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能化改造

3 年来，重庆推
动实施3485个智能
化 改 造 项 目 ，认 定
105 个 智 能 工 厂 、
574个数字化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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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10日，市经信委公布重庆
2021年企业“上云”服务目录，共17家
工业互联网服务企业推出的61个云产
品入选，包括必择工业互联网云服务
平台、公鱼互联网云平台等，将在全市
企业进行推广应用。

截至目前，全市已引导8.7万家企
业“上云”，企业生产效率平均提升
54.3%，生产成本平均降低21.9%。通
过工业互联网赋能，企业迈上“云端”
实现提质增效，为重庆工业高质量发
展插上了“数字经济翅膀”。

添智能
实施智能化改造提升生产效率

走进位于重庆高新区的重庆金桥
机器制造公司，多条生产线正在忙碌
作业，每条生产线上方的大屏幕上都
显示着实时生产数据——生产线通过
精益数字化系统实现了自动排产、生
产报工。

“以前的生产场景可不是这么井
然有序。”金桥公司负责人说，企业曾
在生产中注入信息化工艺并添置自动
化设备，但由于缺乏整体规划和系统
方案，各个信息系统形成“信息孤岛”，
不少自动化设备在启用后没有达到预
期效果。

去年4月，重庆金桥与入驻高新区
的施耐德电气合作，由后者围绕工厂
及时化管理、设备综合效率提升等需
求，“量身定制”智能制造解决方案，结
合工业互联网云平台实现数据实时采
集、生产计划自动排产，生产效率提升
42%，生产周期缩短87%。

不只是制造业，目前工业互联网
的应用已经延伸到全市多个行业领
域，在优化企业生产效率的同时，同步
提升了运营质量和产品性能。

混凝土厂区内，一台满载原料的
货车驶入，通过“电子眼”过磅称重、质
量检测，全程自动化。在重庆建工建
材物流公司，运用“公鱼互联网云平
台”让混凝土生产、配送等信息实现产
业链各环节共享，带动产品生产效率
提升20%，运输成本降低5%以上。

在大唐重庆分公司云平台集控中
心，13个水电、火电发电站的运营数据
一目了然。“通过运用工业互联网，就
像给设备佩戴上健康腕表，一旦发生
故障，可提前预警及时处置。”大唐重
庆分公司负责人说。

“聚焦33条产业链，建立一批工业
互联网平台和二级节点，推广一批云平
台产品，正是此次公布企业上云目录的
目的所在。”市经信委负责人表示，包括
实施基础网络设施升级、标识解析建设
应用等多个专项行动，推动更多中小企
业“上云上平台”，是接下来全市工业互
联网产业发展的“重头戏”。

搭平台
拓展应用场景提供升级方案

如果说单个企业的智能化改造是
“点”，那么工业互联网平台的系统性
引入和培育则是“面”。

近年来，重庆通过“点”“面”结合，
引入并培育了一大批工业互联网平台，
实现了设备、生产线、工厂、供应商等产

业链供应链各个环节有机连接融合。
比如，在今年智博会上，Geega吉

利工业互联网平台正式发布，涉及工
厂数字化、数字化运营、C2M柔性定
制、智慧出行、双碳管理等五类解决方
案。

同样是在今年智博会上，由罗克
佳华科技集团搭建的工业互联网标识
解析二级节点平台发布上线，这是国
内首个以“碳达峰、碳中和”和生态环
境数据为主的标识解析体系。

在一大批云平台带动下，重庆千
行百业竞相“上云、用数、赋智”。

中国信通院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
国家顶级节点（重庆）运营中心主任李
琦琦表示，标识解析是工业互联网的
基础，目前该顶级节点的标识注册量
突破40亿，每日解析量达到1400万
次，而去年注册和解析量分别仅为
3800万和14.6万次。短短一年，渝企
应用工业互联网的“加速度”可见一
斑。

目前，15个国内顶级跨行业跨领
域“双跨”工业互联网平台已有11家在
渝布局区域性总部，重庆集聚工业互
联网服务企业达到197家，本地研发人
员有5000多人。

出政策
培育工业互联网产业生态

企业智能改造如火如荼，工业互
联网平台企业加速聚集，在这背后，离
不开政府层面的政策引导支持。

近年来，重庆通过聚焦平台培育、
引导企业“上云上平台”，先后制定出
台《重庆市推进工业互联网发展若干
政策》等一揽子支持工业互联网发展
的举措，靶向定点支持了近400个工业
互联网项目，包括两江新区车联网先
导区获批创建，长安汽车智能柔性生
产等45个项目列入国家试点示范等。

市经信委负责人表示，对于工业
互联网产业，重庆既支持企业和平台
发展，也重视构筑良好产业生态，一方
面从供给侧引进培育工业互联网服务
企业，另一方面从需求侧激发工业企
业建平台、用平台的活力，同时加强供
需对接，营造良好发展环境和氛围。

目前，随着成渝地区工业互联网

一体化发展示范区获批，工业互联网
标识解析顶级节点（重庆）接入了7个
西部省份 19个二级节点、接入企业
1400余家，标识注册总量超40亿、解
析总量超10亿次，重庆正在培育形成
工业互联网产业高地。

按照今年8月出台的《重庆市工业
互联网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21—
2023年)》，到2023年，重庆将建成为
国内具有辐射带动作用的工业互联网
创新发展高地，全市“上云”企业将累
计达到13万家。

工业互联网为重庆高质量发展插上“翅膀”
8.7万家渝企“上云”，企业生产效率平均提升54.3%，生产成本平均降低两成

重庆日报记者 夏元

“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的融合发
展，应将信息技术标准创新放在首
位。”在龙昭华看来，信息技术标准的
创新，可有效降低企业实体与数字经
济的虚假融合，杜绝产生可能的泡
沫。在我市，信息技术的标准化，还
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今年8月，龙昭华对我市20多家
企业进行实地调研，发现这些企业

“等”（等待国外新型技术标准出现）、
“靠”（依靠国家标准部门颁布推荐）
思想较为普遍，企业很少使用自主研
发的标准。这导致重庆本地拥有的
核心技术和标准严重缺乏。

“只有大力开展信息技术标准创
新，才能为重庆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
的融合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技术保
障，才能补足重庆信息技术标准创新
严重不足的短板，同时对重庆经济提
质增效和产业结构优化具有重大现
实意义。”龙昭华表示。

重庆该如何开展信息技术标准
创新？龙昭华认为，行业主管部门应
从重庆优势明显的实体产业入手，积

极引导其正确开展信息技术标准的
创新制订，同时从开展信息技术标准
制订入手，拿出切实可行的方法，进
行引导和激励。

例如，目前，我市乃至全国，不少
科研人员热衷于将自己辛辛苦苦研制
的科技成果投稿到国外刊物发表。这
导致人力物力的浪费，更不利于国内
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的融合发展。龙
昭华的建议，是由企业牵头、高校、研
究机构参与深度合作，建立不同门类
的信息技术标准制订的若干研发机
构。“引导、带动重庆高校、科研院所、
企业的信息技术领域科研人员，哪怕
是拿出其撰写论文的50%精力，放在
制订信息技术标准方面，重庆的实体
经济与数字经济的融合发展，就将会
跃上一个新台阶。”他说。

在信息技术标准制订的着力点
选择上，龙昭华认为，除了大数据、云
计算、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重庆
还应着眼于人机和谐关键技术标准、
智能联网技术标准、未来网络技术标
准等有着更大产业前景的领域。

数说

重庆市系统间通信和信息交换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主任、重庆邮电大
学教授龙昭华：

重庆应在信息技术标准创新上狠下功夫

专家访谈

位于渝北区的重
庆嘉泰精密机械有限
公司，工人正在调试智
能化生产线。

重庆日报记者
郑宇 摄

“智造重镇”“智慧名城”建设

数字经济

截至目前，重庆
数 字 经 济 企 业 达
1.85万家，重点平台
企业增至 351家，数
字经济在 GDP 中的
比重高达24%

数字政府

截至目前，重庆
政务信息系统上云
率达99%，位居全国
前三；政务数据共享
达 9261 类，位居全
国前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