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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酒泸州厂公

司包装一车间，工作人
员正在扫描“数字身份证”
进行产品数据采集。

记 者 张 锦 辉
摄/视觉重庆

领克汽车成
都工厂焊装车间，机

器手臂正在对车身关键
测点进行检测。
记者 张锦辉 摄/视觉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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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渝数字经济共同迈入全国一流方阵
本报记者 申晓佳 两江新区融媒体中心记者 张廉

声音

近年来川渝数字

经济高速增长。2021

年，两地数字经济增

加值突破 2.5 万亿
元，占地区GDP比重

达到30.5%。2023

年发布的《重庆数字

经济蓝皮书（2022）》

指出，川渝两地数字

经济已迈入全国一流

方阵。

四川成都一个热闹的餐馆里，消费者打
开一瓶郎酒，扫了扫瓶盖内部的防伪码。与
此同时，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国家顶级节点
（重庆）的解析量同步“+1”。

这样的场景，已被记录了数千万次。
这得益于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国家顶级

节点（重庆）下的白酒行业二级节点。2021
年，该二级节点正式上线，目前标识注册量超
过16亿个，解析量超过7亿次。

标识解析其实并不复杂。工业互联网可
以给每个物品发一个“数字身份证”，如白酒，
通常是瓶盖或瓶身上的二维码。消费者买酒
后，开盖扫码，信息上传，就完成了一次标识
解析。

别小看这一张张“数字身份证”，对白酒
行业来说，它意味着一场巨变。

“工业互联网的标识解析记录实时上传，

具备唯一性，不可复制和篡改，是最可靠的生
产和销售记录。”四川郎酒股份公司副总经理
刘盛东说，对郎酒而言，好处是可以从产品上
流水线开始，就通过扫描瓶身二维码来“记
录”质检、物流等环节，最终实现供应链透明
化，保证产品品质可信、可视、可追溯。

经销商也解决了货源管理和促销的难
题。重庆渝郎商贸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传卫
告诉记者，过去，为了防伪和防窜货，公司专
门建了一条小产线，为进货的郎酒产品再喷
涂一次油墨标记。

“这种方法就像草原上的牧民为了区分，

给羊群涂上不同的颜色。”王传卫说，白酒行
业二级节点上线后，渝郎商贸接入企业节点，
就能在工业互联网上查看每一批产品的来路
和去处，等于企业自己的“在线账本”。

去年，渝郎商贸放心地撤除了小产线。
“光是油墨和人工成本，一年就能节约数十万
元。”王传卫感慨。

而在促销中，成本节约也颇为可观。传
统的白酒促销，通常是为酒瓶定做带有广告
的包装，如果促销期结束，酒还没卖出去，这
部分促销费用就打了水漂。

现在，通过标识解析，可以让消费者扫码

后在手机上查看“福利”。这样不仅省去了酒
瓶包装费，还能根据消费者扫码时的地理位
置，精准推送其所在区域的促销内容。

川渝联手，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的“网
罗”范围越来越大。截至4月9日，工业互联
网标识解析国家顶级节点(重庆)累计标识注
册量达200.3亿个，累计解析量152亿次，接
入企业节点数21770个。

除了工业互联网，川渝共建的其它数字
基础设施同样规模可观。

截至2021年底，川渝两地建成5G基站15
万个，其中四川和重庆分别建成7.7万个、7.3
万个，分别居全国第6位和第7位，主要城区和
重点区域实现5G网络全覆盖。“东数西算”工
程确定成渝地区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
八大枢纽节点之一，中新（重庆）国际超算中
心、成都超算中心纳入国家超算中心体系。

共建基础设施
郎酒“数字身份证”让供应链透明化

今后，人们有望见证这样一种场景：位于
重庆的人工智能大模型一“思考”，就能决定
成都天府新区一个湖泊的水位涨落。

这是怎么回事？
事情要从2021年1月说起。当时，成都

天府新区与重庆云从科技合作，共同建设天
府新区数字城市项目。该项目主要包括1个

“天府大脑”，1个智慧物联平台，1个智慧门
户，N类数字城市应用等。

该项目通过智能水位站、流量站、森林火
灾地表火探测器在内的200余个前端感知点
位，海量环境数据可实时输送至“天府大脑”，
并在数字孪生世界复原生态现状，在人工智
能赋能下进行高效治理。

由此，近3年来，天府新区空气质量优良天
数增加63天，达到290天；锦江正公路、鹿溪河
鱼剑滩断面水质类别分别由2018年Ⅴ类、Ⅳ
类提升至Ⅲ类；新增生态绿地1.83万亩和动植
物20余种，森林面积提升至143.8平方公里。

5月26日，云从科技西部智算中心启动
仪式在两江新区水土新城启动。其算力全球
领先，能够同步满足超大规模量级的大模型

训练和调优，全面上线后将是西部算力规模
最大的高性能智算中心。

事实上，云从科技西部智算中心所在的
水土新城，就是川渝共同发展数字经济的缩
影。这里的水土国际数据港，是成渝地区一
体化算力网络枢纽节点的重庆数据中心集群
起步区之一。

此前，腾讯、浪潮、腾龙、中国联通、中国
电信、中国移动、重庆有线、两江云计算、万
国、远洋、云下算力等11个数据中心落地水
土国际数据港，其中9个已经建成投用。腾
讯云、华为云、阿里云等20多个大型云平台
也在此落户，为政务、金融、工业、电子商务等
多个领域的上千家客户服务。

除了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
点，川渝还有一系列“国字号”的试验区。
2019年，重庆和四川获批国家数字经济创新

发展试验区；2020年，重庆和成都获批国家
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

在企业层面，川渝两地因“近水楼台”的
地理位置，“抱团发展”的案例更是比比皆是。

5月13日，记者走进领克成都工厂的焊
装车间，轻柔的音乐萦绕在耳边。宽阔的厂
房中，机器人、机械手臂随处可见。

机器人应用于汽车生产并不稀奇，领克
汽车成都工厂看重的，是它们在线测量积累
的大数据。借助位于重庆两江新区的广域
铭岛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打造的Geega（际
嘉）工业互联网平台，领克汽车成都工厂对
海量的测量数据进行挖掘、分析，整体提高
工厂的数字化管理水平，获评工信部2022
年“数字领航”企业。

领克汽车成都工厂运营总监兼数字化项
目组组长梁善谊举例说，汽车的尺寸控制对

质量管控极为重要。一台车的上千个零件需
要保持从设计到生产的一致性，才能组装出
一台外观合格的汽车。

但制造流程中，零件尺寸会受到夹具磨
损、工人工作状态等多种因素的影响，难以确
定尺寸误差的原因和具体环节。过去，工程
师想要倒查问题原因，从核对图纸、检查生产
记录开始，至少需要一周时间。

引入Geega（际嘉）平台后，从设计图纸
到汽车“冲焊涂总”各个环节的海量数据全部
得以融通和应用。汽车的各个部件尺寸形成
的“尺寸链”，在平台中关联起来，并在关键点
设置报警机制。

如此一来，机器人一旦检测到关键点不符的
信息，即可在线报警，工程师可以从源头解决问
题，不用再倒查。

广域铭岛CEO王晓虎表示，数字化手段
可以对制造业进行全流程优化，达到“让好更
好”的效果。仅以领克汽车成都工厂为例，
Geega（际嘉）平台帮助工厂降低质量损失成
本13%，订单交付周期缩短15%，物流调度
效率提升10%。

共建应用场景
“天府大脑”助天府新区空气质量优良天数3年增加63天

接下来，重庆将继
续推动5G和千兆网协
同发展，深化拓展中新
国际数据通道应用，积
极参与“东数西算”工
程，助力产业链上下游
企业协同发展和数字
化转型，推动数字经济
高质量发展。

——重庆市大数
据发展局局长代小红

未来五年，四川省
新型工业化与信息化
深度融合将迈入全面
扩展期，按照设定目
标，未来五年四川省将
打造300个数字化转型
示范项目，推动超过 1
万家规上工业企业实
施数字化转型，带动50
万家企业上云。

——四川省经济
和信息化厅厅长翟刚

产业名片

从重庆两江新区光电园站，乘坐轨道交通到达沙
坪坝站，再乘坐成渝客专到成都，这是近几年李琦琦常
走的工作线路。

去成都，他有明确目标——“解锁”更多工业互联
网应用场景，从而推动成渝工业互联网一体化示范区
建设。

李琦琦是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工业互联网与物联
网研究所重庆运营中心主任。他幽默地将自己这几年
的工作重点概括为：“通过‘轨道上的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探索‘数字经济中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在川渝，数字经济已是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2021
年，川渝两地数字经济增加值突破2.5万亿元，占地区

GDP比重达到30.5%。腾讯、阿里巴巴、百度、科大讯飞
等众多国内数字经济头部企业纷纷在此聚集。

发展数字经济有3个关键点——新型基础设施、数
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海量应用场景。记者调研发
现，如今，川渝在这3个方面协同共进，数字经济“蛋糕”
正越做越大。

数字经济的前景，不可估量。
《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2 年)》指出，

2022年，全国数字经济规模总量达到50.2万
亿元，稳居世界第二，占GDP比重提升至
41.5%。

数字经济成为稳增长促转型的重要引
擎。对川渝来说，数字协同之路必须坚定地
走下去。

今年4月，川渝两地经信部门联合印发
《2023年成渝地区工业互联网一体化发展示
范区建设工作要点》提出，川渝将共同培育综
合型、专业特色型工业互联网平台等，推进企
业上云用云，强化成渝地区工业互联网一体
化公共服务平台应用推广，集聚一批数字化
转型服务商，形成一站式数字化转型服务。

具体而言，重庆两江新区、涪陵区、九龙
坡区、南岸区、北碚区、江津区、梁平区，将与
四川省成都市、德阳市、绵阳市、遂宁市、宜宾
市、达州市、眉山市“点对点”合作，形成跨行
政区组团发展建设，推动工业互联网区域产
业协作共兴。

但也要看到，川渝数字经济和全国领先

的城市尚有差距。在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
研究中心发布的《全国数字经济发展指数
（2021）》报告中，重庆、四川分别居第6位和
第10位。

重庆市综合经济研究院科研处处长、推
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研究中心负责
人邓兰燕表示，川渝两地的数字经济发展还
有较大空间，接下来，应从4个方面继续发
力——

首先，是提高国家级互联网骨干直联点
网络能力，打造一批“东数西算”典型示范应
用场景，共建成渝地区工业互联网一体化发
展示范区。

其次，可以联合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聚
焦新型显示、集成电路等优势领域和人工智
能、高端软件、区块链、5G通信、卫星互联网

等重点方向，联合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
产业化应用。

再次，要深入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
造业深度融合，协同承接国际数字技术及产
业转移，大力发展软件服务、大数据和数字内
容等现代服务业，支撑制造业加快提档升级。

同时，还要推进数字化全面变革，协同推
进数字党建、数字政务、数字社会、数字文化、
数字法治、基层智治，全方位拓展数字化应用
场景。

此外，数字经济发展，人才的重要性不可
忽视。近年来，随着川渝联合做大数字经济

“蛋糕”的行动越来越密集，两地对数字化领
域人才可谓“求贤若渴”。

去年3月，成都市新津区发布支持数字
经济青年人才发展政策，对新引育的数字经

济领域行业领军、资深领航、技术领衔人才，
最高给予200万元的奖励。最近，重庆九龙
坡区也以50万元年薪条件，公开招聘数字化
发展领军人才。

重庆交通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党委
副书记、院长杨建喜指出，以高薪吸引领军人
才的同时，还应考虑就业、创业、生活环境对
人才的“蓄水池”作用，以及培养人才的重要
性。

对此，去年11月发布的《四川省大数据人
才发展蓝皮书（2022）》提出，要根据不同层次
的人才设计有针对性的人才引培计划；去年7
月启动实施的《重庆市软件和信息服务业“满
天星”行动计划(2022—2025年)》也提出，要大
力培养复合型、实用型软件和信息服务人才。

“这说明，两地政府都已经在行动。”中国
长江经济带发展研究院院长袁羽钧表示，希
望川渝共同抓住“东数西算”工程、国家数字
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
创新发展试验区等机遇，乘“数”而起，让数字
化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打造具有更大竞
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

共建新优势
川渝要乘“数”而起打造竞争力更强的数字产业集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