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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国之重器担当国之重任

—
—

来自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的调查

本报记者

孙潜彤

数字经济赋能先进装备制造业
蓝庆新

先进装备制造业是以国家重大发展需求与重大

技术突破为基石，对经济社会全局和长远发展发挥

着重大引领与支撑作用的产业集合体，是体现国家

和区域产业国际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所在。当下先进

装备制造业呈现出创新驱动、集群带动和数字赋能

的态势，其拥有的规模效应、成本效应、集聚效应、知

识溢出与创新效应，直接推动了产业结构升级以及

经济发展。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高度重视先进装备

制造业发展，把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作为落实区

域高质量发展战略定位的关键途径。通过顶层设

计，积极利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聚焦完善创

新生态攻坚突破，为打造国家重大战略和产业技术

创新策源地、提升先进装备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提

供了强有力支撑。

随着新技术革命蓬勃发展，我国经济发展方式从

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新一代信息技术成为创新

活动最为活跃的领域。基于创新扩散效应，数字经济

与实体经济的融合让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数字

技术成为驱动实体经济内涵式发展的动力源。这些

技术不仅能够引导企业提升从生产到服务全流程的

实时数据获取与解析效率，还能在全产业链分享实时

数据，进而有利于人才流通平台、数据传输平台和信

息共享平台发挥协同作用，增强决策分析的有效性，

提升知识资本的流动性。作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代表，先进装备制造业发展需要数字经济赋能。沈

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在发展先进装备制造业过程中，注

重数字化赋能，积极推进传统产业数字化改造，通过

产业数字化与数字产业化的双轮驱动，打造先进装备

制造业的智慧产业链，夯实区域高质量发展的根基。

以实体经济为抓手，通过数字经济赋能先进装备

制造业，是我国实现产业升级和结构转型的必然途

径。一是强化顶层设计，加速制定并完善详细的规划

行动指南，明确产业发展方向和路径，突破产业自身发

展瓶颈，以前瞻性眼光为产业创新发展探寻突破口，采

取有效政策强化先进装备制造业与数字化的融合。二

是坚持高端制造和智能制造方向，围绕数字经济布局

先进装备制造业，打造智能制造工厂与系统创新平台，

推动先进制造企业实现智能协同运营。三是鼓励拓展

国际合作，采用专项资金扶持、税收减免、人才引进、高

科技产品进口通关等方式，支持先进制造企业在数字

技术领域开展国际交流，广泛吸纳国际资源，开拓国际

市场。四是促进集群发展，凭借关联带动力强的项目

吸引上下游企业集聚，充分发挥先进制造产业集聚带

来的规模效应与协同效应。借助数字化产业链，增强

企业关联性和相互渗透性，形成高效、持续的发展动

力。五是发挥人才效能，坚持引育并重，鼓励企业积极

与高校开展专业化、定制化、国际化的人才培养合作，

有针对性地培养和引进先进装备制造业所急需的数

字技术创新型人才与应用型人才，推动产业人才

需求与供给实现有效对接。

（作者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贸易
规则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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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别的经济技术开发区“站”一起，辽宁沈阳经

济技术开发区属于底盘稳重型，这里的企业很有

特点。

首先是块头大。这里生产的大型装备，体形硕

大，仿佛随时要冲破 20 多米高的厂房天花板。用于

运输这些装备的车辆长达数十米，一旦遇上复杂路

况，转个弯都费劲。

其次是分量重。这里的装备能“上天入地”，在

我国深海、深空、深地等领域凭借技术策源地优势抢

占科技制高点，以“国之重器”服务“国之大者”，常被

誉为“国家砝码”。

如今，沈阳经开区内不少企业已是“八九十岁”

高龄，既重又大且老的传统装备制造业如何转型升

级为先进制造？怎样把“关键的事”办成“漂亮的

事”？靠什么跟上时代节拍、焕发青春活力？

压力再重没有使命重

90 岁的中国科学院院士李依依不顾劝阻，执意

踩着窄仄的镂空梯子，下到沈阳地铁试验段十几米

深的地坑中，仔细查看国产超大主轴承的实地应用

情况。她怎能不牵挂？“世界工程机械之王”盾构机

实现全面国产化，就只差这个关键部件没有突破。

李依依院士科研探索身先士卒的画面，深深定

格在中国科学院沈阳金属研究所研究员胡小强的脑

海里。每次提及这个细节，他都不禁动容。“高端轴

承等零部件是机械体系‘大厦之基’，取代进口需要

实现材料、加工、验证等产业全链条突破。”胡小强

说，因此高端轴承自主制造被国家列为战略性 C 类

先导科技专项。

主轴承精度、硬度够不够，决定着盾构机地下掘

进能不能“拱”到底。“过去我们想买进口轴承，供货

期长，价格还贵，8 米直径主轴承要 1000 多万元。核

心装备求而不得是挥之不去的痛。”重担压在了沈阳

经开区一家“老字号”——北方重工集团的肩上，集

团党委副书记梁秀感慨：“差一口气，就要争这一口

气；压力再重，也没有使命重。”有组织的创新就体现

在这里。为完成高端轴承自主制造这项关键的事，

包括中国科学院沈阳金属所、北方重工的全断面掘

进机国家重点实验室等在内的 40 余家参研单位联

合攻关、各展其长。

所有的研发，最终是为了落地。为配合盾构机

国产化验证，北方重工成立专业团队，对盾构机在不

同地层中的主轴承运行状态进行监测，全程记录推

力、扭矩、转速 3 个应用参数。

国产首台套横空出世，谁来做“第一个吃螃蟹的

人”？“沈阳市敢于担当，在地铁项目中主动给国产盾

构机主轴承提供宝贵的试用机会。”北方重工隧道工

程技术公司副总经理许成发竖起大拇指点赞。相较

于研发突破，场景应用的成功案例更为关键，从零起

步的首个订单无比珍贵。“我们几乎所有产品都是定

制的，倘若应用场景单一，大概率要赔本赚吆喝。”梁

秀认为，仅靠政策补贴首台套的“保险费”远远不够，

要鼓励关键装备国产化，就应当消除市场采购中人

为设置的业绩门槛，这才是自主研发首台套迈向规

模化应用的关键所在。

难怪，我国首台超大型盾构机主轴承取名“破壁

者”。一件件“国之重器”正是这样克服重重阻力，破

壁而出。2024 年 9 月，由北方重工设计制造的“奋进

号”隧道掘进机创造了单机掘进最长的世界纪录。

在深地领域，辽宁省、沈阳市倾力支持的重大科技基

础设施——“超大型深部工程灾害物理模拟设施”，

其核心装备也由北方重工承建，将为深部工程地质、

深部工程安全科学和深部工程岩体力学领域提供基

础科学研究平台。

多次获得国家科技

进步奖、屡屡破壁的北

方重工，可谓沈阳经开

区老而弥坚、持重向新

的企业缩影。沈鼓集团

开发的国内首个 8 级整

体齿轮组装式离心压缩机组最近成功下线；全面参

与“西电东送”“疆电外送”的特变电工沈变公司，为

30 多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了绿色电网建设

的交钥匙工程，先后承担了多个领跑世界节能输电

技术产品的自主研制；举世瞩目的“嫦娥”探月、“祝

融”探火深空一跃，都离不开沈阳铸造研究所有限公

司生产的钛合金精密铸件⋯⋯

2024 年，沈阳经开区企业技术攻坚成绩斐然，

成功突破“卡脖子”技术 21 项；8 家企业获评全国制

造业单项冠军，已有 18 个项目获得国家首台（套）重

大技术装备保险补偿，12 项产品达到世界先进水

平；世界功率最大的核电屏蔽主泵等一批产品实现

国产替代；沈阳微控飞轮技术公司更是脱颖而出，成

为东北地区首家装备制造独角兽企业。

沈阳是国家深空深海深地技术的重要策源地，

背负着牵系命脉的战略使命。“以沈阳之为，担国之

重任。”辽宁省委副书记、沈阳市委书记王新伟寄语

沈阳经开区，深化开发区体制机制改革创新，积极运

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聚焦完善创新生态攻

坚突破，为打造国家重大战略支撑地、重大技术创新

策源地、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新高地提供

强有力支撑。

扇动智慧的翅膀

沈阳经开区还有一个独特之处，它是全球工业

互联网大会的永久举办地，已多次举办全球工业互

联网大会。“恋上”触网、加持人工智能⋯⋯扇动工业

互联翅膀的区内企业有了新面孔。

“叮叮⋯⋯”一条“石化客户设备运转异常”消息

传到“沈鼓云”，沈鼓集团测控公司副总经理佟立臣

立即打开电脑，输入账号，千里之外的多台乙烯装置

用压缩机运转情况跃然“屏”上。很快，他拨通客户

电话，告知异常原因与解决方案，故障被及时排除。

佟立臣介绍，沈鼓云技术将使沈鼓集团具备对压缩

机关键部件的数字化映射、运行监测、故障诊断、寿

命预测等全面感知管控能力，目前已联网全国多地

各类大型机组 4000 余台，线上服务用户 387 家。

从头到脚的数字化改造，让沈鼓集团活力倍

增。沈鼓集团董事长戴继双说，传统企业正在不断

向智能化转型，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大幅提升。以

信息链畅通产业链，实现人机物、产供销全流程、全

要素连接与高效配置，沈鼓集团实现了可观的降本

增效——19 种离心压缩机设计周期缩短 70%，叶轮

等核心部件加工效率提升 28%。

都说互联网下半场关键在工业互联互通，而对

于具体实现路径，各行业企业各有探索、各有侧重。

三一重型装备有限公司基于企业级工业互联网平

台，灯塔工厂正在初步尝试“万物互联”：将企业全部

设备数据采集起来，实时反馈至各大管控平台，并汇

聚至企业数据中台分析处理。“通过嫁接工业互联

网，结合 5G 技术，我们实现设备 100%在线管理，车

间内自动化、智能化设备占比达 84%，且全部接入互

联网。自动化生产线上，自动下达到数字化设备的

作业指令占全部作业指令的 80%以上。”该企业数字

化部负责人介绍。

从空中俯瞰沈阳经开区，一个个或方或长的企

业、工厂宛如集成电路板上的大小模块，车流、物流

与人流在其间穿梭不息，指挥这一切有序运行的，正

是那看不见的信息流。“有年轻的心，就可以不服

老。”沈阳市铁西区委常委、副区长延宁认为，拥抱工

业互联网、拥抱智能化，老企业和新企业间没有差

异。这里具有雄厚的发展基础、顶尖的“国之重器”、

丰富的创新资源、国际化的产业生态、东北开放合作

新前沿五大优势。完备的工业体系下，产业数字化

的应用场景优势和数字产业化的数据资源优势，具

有融入工业互联网的先导条件。如今，沈阳经开区

获评国家新型工业化（工业互联网）产业示范基地，

传统装备制造业耕“云”种“数”的场景正在加速扩

展，东北地区唯一的“星火·链网”超级节点落地，累

计实施“智改数转”项目 220 个。

2024 年全球工业互联网

大会上，沈阳市铁西区（经开区、

中德园）发布了全区重点创新资源

1500 余项，“北方人工智能安全创新运

营中心”和“北方大数据交易中心”在活动

现场正式落地。沈阳中关村智能制造创新中

心、腾讯云（辽宁）数字经济产业基地与入驻企业

代表集体签约，助推经开区以创新培育大数据业务

场景驱动数据交易业务，共同推动产业数字化、智

能化。

在新一代信息技术支撑下，数字化、智能化、绿

色化一体赋能先进制造，催生“老字号”“新字号”创

新底层逻辑发生深刻变革，一批传统工厂正在提质

升级。

先进装备“国际范儿”

偌大的汽车框架在机械臂的精准操控下灵活旋

转，与此同时，机械臂快速抓取图像、记录数据；中控

室大屏实时显示着每条生产线、每个环节的运行数

据及状态⋯⋯在这里，大约 100 项 AI 技术被广泛使

用，比如冲压车间在行业首创的自研 AI 智能检验检

测系统。

先进制造什么样？华晨宝马沈阳工厂的回答

是，智能化、绿色化可以是一道风景。工厂被评为

AAAA 级旅游景区，在国内汽车产业创造了范例。

实现 100%可再生能源电力供应生产的宝马沈

阳生产基地，连续 7 年获得国家绿色工厂称号。华

晨宝马铁西工厂里达厂区厂长张涛介绍，绿色工厂

设计之初就将可持续发展和节能环保“置顶”，循环

经济理念已经全方位渗透各个运营环节。

沈阳市铁西区委书记，沈阳经开区、中德园党

工委书记郭忠孝介绍，沈阳经开区肩负着沈阳对外

开放的“打样”使命，这里建设的中德（沈阳）高端

装 备 制 造 产 业 园 一 直 致 力 于 构 建 国 际 化 产 业 生

态。中德（沈阳）高端装备制造创新委员会已被纳

入中德副部长磋商机制，德国离岸创新中心获批

“国家海外人才离岸创新创业基地”，累计开展“德

国 铁 西 日 ”“ 德 国 企 业 沈 阳 行 ”等 经 贸 活 动 上 百

场。2024 年 9 月，“你好，沈阳”全球推介活动在德

国慕尼黑成功举办。目前，沈阳经开区引进宝马、

米其林等世界 500 强企业 85 家，采埃孚、安川电机

等外资企业 600 余家。

沈阳远大压缩机有限公司是一家瑞士全资企

业，拳头产品国际市场占有率近 20%。公司常务副总

经理李晓刚告诉记者：“啥难度都能接就是国际范

儿。”比如 LNG（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的关键技术——

天然气超低温（-163℃）常压液化，“揽瓷器活的金

刚钻”正是大型超低温迷宫压缩机。在往复式压缩

机领域，远大压缩机研发生产了 8 个系列上千种型

号 压 缩 机 产 品 ，是 全 球 业 内 屈 指 可 数 的 全 能 型

选手。

说到产业生态，李晓刚亦喜亦忧。喜的是，沈阳

经开区营商环境好，有全生命周期企业服务平台，有

双元制职业教育、知识产权保护等“五大体系”，有配

套的国际学校、国际医院、国际社区等公共服务，这

种与国际接轨的友好生态对国际人才极具吸引力。

忧的是，“内卷”的市场常给高质量产品设置“玻璃

门”，如果招标采购总是低价者胜出，会挫伤追求先

进制造、优质制造企业的积极性。

“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装备制造业基

地，不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可以有具体量化的指标

体系。”延宁举例说，目前沈阳经开区高端装备占

比达到 90%，2023 年高端装备产值增长 8.5%，2024

年前三季度高端装备产值增长 14.5%。沈鼓集团

用全球智力资源助力自我升级，欧洲研究院正在

紧锣密鼓地筹建。硬件上，沈阳经开区稳步推进

国家级生产型物流枢纽基地建设，如今中欧班列

已能够直达区内企业。软件上，建成并开通沈阳

国际互联网数据专用通道，宛如打造了一条面向

全球的“数字高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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