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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片

中冶赛迪重庆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

是中国五矿旗下智能化
信息化业务板块引领企业，
主营业务包括智能制造、智
慧政企、智慧城市、智慧建造
相关产品、技术及行业解决
方案。公司协同拥有多年工
程技术实践经验的产业部
门，将 5G、云计算、大数据、
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
网等数字技术与产业经济深
度融合，致力于数字化转型
共性解决方案研究，打造数
字化转型产品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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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重庆日报记者 黄光红）
6月8日，国家外汇管理局重庆外汇管
理部（下称重庆外汇管理部）发布消息
称，重庆“专精特新”企业，可以像高新
技术企业一样，在一定额度内自主借用
境外资金，最高额度可达1000万美元。

据介绍，2020年末，在国家外汇管
理局支持下，重庆在重庆自贸试验区、两
江新区、国家级高新区及经济技术开发
区启动高新技术企业跨境融资便利化额
度试点，支持试点区域内的创新型高新

技术企业在500万美元额度内进行境外
融资。从前期试点的效果来看，此举突
破了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政策
对企业境外融资的净资产规模约束，便
利中小型企业充分比较境内、境外两个
市场价格，获得低成本资金。

来自重庆外汇管理部的数据显示，截
至2022年5月末，高新技术企业跨境融
资便利化额度试点已支持重庆拥有自主
知识产权、技术和工艺先进、市场前景良
好、净资产规模较小的多家实体创新型企

业，获得便利化额度近3000万美元。
如今，随着重庆成为同时开展高新

技术和“专精特新”企业跨境融资便利
化试点的17个省市之一，将为在渝企
业带来三方面政策利好：一是试点区域
扩容——由重庆自贸试验区、两江新
区、国家级高新区及经济技术开发区扩
大至重庆全域；二是试点主体扩容——
新政策允许重庆符合条件的“专精特
新”企业享受与高新技术企业同等的试
点政策；三是试点额度扩容——新政策

将原来的额度由最高500万美元提高
至1000万美元。并且，将对发展前景
较好、属于国家重点支持行业和领域的
试点企业给予重点支持。

重庆外汇管理部相关负责人表示，
高新技术和“专精特新”企业是创新驱
动发展的重要力量，推行此项试点，旨
在落实我国扎实稳住经济一揽子政策
措施，着力解决中小微高新技术和“专
精特新”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难题，助
力企业加快创新发展。

重庆“专精特新”企业融资渠道拓宽
可在1000万美元额度内自主跨境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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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中冶赛迪重庆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打造的行业内首个全流程数
字钢厂——永锋临港智能工厂陆续上
线，数字化的智能管控贯穿“铁-钢-
轧”全流程，实现了全过程、全工序、全
要素的数据接入和综合治理。平台连
接了全厂原料、炼铁、炼钢、轧钢、能源、
物流、安环等各生产工序的设备超过3
万台，实时数据超过50万点。

自2010年成立以来，中冶赛迪重
庆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协同拥有多年工
程技术实践经验的产业部门，将数字技
术与领域知识深度融合，形成了覆盖钢
铁生产全流程的智能化整体解决方案，
探索“领域知识+数字技术”模式，在数
字化、智能化发展道路上加速前行。

从传统人力到智能操控
打造全球首个钢铁智慧中心

“钢铁冶炼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工作
现场之一。”中冶赛迪重庆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总经理徐灿介绍。在宝武韶钢
炼铁车间，高炉内不断旋流的铁水温度
已高达1500摄氏度，比火山爆发时喷
涌出的岩浆温度还高。

徐灿说，传统冶炼钢铁的过程充满
了不确定性，生产的各个环节依赖操作
工人经验，生产效率及稳定性都缺乏保

障。高炉作为炼铁的主要设备，其内部
的运行状况难以监测，被业内称为“黑
匣子”。

随着技术的发展，企业尝试在生产
设备上部署传感器，以及时回传装料相
关参数，但操作人员仍然需要通过人工
计算来估算下料情况。

“2018年初，宝武韶钢的工作人员
找到我们，希望能够整合出方案，解决
这一系列难题。”徐灿说。为此，中冶赛
迪重庆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打造了全球
首个钢铁智慧中心——宝武韶钢智慧
中心，它将原本分布在4平方公里范围
内的8大工序、30各系统、42个中控
室，全部整合融入占地1600平方米的
指挥中心，400名员工从涉煤气等重大
危险区域撤出，实现5公里以上远距离
大规模集中控制。现在，操作人员只需
要坐在集控中心，在电脑界面轻轻一
点，就能看到模型自动计算出的下料状
态，进而及时对生产操作进行调整。

智慧中心在铁区和能介区生产现
场，总共安装了1600多个摄像头。在
钢铁厂集控中心大大小小上百块电子
屏幕上，工作人员可以及时了解高炉冶
炼铁水的温度、压力等数据信息，掌握
生产情况。

“这个项目从策划到建成启用，我
们用了不到一年时间。”徐灿说。宝武
韶钢智慧中心项目投产后每吨铁生产
成本降低至 25元，平均日产量提升
500吨，作业区数量下降60%，人事效
率提升40%，总体劳动生产率提升近
40%。

从用水大户到高效节水
提供废水零排整体解决方案

钢铁企业是用水大户。位于广东
东海岛的宝钢湛江，四面环海、淡水资
源缺乏。如何满足企业生产用水需求、
降低用水成本？

为帮助宝钢湛江解决这一系列问
题，中冶赛迪重庆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联
合宝钢湛江打造了一套系统性的废水
零排放、水系统集中管控的整体解决方
案，实现了全厂废水零排放，大大提高
了水资源的使用效率。

“我们的想法是，把整个钢铁企业里
面的15个水控中心全部集中到一起，形
成一个水务中心，通过建立数据模型，对
全厂的跑冒滴漏，以及各个工序中的能
源消耗进行管控、优化。”徐灿介绍。

在钢铁厂水控中心操作室，钢铁厂
15个单元循环水的控制系统全部集中
在这里，每个单元的排放量、用水量在
屏幕上清晰可见。不仅如此，系统还可
以实现水务管理的远程操控，并打通
15个单元的生产数据，最终实现统一
集中管控。如今，200平方米的水集控
中心可以完成全厂给排水系统的控制
与监督，每吨钢耗水量从3.19吨减至
2.73吨，节约了近15%的耗水量。

要实现废水零排放，循环使用是关
键。混凝剂、絮凝剂可以让废水中的污
染物絮凝沉淀，从而将杂质分离，完成
水质净化中的关键一步。而药剂添加

有讲究，量加多了成本增加，量加少了
废水无法实现净化。以往，观察絮凝情
况都是依靠工人每隔一段时间查看，但
往往会因个人经验不同造成药剂投放
不足或过多，影响净化效果。在湛江钢
铁，中冶赛迪矾花视境智能加药系统通
过图像识别，可以自动判断水下矾花的
状态，精确控制加药量，实现该环节的
无人化智能管控。如今，湛江钢铁混凝
单元水质达标率近100%，药剂投加量
节省30%以上，整个水处理系统的工
作效率得到提高。

从垂直架构到扁平化管理
打破数据壁垒实现信息互联

钢铁工业生产过程是一个复杂而
庞大的生产体系。以前，各个生产单元
各自为政，生产数据不能在同一个平台
上汇聚，是一个“烟囱式”的垂直架构，
数据壁垒问题突出。

如何利用工业互联网平台实现跨
部门、跨层级、跨地域的信息互联，将原
材料、产品、智能加工设备和用户等紧
密联系起来？

2018年，中冶赛迪重庆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开发的水土云工业互联网平
台上线。这一平台打破了传统ISA95
信息化架构，实现架构创新，颠覆传统
五层信息系统架构，向下连接“人机料”
各生产要素，向上支撑“操控管”高度融
合的智能化生产运营，嵌入了超过100
个工序模型，将各环节数据连点成线，
让整个钢铁生产过程通过数字化的方
式进行整合管理，解决了传统钢铁企业
多层系统架构的纵向数据衰减和横向
数据孤岛的问题。

水土云工业互联网平台为钢铁企业
提供全新的、完整的智能制造解决方案，
推动了钢铁企业组织架构重塑，实现技
术提升、流程优化和扁平化管理，成为目
前流程工业起步最早、应用规模最大、影
响最广、经济效益最突出的平台。

目前，中冶赛迪已形成了基于水土
云工业互联网平台的铁区一体化、钢轧
一体化、智能生产管控中心一体化方案
架构，一系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特色
产品投入行业应用，推动了钢铁生产的
智能化变革。

中冶赛迪打造
国内钢铁行业首个全流程工业互联网

重庆科技报记者 魏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