、回升、再下滑的状况。其中，1
月份至 2 月份，机械工业增加值同比
增长 2%；1 月份至 3 月份这一数值为
6.3%；1 月份至 4 月份为 5%；1 月份
至5月份为4.4%。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师建
华说，从今年 1 月份至 5 月份行业产
销情况来看，受宏观经济下行、部分
地区国六排放标准提前实施等因素影
响，全国汽车产销处于低位，主要表
现在市场消费乏力、消费者信心不
足、观望情绪明显等。

“通用设备制造业和汽车制造业
占行业的比重约为 60%，其增速变化
导致整个机械工业增加值的增速放
缓。”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执行副会
长陈斌表示，从主要大类来看，1 月
份至 5 月份汽车制造业同比下降 1%，
低于全国工业 7 个百分点；通用设备
制造业同比增长5.7%，低于全国工业
0.3个百分点。

其他类别的增速表现略强于上
述的两大类别。比如，专用设备制造
业同比增长9%，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
业同比增长9.7%，仪器仪表制造业同
比增长9.9%，分别高于全国工业增速
3个、3.7个和3.9个百分点。

从重点监测的 120 种主要产品来
看，产量同比增长的产品有48种，占
比为40%，比上年减少32种；产量同
比下降的产品72种，占比达60%，比
上年增加 32 种。陈斌表示，从趋势
看，今年初实现产量增长产品的种类
有所减少，产量增长产品的数量已不
足半数。

陈斌介绍，产品产量增减的特点
主要表现在，重型机械、石化通用机
械等主要产品保持增长，但增速回
落；主要基础件产品保持适度增长；
工程机械、环保机械、仪器仪表经过
高速增长后，产品产销出现分化，主
要产品产量均有升有降；电动电器、
机床工具产品生产进一步趋缓；汽
车、农机相关产品生产依然低迷。

5G突破智能制造瓶颈

在发布会上，江苏哈工智能机器
人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高强表示，受
益于智能制造迎来发展契机，公司首
次入选“机械百强”。

“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
革孕育兴起，经过十多年技术积累，
智能制造在全球范围内快速发展，我
国也在顺应时代发展潮流，不断推出
新举措。”高强说，哈工智能自 2017
年迈出主营业务向高端智能装备制
造、工业机器人一站式云服务平台和
人工智能领域转型步伐以来，目前已
初步完成了工业机器人全产业链布
局。未来，哈工智能将进一步发挥人
工智能与高端智能制造产业协同效
应，通过搭建技术与产业、产业与资
本的桥梁，助力产业转型升级，为建
设制造强国贡献力量。

在不久前召开的移动通信大会
上，由三一重工、华为、跃薪智能等
企业联合打造的全球第一台 5G 遥控
挖掘机正式亮相。在远程操作台前，
大屏幕上清晰地呈现出铲斗的第一视
角和远、近第三视角。通过移动 5G
网络，工作人员启动了远在千里之外
河南洛阳栾川钼矿的全球第一台 5G
遥控挖掘机。在露天矿区里，设备完

成了挖掘、回转、装车等远程、无人
复合动作。

三一大挖研究所所长石向星是该
项目负责人。在展会现场，他难掩激
动的心情，“5G 技术让远程遥控终于
突破了信号传输的瓶颈，这是全球工
程机械行业第一个 5G 应用落地的案
例。”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专家委副主
任蔡惟慈表示，在严峻的外部环境
下，机械行业自身亮点在于结构调整
和转型升级有所进展，主要表现在以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主攻方向
的技术进步明显加速。

师建华也表示，我国汽车产业加
快向新能源、轻量化、智能网联与数
字化方向发展，汽车正在转变为大型
移动智能终端、储能单元和数字空
间，乘员、车辆、货物、运营平台与
基础设施等实现智能互联与数据共
享。生产方式向充分互联协作的智能
制造体系演进，研发制造效率大幅
提升。

服务型制造提升附加值

在用户看来，好的产品与技术服
务是选购的重要标准。

“加上钩机和装载机，我们3个厂
子多次采购，目前已经有 7 台山东临
工集团的设备了。”谈起临工的采矿
设备，长春某矿业公司矿区厂长刘光
彦总结说，“毛病少、效率高、用油
省、服务好”是其使用临工品牌设备

的感受，也是公司不断追加采购临工
品牌设备的主要原因。

“通过服务型制造提升附加值，
成为越来越多企业发展的方向。”蔡
惟慈表示，顺应用户需求升级潮流，
一些企业由过去的单机销售向系统服
务迈进，由单纯卖硬件走向软硬件成
套供应。这不仅方便了用户，而且提
升了自身的效益。

在 2018 年“机械百强”榜单中，
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高低
快全”的产品线、全年稳健上升的经
营业绩，排名第 47 位，比 2017 年上
升了2位。

据了解，2018年以来，山推提出
由“营销驱动”向“产品驱动”的战
略转型方向，打造高出勤、使用成本
低、服务响应快、产品系列全的产品
优势，让客户体验到“高低快全”的
服务感受。

汽车产业也已开始服务重构，从
产品提供者演变为“产品+服务+出行
方案”提供者，用户接口成为关键。

师建华表示，新一代年轻消费群
体更具有个性化特征，对汽车产品与
服务有着更多的情感诉求，包括独特
感、压力释放和体验成长。汽车消费
趋势正逐步从性能消费转向情感消
费，未来个性化按需定制生产将成为
一种潮流。

“总体来看，机械工业结构调整
转型升级有了一定进展，但也不宜
过度乐观；如能继续坚持前行，必有
可观进展。”蔡惟慈表示，这是机械
工业的未来希望所在。他预计，下半
年行业有望止跌回升，全年增速有望
达到6%左右；明年以及“十四五”时
期，机械工业年均增速可能进一步降
至5.5%至6%。

两者融合孕育商机

工业互联网将成5G“落点”
本报记者 姜天骄

近日，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召开“5G 商用与深化工业互
联网创新发展研讨会”，业界专家在会上共同探讨5G与工业互
联网如何融合发展。

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徐晓兰认为，5G最大特征是推
进人机物海量互联，具有大带宽、低延时、高可靠等特性，不只具
有消费应用的前景，更能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工业互联网核心
内涵是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5G赋能工业互联网，将催生全
新工业生态体系，二者融合将推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中科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所长助理曾鹏介绍，5G融入工业
互联网将使其应用场景得到深度拓展。一是覆盖感知，利用5G
大量获取工厂生产实时运行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提升
产品质量，降低成本、节能减排、优化决策。二是柔性化生产，使
生产线高度灵活化，针对个性化需求，利用云化机器人、智能物
流等方式，实现更加灵活、互联、协同的生产。三是人机协作，未
来工业生产需要大量人机协调，不光要做到指令传输，还要做到
复杂视觉、触觉的同步信息传输，包括工业AR等。

“中国联通正在大力推进5G商业覆盖，其中工业互联网领
域是最重要的方向。”中国联通研究院首席科学家唐雄燕表示，
目前，中国联通已与北汽福田开展5G智能制造示范应用，将5G
应用于机器视觉质量检测。同时，与上海飞机制造有限公司合
作建设智能工厂，将5G运用于工业AR和VR等。此外，中国联
通还发起了5G工业互联网产业联盟，呼吁各方共建5G在工业
互联网领域的应用生态，探索商业模式。

与会专家认为，目前5G发展的商业模式还不够清晰，工业
互联网行业发展也处于建设的初级阶段，二者融合发展，机遇与
挑战并存。

徐晓兰建议，下一步，一是要加强运营商和工业互联网企业
的沟通和融合，跨界激发创新动能。二是面向工业互联网发展
需求，在重点领域开展5G商业试点和示范。三是积极探索开放
共赢的新型商业模式，打造一个共建、共享、共赢的生态体系，共
同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特别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多式联运破解长江三峡物流瓶颈

货物“翻坝”走 时间省几倍
本报讯 记者郑明桥 柳洁、通讯员周燕琼报道：近日，

128个标准集装箱装着3200吨东北玉米，从湖北宜昌市白洋港
下船，坐货车抵达三峡大坝上游秭归港，再坐船抵达上游重
庆。这一下一上，顺利实现“翻坝”，全程用时约24个小时，比经
由大坝船闸节约近4天。

宜昌市物流业发展中心副主任江华介绍，这是三峡枢纽首
次开辟集装箱“水运转公路再转水运”（水公水）的翻坝线路，常
态化运行后将成为翻坝物流的“主干道”。

据统计，2018 年三峡大坝过货量达到 1.44 亿吨，远超其 1
亿吨的设计能力，且每年还将增长 10%左右。目前，三峡坝区
核心区平均每天积压待闸船舶 580艘左右，货运船舶通过三峡
大坝船闸平均需要5天。

为破解长江物流瓶颈，今年 3月份，三峡枢纽商品车“水公
水”翻坝转运启动实施。“24小时完成坝上、坝下转运，相比传统
的过闸运输方式,从重庆到武汉可节省 3天的时间成本。”深圳
长航滚装物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蔡辉算了这样一笔账。

2014 年，国务院印发《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
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扩大三峡枢纽通过能力，完善公路
翻坝转运系统，等等。

如今，宜昌以三峡大坝为节点，以坝上茅坪港、坝下白洋港
为核心枢纽，构建翻坝转运体系，引导货物上岸后通过铁路大分
流，或经疏港公路进行翻坝运输小转运，形成“大分流小转运”的
多式联运格局。至今，已构建江海铁、江海公、水公水、水水（过
驳）4种联运模式，开辟多式联运线路7条。

“今年集装箱铁水联运量将达到2万标箱，集装箱翻坝转运
3.5万标箱，滚装商品车翻坝运输12万辆，滚装货车公水转运约
20 万辆，可分流三峡过闸运量共计约 800 万吨。”江华表示，随
着宜昌的一系列交通基础设施相继落地，一条综合、立体、绿色
交通走廊正在形成，将从根本上缓解三峡通道紧张，解决长江水
运梗阻“痛点”。

根据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唐山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达成的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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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克（邯郸）农业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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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市路桥建设有限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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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春梅；高春生/赵小华

李德宏/李娟；河北世德房地产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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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字第15120269号；2016冀银最保字第16120221号；2016
冀银最保字第16120220号；2016冀银最保字第16120222
号

特此公告。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唐山分行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
2019年7月16日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唐山分行与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该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四川监管局批准，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
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天府新区支行
机构编码：B0012S251010002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
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
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许可证流水号：00706308
批准成立日期：2014年04月29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天府新区华阳天府大道南
段 2028 号四川石化大厦 1 号楼第一层 102 号
和第二层202号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
监管局
发证日期：2019年06月25日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
员会网站（www.cbrc.gov.cn)查询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
关于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

理委员会贵州监管局批准予以终止营

业，注销《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

证》，现予以公告：

名称：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阳市

陕西路支行

批准成立日期：1993年08月01日

住所：贵州省贵阳市陕西路1号

机构编码：B0003S252010024

许可证流水号：00459794

批准终止营业时间：2019年7月1日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贵州监管局
关于银行业金融机构终止营业的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