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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智能化转型
上马一批智能化改造项目，推

动制造业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

机械手臂不停舞动，智能物流机器人将
零部件准确送达，新能源汽车增程式动力系
统产品接连下线……9月 4日，位于长寿区的
重庆小康动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小康动力）
智能工厂，现场繁忙有序。

“我们将数字化技改作为转型关键，通过
应用一批智能化设备和数据信息化平台，不
仅每月产量提升 10倍以上，产品不合格率亦
大幅下降。”小康动力数字化部负责人杨飞
说，产业数字化带来的过硬产品品质，促进市
场订单数量骤增。

智能化赋能生产带动提质增效，这样的
场景在渝企已成常态——

重庆青山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数字化车
间，一台台机器人有序进行产品组装，30秒即
可下线一台变速器。通过运用 5G、大数据等
技术进行数字化改造，企业生产效率提高
30%以上，同时经营成本降低10%以上。

重庆红江机械公司通过自主开发多个关
键信息系统和软件，建成基于工业App且自主
可控的柴油机研发生态，形成边缘计算、机器
视觉等智能自动化单元柔性生产线，企业生
产加工效率提升64%，产品研制周期缩短30%
以上。

今年以来，重庆重点对汽车、装备制造、
新材料、生物医药等传统及新兴产业实施智
能化改造，推进“全要素、全流程、全生态”数
字化转型。其中，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方面，
今年 1—7月完成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 6520

台套，技改投资增长 25.2%、高于全国平均
13.5个百分点；在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
累计实施新兴领域“揭榜挂帅”项目 39个，持
续壮大空天信息、氢能等未来产业。

同时，重庆还新认定 39个智能工厂、138
个数字化车间，累计建成 183个、1096个。预
计到 2027年，全市规上制造业企业将进入数
字化普及阶段，带动 4000家中小企业实现数
字化转型，累计推动15万家企业“上云、用数、
赋智”。

推动数字化变革
建设“产业大脑+未来工厂”，

系统性重塑制造业

重庆全方位推动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
化，以“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建设为目
标，建立以数字化为引领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通过构建“产业大脑+未来工厂”，建设国家数
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为经济高质量发展
插上“数字翅膀”。

走进宗申动力发动机生产车间，通过忽
米网搭建的全产业链创新平台，操作工人只
需扫描平台标识，系统即可将复杂的加工参
数自动匹配到设备上，实现产品标识化和设
备加工定制化，大幅提升生产效率。

目前，忽米网通过与宗申集团合作，以
工业互联网平台为底座，汇聚多维度集成企
业数据、上下游供应链数据和产业链数据，
为产业升级优化提供决策支撑的汽摩“产业
大脑”。

“这个‘产业大脑’是对区域产业发展全
面掌握、分析、研判、预警的‘智慧大脑’，也是
为企业制定发展决策的‘最强大脑’。”忽米网

负责人称，“产业大脑”包含三个维度：在政府
端，可掌握产业动态，便于制定更精准的产业
扶持政策；在产业端，可打通产业链资源循
环，促进物流、金融、人才等要素共享协同；在
企业端，可降低数字化建设成本，将一批“小、
轻、快、准”应用集中在产业大脑上，方便中小
企业进行低成本使用。

以忽米网建成的汽摩“产业大脑”为例，
目前该“大脑”已链接 300多家上下游关联企
业，实现政府端、企业端、行业端互通，让整个
产业链效率提升近 20%，供应链能耗降低
14%，配套企业生产率提高20%。

“数据是产业大脑的基础，数据来源于生
产一线，只有让工厂与‘产业大脑’融合应用，
才能为政府产业治理、产业链协同联动、中小
企业转型升级提供支撑。”市经济信息委有关
负责人介绍，在重庆数字经济发展进程中，建
成一批“产业大脑”将是重要一环。目前我市
已在汽摩、五金、医药等重点行业布局，探索
建立一批“产业大脑”，计划到 2027年建成 20
个以上。

如果说，“产业大脑”是具备知识积累和
深度学习能力的产业知识库、具备组件能力
和场景解决方案的能力中心，那么“未来工
厂”则是由新模式应用、智能工厂、数字化车
间和数字化装备普及等组成的高效率工厂。

这样的“未来工厂”，在重庆制造行业为
数不少。

实验室里，一台机器人正在给一块汽车
玻璃进行涂胶，旁边一台工业相机“目不转
睛”盯着机器人，相机后面的监控屏幕上同步
呈现机器人涂胶画面……这个充满科技感的
生产场景，是重庆中科摇橹船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中科摇橹船）的作业流程。作
为国内首家完整掌握光、机、电等设计开发能
力的人工智能企业，中科摇橹船主要为汽车
制造、半导体等产业领域提供智能视觉装备
及整体解决方案。

“我们的检测平台通过人工智能算法，既
可缩短检测过程，又能提高检测稳定性和准
确性。”中科摇橹船产品交付中心负责人介
绍，目前企业正在为赛力斯提供软硬件系统
架构，搭建运行环境，助力后者提升智能制造
水平。

在赛力斯智能工厂，生产线上同样是机
器人作业——在这里，冲压一套汽车部件仅
需5秒，2分钟即下线一辆新车。

“效率大幅提升得益于生产线智能化改
造。”赛力斯负责人说，智能工厂以数字化为
驱动力，结合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等技
术，实现关键程序100%自动化。

锚定智能制造，今年重庆计划再建 10个
智能工厂、100个数字化车间。前不久，重庆
启动本年度全市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行动提
出，将实施 19项任务，包括构建产业大脑赋
能体系、推动重点领域企业转型升级等，通
过加快建设产业大脑能力中心和一批行业产
业大脑，推动产业数字化提升制造业“智造”
能力。

强化市场主体培育
培育专精特新及独角兽企

业，建立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

企业强则产业强。建设现代制造
业集群体系，重在强化作为市场主体的
企业培育力度。

如今，在全国多个知名鞋企的生产
供应链名单里，都有一家国家级专精特
新“小巨人”渝企——重庆华峰新材料
有限公司。

这家新材料企业不仅量产己二酸、
聚氨酯树脂等新材料产品，其 3D打印
的一体轻量运动鞋等应用产品，在消费
市场同样“叫好叫座”。

另一家“小巨人”企业，重庆瑜欣
平瑞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则是以每年近
1000 万只的销量，在全球通机点火器市场
占有率达到 20%。

“专精特新企业创新能力突出，平均研发
投入强度达到5.4%，高出全市平均水平约3个
百分点，营收和利润也表现抢眼，展现出强大
的发展韧性。”市经济信息委有关负责人表示，
当前，围绕“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和产
业链短板空白，重庆正聚焦创新型中小企业、
专精特新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等市场
主体，形成“初创期—成长期—发展期—跨越
期”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

在壮大专精特新企业的同时，培育一批
独角兽、瞪羚企业，也是重庆强化市场主体培
育的重要路径。

今年 6月，在渝举行的 2024中国（重庆）
独角兽企业大会上，公布了一批重庆本地独
角兽、潜在独角兽及瞪羚企业，引人瞩目。

有关统计数据显示，近 4年来，重庆的独
角兽、潜在独角兽企业数量增长率超过
60%。其中，重庆潜在独角兽企业群体总估值
为 257.73亿美元，瞪羚企业近年的合计营收
增长率达到34%。

“引进和培育一批能力强、前景好的独角
兽、潜在独角兽及瞪羚企业，将加快新质生产
力生成发展。”市经济信息委有关负责人表
示，按照此前我市出台《重庆市独角兽、瞪羚
企业培育工作方案》，计划到 2027年，全市将
培育独角兽企业 15家、潜在独角兽企业 30
家、瞪羚企业300家。

同时，重庆还将组建中小型“硬科技”企
业帮扶库，计划每年重点帮扶企业不少于
50家，推动入库企业营业收入实现 3年

“倍增”，实现优秀入库企业“做大、做
强、做上市”。

璧山区重庆青山工业变速箱一厂内，工人在新能源二线电驱生产线上与工业机器人协同工作。
重庆日报记者 崔力 摄

今年8月，重庆汽车产业接连迎
来利好——长安汽车与华为全面升
级双方在品牌与生态、绿色能源等多
领域战略合作；阿维塔科技投资引望
智能技术有限公司，与华为共同支持
该公司未来发展；赛力斯与华为达成
深化战略合作协议，同时投资引望智
能技术有限公司。

两家重庆龙头车企“先人一步”
入股华为旗下引望，被业界视为“重
庆造”新能源汽车将在未来市场竞
争中，取得更多技术与渠道主动权
的“大动作”。

在重庆发展新质生产力进程
中，新能源汽车正是制造业高质量
发展的写照。今年1—7月，“重庆
造”新能源汽车产量达46.2万辆，
同比增长 147.8%，高于全国 119
个百分点。

今 年 以 来 ，重 庆 持 续 围 绕
“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提能
级”，深入推进新型工业化、发展新
质生产力，不断推动工业经济提升
整体竞争力。

□ 重庆日报记者 夏元

推进新型工业化 发展新质生产力

重庆“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加快提能级

两江新区赛力斯超级工厂总装车间。重庆日报通讯员 王加喜 摄

▶长安汽车两
江工厂二厂区焊接
车间，机械臂正在精
准焊接。

重庆日报记者
郑宇 摄

两江新区协同创新区重庆中科摇橹船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智能视觉展示中心，研发人员正在测试3D
结构光自动引导装备。重庆日报通讯员 王加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