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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线上智博会“智造新动能·智联新产业”高峰论坛举行

发展数字经济 重庆如何发力
重庆日报记者 黄光红

当机器设备突然出现运行故障，怎
么办？

以往的情形是：一堆维修人员围
着机器设备七嘴八舌地讨论、尝试修
复；如果解决不了，就召集更多人开
会研究；如果还是解决不了，就致电
设备生产方，来来回回描述故障、发
送照片、传真方案……整个过程费时
费力。

而现在，现场工作人员只需通过电
脑端或手机App，使用工业互联网云
平台上的故障监控、初判及实时运行参
数等功能，将故障状况及时传输给设备
生产方，由后者通过远程进行维修技术
指导。

这，只是工业互联网的应用场景之
一。

8月14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工业
互联网产业联盟重庆分联盟获悉，截至
目前，全市已引进培育47个提供第三
方服务的工业互联网平台，累计推动5
万多家制造企业“上云上平台”。

这些企业“上云上平台”后有何变
化？工业互联网如何为制造业赋能？
记者对此进行了调查。

工业互联网为制造企业带来什么

位于九龙坡区西彭工业园的重庆
宏钢数控机床有限公司（下称“宏钢数
控”），是一家从事高精密智能数控机
床、工业机器人等产品研发、生产及销
售的高新技术企业。

它是率先尝到工业互联网技术“甜
头”的渝企之一。“通过工业互联网平
台，企业的综合运行维护成本明显下
降，产能却大幅提升。”说起企业“上云
上平台”带来的变化，宏钢数控董事长
汪传宏滔滔不绝。

他介绍，传统制造企业进行智能
化改造，通常会遇到两大难题：一是
如何快速、有效地采集大量生产设备
的运行数据，即产业数字化的问题；二

是如何把采集到的数据用于生产提档
升级、提高生产效率，即数字产业化的
问题。

这两大难题，都可以找工业互联网
平台帮忙解决。

2017年9月，宏钢数控与重庆树
根互联技术有限公司（下称“重庆树
根”）达成合作协议：宏钢数控的所有生
产设备，均接入“根云工业互联网平
台”，从而具备了数据收集、设备诊断、
运行状态可视化等“智慧能力”。

“根云工业互联网平台可以全方位
监控企业的生产设备运行情况，提升设
备‘健康度’、管理效率和质量合格率，
缩短维修期、降低生产成本，从而更有
效地促进企业健康发展。”重庆树根总
经理周致圆说。

效果果然明显。接入工业互联网
平台后，宏钢数控拥有的大量设备，平
均维修期缩短了30%，“健康度”整体
提升了20%以上，设备管理效率提升
了 30%以上，设备维护成本大幅下
降。与此同时，该公司的产品质量合格
率、设备配件预测保养能力等多项运营
指标均显著上升。

重庆成为工业互联网高地

近年来，随着重庆制造业转型升级
的步伐加快，以及各类“新基建”项目不
断上量，来自全国各地的工业互联网平
台服务企业纷纷涌入重庆。

重庆树根就是国内工业互联网头
部企业之一——树根互联技术有限公
司设在西南地区的区域总部。

重庆是西部大开发的重要战略支
点，处在“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的联
结点上。为此，树根互联技术有限公司
在重庆量身打造了一个适应渝企发展
特色的工业互联网生态圈，包括根云工
业互联网核心平台，“一带一路”工业互
联网总部、工业互联网产融平台总部和
国家级工业互联网平台西南总部。

与树根互联技术有限公司一样，阿
里巴巴、腾讯、华为、浪潮等互联网巨头
也纷纷深度参与重庆工业互联网建设。

“作为我国六大工业基地之一，重庆
拥有全部31个制造业大类行业门类，具
有足够丰富的工业互联网应用场景，这
对工业互联网企业有着极强的吸引力。”
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副主任刘忠说。

除了引进外来巨头，重庆本地也涌
现出一批工业互联网平台，比如重庆建
工建材物流公司搭建的公鱼互联网云
平台，成为国内混凝土领域首家国家级
工业互联网示范项目；宗申集团孵化的
忽米网平台，通过整合全行业资源，推
动企业跨领域、跨区域协同，助力重庆
制造企业实现智能化转型升级……

另外，重庆还通过两江数字经济产
业园、中国智谷重庆科技园、区块链产
业创新基地等载体，推动工业互联网和
工业数据资源向重点园区集聚。

如今，重庆正成为国内工业互联网产
业高地。国家工业互联网顶级公共标识
解析节点的五个总部之一，也设在重庆。

年内培育十大工业互联网平台

当然，如何更好地运用工业互联
网、实施智能化转型升级，重庆制造业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目前，重庆制造类企业尤其是中
小型制造企业仍然面临诸多痛点。”工
业互联网产业联盟重庆分联盟秘书长
薛益称，比如在人才方面，企业往往受
到技术人员少、技术支撑能力不足等制
约；在资金方面，存在软硬件设备资金
投入大、管理运行维护成本高、资源利
用率低等痛点；在软件应用方面，企业
往往面临自主开发系统存在兼容性差、
扩容能力不足且协同性差等难题。

为此，我市发布了工业互联网建设
未来工作要点，比如今年内培育工业互
联网十大平台、再推动上万家企业“上
云上平台”等。

具体到对企业的支持方面，我市将
分层次实施企业“上云上平台”，支持大
型企业建设企业级、行业或产业链、跨
行业跨领域等云平台，集聚资源协同发
展；支持中小企业通过应用工业互联网
平台提供的云资源、云软件、云应用等，
实现工业软件云端运用、信息系统云平
台化和应用大数据分析优化。

全市5万多家企业“上云上平台”——

工业互联网为“重庆制造”赋能
重庆日报记者 付爱农 夏元

树根工业互联网在企业生产线所呈现出的“云世界”。 (重庆树根互联供图)

9月1日，由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
会承办委员会主办，重庆市大数据应用发
展管理局、九龙坡区政府承办的2020线
上智博会“智造新动能·智联新产业”高
峰论坛，在重庆雾都宾馆举行。来自国
内外的120余位大数据、人工智能领域的
专家、企业高层及政府部门代表畅谈“新
基建”，共话“新生态”，探讨“新模式”，为
智能产业和数字经济发展建言献策。

依托“新基建”研发前沿应用场景

“当前，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已成为
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美国国家
工程院院士、全球著名超级计算机专家
陈世卿认为，重庆乃至中国发展数字经
济，需加快推进5G、人工智能和智能超
算云平台等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同时，依托这些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加速
研发智能医疗、智能教育、智能文创、智

能制造、智能农业和智能交通等诸多领
域的前沿应用场景。

譬如，心脏病有十几种，如果有人
在街上突发心脏病，救护车必须在20
分钟内将患者送到有该类心脏病医师
的医院。针对这种情况，可开发心脏病
心电信号AI检测系统，用人工智能代
替医生进行快速检测，然后由急救人员
将其送往对应医院。

微众银行资深人工智能专家殷磊指
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型数字基础设
施不能是空中楼阁，一定要贴近生产生
活、贴近企业的业务去开发它们的应用
场景。

站在需求方的角度去采集数据

“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目前，人
们收集到的数据绝大部分都是低价值
不可用的。”电子科技大学博士生导师、

大数据研究中心主任周涛说。
如何采集真正有价值的数据？周

涛认为，以往的数据采集，是站在数据
产生方的角度而为。而要让数据真正
成为有价值的生产要素，需要站在数据
需求方的角度去采集。

“为此，我们可进行数据清洗，即通
过建立标准的数据清理模型，将多个业
务系统中抽取出来的数据重新审核和
校验，将没有价值的数据筛选掉。”周涛
建议。同时，还可建立数据监理模式，
由具有相关技术实力的监理单位，对数
据供给方的数据交付情况进行监控和
评估，以提高数据质量，保证数据具有

“高价值”。

创新智能化应用的商业模式

今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
加快了数字产业化的进程，推动着我

国数字经济快速发展。但在联通大数
据CTO兼首席数据科学家宋雨伦看
来，当前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尚存在产
业应用方面的挑战。“从企业角度而
言，尽管在智能化转型方面投了不少
钱，但智能化和数字化并没有带来多
大的价值。”通俗地来说，就是很多企
业没有在智能化转型的过程中找到能
够赚钱的商业模式。因此，企业推进
智能化转型，需要在商业模式、新业态
方面进行创新。

如何创新？明略科技集团高级副
总裁郑农认为，企业数据产业化和产业
数据化是交织在一起的，企业在智能化
转型中，搞技术的员工一定是要跟这个
领域的专家结识，让专家告诉他们智能
化技术背后的知识和逻辑体系是什么，
企业如何做技术转化和服务。如此，把
专业知识和企业的产品、服务相结合，
就能够通过创新找到好的商业模式。

新闻延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