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实体经济的“烟火气”在企业，企业的活力看生产线。
当机器人进入工厂“实训”，数字孪生技术为车间装上“虚拟分身”，大模型在多个行业垂直应用……这个春天，工厂里的新意不断涌现。
这里有智能化的渗透、生产方式的重塑，也有创新链产业链的交融。近段时间，记者赴多地调研，从工厂之变探寻产业之变，感受新旧动能的转

换、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A08 小天下 深度报道 ◎2025年4月23日 星期三
◎责编/贾风城 美编/张辉 审读/黄文鸣

工厂是制造的枢纽，也是创新
的一环。记者调研发现，在产业链
与创新链的融合中，工厂扮演着越
来 越 重 要 的 角 色 ， 推 动 着 科 技 创
新、产业创新的协同和新质生产力
的发展。

在 成 都 高 新 区 ， 有 个 不 一 样
的“工厂”——蜂鸟智造中试基地。

一边是车间内十余条中试组装
测试线忙碌运转，另一边是来自医
疗器械、智慧停车等领域的科研项
目 “ 跑 ” 完 走 向 产 业 化 的 最 后 一
程……在这里，每周都有新项目进行

成果转化。
智慧交通产品制造商臻识科技董

事长任鹏说，从四目相机到球机、枪
机，企业每年都要找平台试产几十种
产品。“从这里走完中试，我们才敢
放心推向市场。”

把创新力转化为生产力，制造端
大 有 可 为 ， 生 产 一 线 里 有 着 创 新
链、产业链融合的新实践——

在 华 熙 生 物 中 试 成 果 转 化 平
台，“柔性生产线”能够满足功能
糖 、 蛋 白 质 等 不 同 项 目 的 中 试 需
求。通过平台的“智慧大脑”，生产

过程各项指标实现实时监测分析，以
便及时发现问题，改进优化。

在埃夫特智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
司 ， 训 练 场 “ 嵌 入 ” 工 厂 。 车 间
内，6 台喷涂机器人配合 2 台开门机
器人，共同协作对汽车进行模拟喷
涂，以验证工艺精度。

近年来，我国围绕重点产业统筹
布局各类创新、试验平台。在这一过
程 中 ，“ 工 厂 + 科 研 ”“ 工 厂 + 试
验”等新模式加快推出。新型研发机
构与新型制造基地有机衔接，推动更
多科技成果从实验室搬上生产线。

国家层面明确提出，到 2027 年
建设 1 万个 5G 工厂，打造不少于 20
个“5G+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试点
城市。让智能工厂作为实现智能制造
的主要载体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
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支撑。

从工厂的生产线，看中国制造
的 “ 风 景 线 ”。 尽 管 外 部 环 境 复
杂，不确定因素和挑战较多，但中国
制造向新提质的方向路径不变，承压
前 行 的 韧 性 底 气 不 变 。 未 来 ， 更
多“工厂+”的故事还会发生，更多
产业新图景将不断绘就。

工厂“黑科技”背后的产业新变迁
——首季中国经济一线调研报告之三

新华社记者 张辛欣 周圆

工厂焕新，制造业有了新面孔

机器人成为“打工人”？这并非
想 象 。 在 宁 波 的 极 氪 5G 智 慧 工
厂，人形机器人已然“入职”汽车生
产线。

分 拣 物 料 、搬 运 料 箱 、精 密 装
配……只见数十台人形机器人进行多
任务协同作业，酷炫的场景让智能制
造有了更具象的表达。

现场工作人员介绍，人形机器人
虽然仍在“实训”阶段，但解锁多元
应用场景已渐行渐近。

记者走进多地工厂车间，感受到
生产一线新意不断。

设备上新——在重庆剑涛铝业有

限公司，7 条再生铝生产线全速运
转。“去年以来，我们对 4 条生产线
开 展 技 术 改 造 ， 再 生 铝 产 能 提 升
30% 。” 该 公 司 负 责 人 说 ， 新 设
备、新技术带来新发展，今年一季度
公司产值同比翻番。

产线升级——走进美的库卡智
能制造科技园，“机器人”生产“机
器人”的场景引人驻足：十余台橙
色 的 机 器 人 在 “ 岗 位 ” 上 打 螺
丝、焊接；AGV 小车来往穿梭，有
条不紊。

库卡中国营运与人力资源总监
陈 峰 说 ， 这 条 全 自 动 生 产 线 生 产

100 公 斤 以 下 的 机 器 人 用 时 30 分
钟。“如果市场需要，可以进一步
提速。”

模式更新——在家电、汽车等领
域，用“数字孪生”技术“建厂”的
探索不断。将真实数据导入，通过仿
真模型在网络空间打造虚拟工厂，大
到产线的改造，小到产品的排产，都
能 精 准 模 拟 、 验 证 ， 降 低 试 错 成
本，实现高效生产。

今年以来，我国加大力度推动
产业升级，加强重点行业企业技术
改造，推进工业领域大规模设备更
新。一个个新技术加速融入生产一

线 ，“ 世 界 工 厂 ” 里 的 “ 车 间 变
革”，推动着中国制造展现新颜。

一季度，工业领域设备工器具购
置投资同比增长 16.3%；截至今年 3
月底，工业企业关键工序数控化率为
66.2%；目前，国家级绿色工厂达到
6430 家，实现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
比重约20%。

“工厂的变化是产业向新的体
现。”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政策与经
济研究所所长辛勇飞说，新型工业化
的根本动力是提高产业创新与升级的
能力，来自制造端的“数智赋能”正
为产业发展激发新气象。

制造变“柔”，生产方式加速变革

在 重 庆 的 赛 力 斯 汽 车 超 级 工
厂，可以看到汽车制造的另一种“打
开方式”：

这里最多可实现 4 个平台、8 种
车型的混线生产，满足单个车型多种
个性化配置。

工厂负责人说，从接到客户订单
起，所有零部件数据就开始生成，工
厂根据系统配置差异化生产。依托新
技术、适应多样化需求，去年，企业
新能源汽车订单数同比增长超180%。

当车间装上“大脑”、生产线走
进“云端”、产品在“出生”前就有
了“主人”，柔性制造提升了生产过
程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制造的逻辑正
发生改变。

让效率更高——
“以前拥抱的是订单，现在拥抱

的是市场。”一位玩具企业负责人
说，企业用大数据预测“爆品”，并
在新品投放后根据市场反馈调整生
产，畅销款补货可得率大幅提升。

从国家级智能制造示范工厂的实
践来看，在钢铁、建材等传统产业，通
过智能化改造，碳排放减少约12%。一
些领域的示范工厂产品研发周期缩短
约 30%，生产效率增加近 30%。

让质量提升——
极氪 5G 智慧工厂负责人告诉记

者，在焊接车间，车身 4800 多个焊
点，每个焊点每一步焊接过程都被切
割成毫秒级。在总装车间，仅拧紧螺

丝这道工序，就通过 23 套高精伺服
控制系统。智能制造将工序拆解、标
准化，让生产从“凭力气”转向“凭
数据”。

全国已建成230 余家卓越级智能
工厂，这些工厂覆盖超过80%的制造
业 行 业 大 类 ， 共 建 设 在 线 智 能 检
测、质量追溯与分析改进等优秀场景
近2000个，不良品率平均下降50.2%。

让供应链协同——
借助智能设计工具，图纸“一

键”直连生产线；通过共享工厂，企
业不单独建生产线也能搞制造；接入
数 字 化 贸 易 平 台 、 跨 境 电 商 平 台
等，小工厂直面广阔市场……以工厂
为基点的供应链生态系统加快形成。

截至今年 3 月底，我国工业企业
数 字 化 研 发 设 计 工 具 普 及 率 为
83.5%。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工业互联
网平台超过340家，重点平台工业设
备连接数超过1亿台（套）。

生产方式、供应链更加柔性，更
好适应了消费侧个性化、多元化的需
求。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会长孙瑞哲
说，在纺织行业，小批量多批次生产
的“小单快反”模式兴起，灵活接单
的方式也为行业稳外贸提供助力。

“要以柔性的供应链构建韧性的
产业链。”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
协调局局长陶青说，向数字化、网络
化、智能化升级，产业的抗风险力和
竞争力会随之提升。

从工厂到“工厂+”，两“链”融合前景拓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