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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日报记者 周盈

“哇，这个汽车会飞吗？好酷哦！”9
月5日，在智博会中央大厅小鹏展馆，一
台长着“翅膀”的新能源汽车，吸引不少市
民排队试乘。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作为今年智博
会年度主旨之一，是展场上的“重头戏”。
重庆日报记者打探展馆发现，在这里，未
来已来：一辆辆外形靓丽、时尚、科技感十
足的新能源汽车，搭载各种“硬核”新技
术、新应用，构建出一个个智慧感十足的
驾驶场景，让人眼界大开。

飞行汽车
为智慧出行提供新方案

酷炫科幻的外观，银灰色的车身，车角
四个螺旋桨……小鹏汽车携最新款的飞行
汽车——旅航者X2亮相2023智博会。

记者了解到，旅航者X2全机身采用
兼顾安全性与轻量化的碳纤维材料打
造，外观造型呈光洁的水滴状，拥有良好
气动性能。飞行汽车采用封闭式座舱，
可垂直起飞，续航35分钟，最高飞行高
度1000米，最高时速130公里，可实现
自动驾驶。

据展台工作人员介绍，今年1月，旅
航者X2正式获得由中国民用航空中南
地区管理局颁发的特许飞行证，成为国内
首款获批的有人驾驶电动垂直起降产
品。未来，这款飞行汽车可用于景区观光
旅行、应急物资运输等驾驶场景，为智慧
出行提供了新方案。

侧方位停车
滑板底盘横着入库

侧方位停车有困难怎么办？或许可
以横着入库。智博会现场，辰致科技带来

能够实现原地掉头、横向行驶、斜向行驶、
四轮转向等黑科技属性的滑板底盘装置，
引来观众啧啧称奇。

展台相关负责人介绍，辰致科技已实
现滑板底盘研发制造，比如横向行驶，四个
车轮可以转向90度，一把实现侧方位停
车。除了停车，滑板底盘还可以用于无人配
送、无人巡逻、无人侦查等无人作业场景。

对于“停车难”的问题，重庆邮电大学
也将解决方案带到了展场。其研发的基
于车路协同的智慧停车系统，研究设计了
车辆车牌识别、车辆跟踪、车位状态监测、
室内外一体化定位导航、违规停车监测等
算法与系统，可有效解决城市停车难、找
车难、擦挂追责难、车位共享难等问题。

一个动作
让智能座舱“秒懂”你的想法

眼睛看看后视镜，再抬抬手，后视

镜就会自动调整位置；看下中控，用手
画个圈，就可以控制音乐音量；当司机
看着车窗，抬抬手，车窗就自动升了起
来……

在N4馆，上海金脉电子展示的智能
座舱既“聪明”又贴心，其把常规的触摸交
互模式转化为空间交互形式，为驾乘体验
注入更多便捷和乐趣。

现场工作人员介绍，该款智能座舱通
过座舱内的摄像头捕捉驾驶人员的眼神
和动作，再通过视觉和手势两个算法的相
互配合，实现对车内各种功能的无接触操
作，可以“秒懂”你的想法。

此外，通过视觉算法，座舱还能进行
车内实时监控，及时捕捉驾驶人的表情和
动作，一旦开车时出现接打电话、疲劳驾
驶等危险驾驶动作，智能座舱就会进行语
音提醒。

飞行汽车、横向行驶滑板、“秒懂”你的智能座舱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上演“重头戏”

智能座舱展区展出的汽车智能座椅可在车内实现大
幅度翻转、旋转与滑动。 重庆日报记者 崔力 摄

9月4日，重庆国际博览中心，电驱电转向电制动展区展出的可横向移动滑板汽车底盘。
重庆日报记者 崔力 摄

可以飞行的新能源汽车吸引观众驻足。
重庆日报记者 郑宇 摄

9月5日，重庆悦来国际会议中心，第三届制造业数字化转型高峰论坛现场。
重庆日报记者 崔力 摄

□重庆日报记者 廖雪梅

数字技术如何引领制造业高质量发
展？9月5日，2023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
览会重要活动之一、第三届制造业数字化
转型高峰论坛”在悦来国际会议中心举
行，国内院士专家、知名企业代表汇聚一
堂，就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新机遇、新挑战、
新未来展开热烈探讨。

本次论坛由智博会组委会主办，重庆
市经信委、江北区政府、国家工业信息安
全发展研究中心承办。

数字经济催生
新发展模式和竞争优势

当前，全球数字化转型快速推进，制
造业发展面临哪些新机遇？

工业和信息化部原总工程师、中国
企业联合会党委书记朱宏任认为，新一
代信息技术、新材料技术催生了数字化
管理、平台化设计、智能化生产等新业
态、新模式。企业应充分发挥其在科技
创新和新型工业化中的主体作用，致力
于提升产业链资源配置水平及用户价
值，打造数字经济时代的新发展模式和
新竞争优势。

腾讯云副总裁曹磊表示，随着5G+云、
人工智能、数字孪生、工业互联网技术不断
发展，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已进入新阶
段。工业互联网以及AI在生产、运营领域
的规模化应用，成为促进制造企业转型升
级、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在阿里云智能技术战略研究室主任
苏中看来，随着人工智能进入算法、数据、
算力“三轮”驱动时代，智能化革命给产业
升级带来巨大机遇，企业、行业重新洗牌，
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他希望越来越多
的企业拥抱这次变革，推动更多数字产业
落地。

数字化转型
重点应在五个方面发力

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对于企业来说，既
是机遇，也是挑战。推动重庆制造业数实
融合并走深走实，行业和企业应该注重哪
些问题？

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大学求是特聘
教授谭建荣强调，数字化转型不是想不想
转的问题，而是迟早都要转、迟转不如早
转的问题。目前，我国制造业发展面临的
困难主要是市场说变就变、利润说降就
降、成本说高就高、人才说跑就跑等问
题。要加快数字化转型，必须在“智能制
造+创新设计”“智能制造+工艺提升”“智
能制造+强化质量”“智能制造+延伸服
务”“智能制造+拓展市场”五个方面下功

夫，以数字技术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浪潮集团副总裁魏代森提醒，制造业

数字化转型不只是技术问题，而是数字技
术＋管理技术和业务创新“双轮”驱动。
全面推进数智融合、数实融合，大型企业
必须重视数字平台建设，提升预测运营和
智能决策能力。

360集团创始人周鸿祎认为，在产业
数字化的战略背景下，人工智能大模型的
未来机会在企业级增量市场。目前AI企
业级大模型场景落地面临缺乏行业深度、
数据安全隐患、知识更新不及时等问题。
AI大模型的未来发展趋势是行业深度
化、企业个性化、能力专业化、规模小型
化、部署分布化、所有权私有化，只有解决
大模型的网络安全、数字安全、算法安全、
生成内容安全等问题，大模型才能得到真
正发展。

多种探索打造
智能制造“升级版”

利用数字技术“畅血脉”“强筋骨”，助
推产业转型升级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
必由之路。我市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未
来和希望在哪里？此次论坛还举行了工
业和信息化部数字化转型贯标试点（重
庆）工作启动仪式。

此次启动试点的目的，在于推动重庆
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和
竞争力，助力打造智能制造“升级版”。为
此，我市将围绕汽车、电子、装备等重点产
业开展数字化转型诊断、评价、培训等服
务，帮助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升级。

部分企业代表在会上分享了打造行
业发展新标杆的成功经验。一些企业展
示的“灯塔工厂”“5G全连接工厂”等，备
受各方关注。

长安汽车执行副总裁陈伟介绍，长
安新工厂在工厂全场景下探索业务数据
化、数据业务化、机器智能化、知识结构
化，不断提高企业生产效率，降低成本，
实现运营与信息的深度融合。该公司的

“灯塔工厂”通过贯通产业链上下游数
据，提升端到端协同效率，全面推广人工
智能、机器视觉等10多项信息技术22
类智能生活场景与制造深度融合，在工
厂降本增效的同时，推动产业发展跑出

“加速度”。
高通公司中国区董事长孟樸透露，高

通与产业伙伴合作，在通力电梯昆山工业
园开展“5G全连接工厂”项目。该工厂充
分利用以5G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通信技
术集成，打造新型工业互联网基础设施，通
过新建或改造产线级、车间级、工厂级等生
产现场，形成生产单元广泛连接、信息运营
深度融合、数据要素充分利用、创新应用高
效赋能的先进工厂。

制造业数字化转型须在五方面下功夫
第三届制造业数字化转型高峰论坛举行，院士专家企业代表畅谈制造业转型升级

新华社上海9月6日电（记者 周蕊 周文其）特斯拉
上海超级工厂第200万辆整车6日从生产线上缓缓驶出。
从第100万辆到第200万辆，这座标志性外资汽车工厂仅
用时不到13个月，跑出新的“特斯拉速度”。

2019年1月，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开工，当年12月第
一辆整车下线，创造“当年开工、当年竣工、当年投产、当年
上市”的“特斯拉速度”。两年多后，2022年8月，第100万
辆整车下线。

“‘特斯拉速度’一次次刷新，离不开中国、上海和自贸
区临港新片区优质的营商环境。”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生
产制造高级总监宋钢说，长三角完备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集
群、上海对全球高端人才的吸引力、通江达海的地理位置
等帮助特斯拉快速成长。

200万辆整车下线还折射出“中国制造”的实力。上海
超级工厂目前产业链本土化率已超过95%，99.99%的员工
都是中国人。

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管委会高科处处长陆瑜说，作
为中国第一家外商独资整车制造企业，特斯拉快速推动供
应链本地化，带动智能新能源汽车产业成为临港新片区的
首个千亿级产业集群。

宋钢说，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在长三角形成了汇聚电
池、汽车芯片、精密加工等新能源汽车零部件的全生态链，

“不少中国零部件供应商不仅深度嵌入特斯拉的全球产业
链，还获得其他国际汽车企业的认可。”

今年前8个月，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累计交付量超过
60万辆，超过2021年全年交付量。如今，这里已成为特
斯拉全球出口中心，生产的汽车热销亚太、欧洲乃至北
美。

特斯拉的表现是众多外资企业在华蓬勃发展的缩
影。中国贸促会最新报告显示，超八成受访外资企业预期
今年在华投资利润率将持平或有所增加。

陆瑜说，管委会针对每个重点项目，都会围绕项目签
约、土地供应、落地开工等全流程制定专项的服务方案，各
部门形成全生命周期的服务推进体系，促成“特斯拉速度”
向更多项目的常态化复制。

200万辆整车下线
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再提速”

新华社石家庄9月6日电（记者 刘桃熊 齐雷杰）
2023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6日在河北石家庄正定开
幕。会上发布的《2022年全国工业互联网平台应用水平评
价报告》指出，当前我国综合型、特色型、专业型的多层次
工业互联网平台体系基本形成。

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党委书记蒋艳在解
读报告时说，我国工业互联网平台发展指数连年提升，
2022年达到251，同比增长17%。同时我国工业互联网平
台由概念普及走向实践深耕，已进入规模化应用推广关键
阶段。随着平台技术不断创新、标准引领持续强化、应用
场景快速拓展，工业互联网平台创新应用潜力将得到充分
释放。

跨行业跨领域工业互联网平台作为我国工业互联
网最高发展水平的代表，有力支撑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
深度融合。开幕式上，《2023年新增跨行业跨领域工业
互联网平台名单》正式发布，中国联通格物Unilink工业
互联网平台、河钢数字WeShyper工业互联网平台等23
家入选。

“截至目前，全国跨行业跨领域工业互联网平台达50
家，平均连接工业设备超218万台、服务企业数量超23.4万
家，不断推动知识经验数字化、工业技术软件化、资源能力
平台化。”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赵志国说，工业互联网
已全面融入45个国民经济大类，“5G+工业互联网”在采
矿、港口、电力等重点行业打造了20个典型应用场景，助力
千行百业加快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本届数博会9月6日至8日在正定举行，主题为“工业
互联网赋能千行百业，数字经济引领高质量发展”，聚焦工
业互联网创新发展，通过举办开幕式、主旨论坛、平行论坛
等系列活动，集中发布工业互联网领域一批重大成果。同
时，大会专设工业互联网核心展区、上合组织国家馆展区，
一批国内外知名企业参展，重点展示全球工业互联网发展
最新成效。

我国多层次工业互联网
平台体系基本形成

新华社北京9月5日电（记者 张漫子 郭宇靖）远在
天边的卫星，与平地而起的“摩天大楼”有什么关系？2023
服贸会上，我国自主研发的超高层北斗高精度卫星定位接
收机首次亮相。

“方寸之间显神通。别小看这只文具盒大小的蓝盒
子，有了它，千米超高层建筑的高程测距精度可达十五万
分之一，且能将600米高建筑的平面误差缩小到2毫米。”
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展一隅，中国测绘学会理事、中
建一局测绘专家张胜良用手掌托起超高层北斗高精度卫
星定位接收机对记者说。

施工中，建筑的定位测量是否准确，直接关系到建筑
是否发生偏斜，影响整个建筑的质量与安全。在世界范围
内，超高层建筑的精确定位一直是行业难题。

张胜良解释道：“在建造中，300米以上的超高层建筑
往往受强风、大雨、湍流等复杂环境的影响更大，易出现更
剧烈的楼体摆动。若用传统的测量仪器，受测量高度限
制，加之楼体摆动幅度过大，不仅增加定位难度，还会产生
较大的累积误差，从而使建筑发生偏斜。”

如今，我国自主研发的高精度定位技术，创新拓展了
卫星技术在建筑施工中的应用，攻克了超高层建筑高精度
施工难题。“这只蓝盒子可接收从已知位置的卫星发来的
信号，引入的高精度算法能对接收数据进行精密分析，得
到精准的位置坐标，且能摆脱层高、环境、抖动等因素影
响。”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周予启
说。

高精度、高稳定性的定位测量，成就了世界超高层办
公建筑深圳平安金融中心高精度建造。深圳平安金融中
心应用这一技术，实现了“600米高度、2毫米”的定位精度，
高程测距精度达到十五万分之一。目前这一“中国智造”
已走出国门。

我国自主研发超高层建筑
高精度定位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