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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3要闻

本报济宁12月29日讯(记者
邓超 孔茜) 12月28上午9点

半，由山东省工信厅、济宁市人
民政府、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
会、山东重工集团、兖矿集团、山
东省高层次人才发展促进会主
办，由济宁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
司、中国重汽济宁商用车有限公
司、小松山推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承办的聚合赋能·信任济宁———
中国(山东·济宁)高端装备产业
发展大会正式举行。本次会议共
包含赋能济宁、信任济宁、智引
未来等多项板块，从新形势下的
产业赋能与智能制造、人才赋
能、数字赋能、名企聚合等方面
出发，共享行业前沿新资讯，共
谋投资合作新机遇，共创产业发
展新未来，合力打造以山东·济
宁为产业中心的高端装备产业
生态。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专家
委名誉主任、工信部智能制造
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朱森第，
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会长祁
俊，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党
组成员、副厅长、省国防科工办
主任靖士宽。山东省工业和信
息化厅装备产业处处长赵明，
济宁市委副书记、市长石光亮，
济宁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张胜
明，国家统计局原总经济师、国
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姚景
源，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
研究院战略部部长王琪，发展
中国家工程技术科学院院士、
机器人产业联盟副理事长马立
新，济宁高新区党工委书记刘
章箭，济宁高新区党工委副书
记鹿洪超，济宁高新区管委会
调研员、人大工作室主任王培
华，济宁高新区党工委委员、党
政办公室主任赵鲁，济宁高新
区管委会副主任、经济发展局
局长孟凡璋出席了本次大会。

另外，济宁市发改、科技、
工信、商务、投促等市直部门主
要负责人，各县市区分管负责
人及科技、工信部门负责人，以
及来自国内的300多家高端装
备企业参加本次大会。

靖士宽在致辞中说，当前，
以知识、技术、数据等新生产要
素为支撑的智能制造，逐渐成
为世界各国争夺制造业新优势

的主战场。谁抓住了智能制造，
谁就抓住了产业转型升级、培
育新动能、实现提质增效的“牛
鼻子”。为此，山东省采取搭平
台、树标杆、抓示范、搞评估、育
人才等形式，构建起智能制造

“五位一体”推进体系，不断促
进智能制造向纵深推进。

靖士宽强调，虽然山东省高
端装备制造业取得了一定的成
绩，但也要清醒地看到，与先进
相比，山东还存在不少差距，特
别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高端不
足、低端过剩、结构不优、创新薄
弱等问题十分突出。解决这些问
题，迫切需要认真落实省委、省
政府部署，进一步解放思想、创
新思路，加大改革开放力度，加
大“双招双引”力度，多向专家学
者请教，多与高水平机构合作，

推动山东省高端装备制造业再
上新台阶。

石光亮在致辞中说，高端装
备产业是“工业制造皇冠上的明
珠”。济宁市历来高度重视高端
装备产业发展，将其作为千亿级
产业集群重点打造，全市营业收
入过亿元的高端装备企业近400
家，培育了山推、小松、重汽商用
车、伊顿等龙头企业，形成了工
程机械、汽车及零部件、农机装
备、智能机器人等主导产业集
群，成为全国重要的工程机械和
专用汽车生产基地之一。建成国
家级企业技术中心2家，省级企
业技术中心75家，中科先进院、
国家机器人检验检测平台等10
余个国家级科研院所在济宁市
设立分支机构，市产研院效应逐
步放大，为高端装备产业高质量

发展筑牢了技术支撑。
石光亮强调，近年来，济宁

市深入实施“一次办好”改革，实
现了1个工作日完成企业开办，1
个工作日完成不动产登记，30个
工作日完成项目审批，投资项目
从土地审批到开工建设全流程
不超过100天，以最大诚意、最优
环境、最好政策，礼遇投资者、厚
待企业家。

会议探讨了包含有效推进
中国智能制造、中国高端装备产
业发展展望、实现高端装备的智
能化、信息化路径、西门子物联
网基于工业语义数据模型的赋
能中台与应用、+智能华为云助
力装备制造业转型升级、数字经
济与5G技术发展、高端装备产业
融合发展等多个议题。会上进行
的智引未来论坛是“院士专家济

宁行”系列活动之一。
会议期间，共签约战略合作

协议4项，产业投资协议6个，企
业合作协议3个。其中产业项目
总投资36亿元，项目投产后可以
实现年产值60亿元，实现税收7
亿元。项目的落地将有力助推济
宁市高端装备产业高质量发展，
进一步壮大打造全国乃至全球
高端装备产业集群基础。

高端装备(济宁)产业联盟也
于会上倡议成立，并发布高端装
备制造产业联盟济宁宣言。大会
开始前，与会领导及嘉宾分赴位
于济宁高新区展览馆内的高端
装备展区进行观摩。来自山推、
小松、伊顿、重汽、兖矿等济宁
重点企业的各式高端装备依次
排开，其最新行业发展成果，也
在这里进行展示。

中国(山东·济宁)高端装备产业发展大会在高新区隆重召开

签签订订1133项项合合作作协协议议，，产产业业项项目目总总投投资资3366亿亿元元

“回顾我们在中国走过的历程，我很
骄傲地说，济宁作为我们来华拓展业务的
第一站，是最正确的战略选择。”2 8日，伊
顿亚太区首席财务官、亚太区投资负责人
张洁走上演讲台，从伊顿全球和伊顿中国
概况、在济发展历程及未来战路定位等方
面，畅谈着伊顿在济发展点滴。

过去二十多年，伊顿大中华区销售业
务从无到有，如今已经占公司全球业务的
10%，并依然保持着健康发展的势头。济宁
作为伊顿进入中国的第一站，在伊顿全球
版图上享有特殊的地位。“伊顿济宁工业
园能取得今天的成就，与市政府和高新区
管委会的鼎力支持密不可分。”她说，企业
自2005年入驻高新区以来，在济宁创造的
每一分价值里都包含着政府各级部门的
共同智慧和努力。其中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去年伊顿工业四期产能扩建项目，为抢时

间确保该项目当年建成、当年投产，高新
区管委会成立了专门服务小组。协调省市
各有关部门进行项目审批、签约和准备工
作，在项目建设期间管委会保姆式的服务
为该项目顺利完工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回顾过往，张洁感触良多，展望未来
她亦信心满满。“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可以
在中国发展得更好。”张洁说，当日所签订
的发动机制动器生产项目，是伊顿将欧美
市场应用成熟的技术引进中国市场的最
新案例，该技术的应用将大大提高汽车发
动机制动的安全性和可靠性，同时避免了
频繁更换刹车片和轮胎造成资源浪费、成
本和维修增加。虽该技术刚刚引入中国，
但即将投入产线。希望通过这个先进技
术，将中国的制动技术提升到另外一个新
档次。

本报记者 孔茜

葛相关链接

中国区重要挖掘机生产基地

曾获日本最高质奖戴明奖

“小松在济宁当地已经营了2 4
年。”谈及小松山东的发展历程，小松
中国生产调达本部本部长(兼)小松山
东工程机械有限公司董事长保川高司
感慨万分。他说，1995年与山推和住友
商社共同出资成立了以生产液压挖掘
机为主要产品的核心企业——— 小松山
推。经过多年发展，目前在济宁，小松
已有主机生产企业小松山推和零部件
生产企业小松(山东)2家公司，同时有
战略性配套厂家日资企业12家、当地
企业19家，形成了在日本之外很难看
到的小松关联全业集群。

而通过在济宁地区的事业活动，
小松自身事业不仅获得了发展，同时
也积极培养人才，推进人才当地化。其
中最为显著的事例即为小松山推通过
持续多年推进TQM活动，于2013年10

月获得了日本的最高质奖——— 戴明
奖。

“在日本之外的企业获得这种奖
项，是罕见的，我们感到非常光荣。”保
川高司说，随着企业的不断发展，小松
已把在济宁的小松山推定位为中国区
重要的挖掘机生产基地。今年1月导入
了大幅度改进燃油消耗的新型战略机
型PC215-10MO，至此，小松山推生产
机型达到20种。随着当地环保要求的
变化以及济宁城市发展规划的调整，
小松山推今年10月份工厂搬迁完毕。
同时，企业将以此为契机，以绿色生
产、智能制造为关键词，将小松山推建
设成环境负荷轻、自动化率高、充分活
用ICT技术的新小松山推，为高新区
产业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本报记者 孔茜

在济宁发展20多年

以技术共创美好明天

有效推进中国智能制造
这些关键因素必须掌握

就推进中国智能制造的思
考，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专家
委名誉主任、工信部智能制造
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朱森第进
行了一番分析。他谈到，智能制
造是为了让制造业效率更高，
品质更好，成本更低，环境影响
更小，资源消耗更少。在推进智
能制造的过程中，要做到有效，
需要掌握制造系统的设计、制
造工艺、制造的网络环境、制造
的经营生产和经营管理、制造
所必须的智能制造装备等关键
因素。

“任何一个制造，没有制造
系统是很难完成的，大到工厂
车间，小至生产线和单台的设
备都是必不可少的。”朱森第
说，实现智能工厂，建设数字化
车间，首先要把系统设计好。而
系统设计必须适合企业，更要
与技术的发展趋势和当下的时
代相结合，还要适应市场的需
要。

而制造工艺，则要通过流
程再造、优化工艺、技术和工艺
的革新才能达到预期效果。“网
络环境要做到制造系统里的设
备互通互联、信息的集成，平台
的搭建。”朱森第说，经营生产
和经营管理是制造企业的基
础，企业应当做到坚持和进化，
要做到与时俱进。装备是实现
智能制造物化的载体，实现智
能制造，装备应当实用、智能，
智能装备推广力度和速度更要
匹配。

朱森第还指出，智能制造
是先进制造技术与互联网技术
融合的产物，而不是单纯的利
用互联网技术来改造传统制造
业。要大力培育智能制造的龙
头企业，让他们起好带头作用、
示范作用，也要大力培养智能
制造专业人才。

展望高端装备产业发展
需要长期且清晰的规划

对 于 高 端 装 备 产 业 发
展，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
会长祁俊谈到，以工业互联
为核心，形成了大数据、人工
智能、智能制造，这些关键技

术将为制造业带来深刻影响
和变革。可以推动企业转型
升级、创新设计、工艺提升、
强化质量、延伸服务、拓展市
场。“但这种变化还是不清晰
的，很多企业要对自身有一
个清醒的认识，走向智能化
制造需要一个长期且清晰的
规划。”祁俊说，智能化的关
键标志包括定制化生产和定
制化设计，要保证企业和行
业的长期稳定发展，就要脚
踏实地、跟上社会的需求和
市场发展要求，更要掌握自
己的核心技术、拥有自己的
知识产权。

同时祁俊指出，工程机
械行业在上一轮的高速发展
过程中，实现了产能快速增
长，在满足国民经济建设发
展需要的同时，也带来了一
些低端产品、通用型产品重
复建设、重复生产，导致产业
结构失衡。在市场需求持续
下降的情况下，暴露出生产
企业数量较多，行业总量过
剩等问题，行业内部结构性
矛盾突出。

经过近几年的调整，工
程机械行业已进入转型发展
新 阶 段 ，结 构 优 化 、技术创
新、产业升级、质量提升，成
为我国工程机械行业发展的
目标导向。很多企业主动适
应新的要求，加大结构调整
力度，调整企业生产布局和
产业格局，关闭和停建了一
批不适应市场发展的生产单
元，调减了一些低端低效益
产品的生产，转向具有市场
前景，具有高端化、满足需求
多样化和细分市场需求特点
的产品，大力发展服务型制
造，初步实现了产业结构调
整和优化升级。在产业优化
升级的同时，工程机械企业
还应进一步加强企业管理，
改善企业运行质量和效益。

高端装备智能化、信息化
技术、人才和用户是关键

发展中国家工程技术科
学院院士、机器人产业联盟副
理事长马立新则表示，要在智
能制造推进过程中，建立高效
合理的业务流程和业务模型。
他说，企业要面对竞争对手和

客户的双重压力，首先要拥有
高端的技术和稳定的高端技
术人才，企业必须吸引、留住
高端的人才。其次，高端装备
企业的智能是用户说了算，实
现智能化要通过客户的体验
来认可产品。

就人工智能，马立新谈
到，人工智能对于助推高端装
备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特别是在工程机械、智慧
交通领域，人工智能决定了让
我们在使用装备的时候，在乘
用车辆的时候，在融入到智慧
生活的时候，能够拥有非常好
的体验。”马立新说，未来，我
们可以体验到在智能工厂和
数字化车间中，工业机器人和
操作人员能够进行交互，进行
协同作业。同时，在智慧交通
的大背景下，我们还会体验到
l2等级的自动驾驶车辆。能够
很大程度的把老百姓从驾驶
的繁重劳动中解放出来，同时
能够优化我们的交通效率。

在推动装备制造与信息
网络技术深度融合方面，马立
新认为，要提高装备制造信息
化的层次和水平；推进制造过
程的智能化和企业信息化改
造，推动建设数字化工厂与车
间，提升自动化生产线、数字
化车间的生产过程智能化水
平，推进柔性生产；加强数字
化基础设施建设，结合数字化
商业模式，提升智能服务水
平。同时，鼓励发展智能装备
和智能产品。

此外，西门子(中国)有限
公司物联网服务事业部业务
拓展总监赵俭和华为云工业
互联网解决方案总监陈栋，还
分别就西门子物联网基于工
业语义数据模型的赋能中台
与应用与+智能华为云助力装
备制造业转型升级等重点话
题发表了个人观点。

国内顶尖产业思想力和企业精英聚首，探讨新形势下产业赋能与智能制造

聚聚焦焦产产业业，，五五位位专专家家各各抒抒己己见见
文/图 本报记者 邓超

在12月28日举行的聚合赋能·信任济宁——— 中国(山东·济宁)高
端装备产业发展大会上，来自国内最顶尖的产业思想力和企业精
英，探讨了包含有效推进中国智能制造、中国高端装备产业发展展
望、实现高端装备的智能化、信息化路径、西门子物联网基于工业语
义数据模型的赋能中台与应用、+智能华为云助力装备制造业转型
升级、数字经济与5G技术发展、高端装备产业融合发展等多个议题，
从不同角度给出关于新动能、关于高端装备产业的思考，多维度探
讨智能制造的技术创新、发展趋势。通过交流碰撞，共享行业前沿新
资讯，共谋投资合作新机遇，共创产业发展新未来。

12月27日-29日，在“聚合赋
能·信任济宁”中国(山东·济宁)
高端装备产业发展大会上，为
了更好地对济宁高端装备制造
产品进行展示，大会特设高端
装备展区。来自山推、小松、伊
顿、重汽、兖矿等济宁重点企业
的各式高端装备依次排开，其
最新行业发展成果，也在这里
进行展示。

记者在展示现场发现，一

大批高端装备制造产品纷纷亮
相。现场不仅有来自山推、重
汽、小松等重点企业的大型装
备，还展出了来自博特精工、锐
博机械、玉柴发动机等企业推
出的机械零部件、发动机等大
型机械所需的关键零部件。而
中煤集团展出的工业机器人、
智能机器人、消防机器人、排爆
机器人、植保无人机等系列高
端装备产品，更是十足吸睛。

此外，展区现场山推的5G
远程操控演示吸引了大量观众
驻足，通过展会现场远程遥控
推土机，实现推土、铲土、装卸
等施工操作，燃爆全场。这次展
示不仅是济宁高端装备产业一
次集中展示，也为政企提供了
一个展示、交流、互动和对接的
平台。

本报记者 邓超

(1)山推与配套企业签订合作发展合同；
(2)小松山推与配套企业签订合作发展合同；
(3)伊顿工业与配套企业签订合作发展合同。
本报记者 邓超

针对新形势下产业赋能与智能制造，专家们各抒己见。

葛相关链接

市政府与企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1)济宁市政府与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签订《支
持济宁市工程机械升级发展战略合作协议》；

(2)济宁市政府与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
院签订《合作推动济宁市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框架协
议》；

(3)济宁市政府与山东重工签署《工程机械研发创
新战略合作协议》；

(4)济宁市政府与小松公司签订《挖掘机全球零部
件采购基地战略合作协议》

济宁高新区管委会与企业签订产业项目合同

(1)济宁高新区管委会与济宁市移动公司签订《5G
+高端装备深度融合战略合作协议》；

(2)济宁高新区管委会与伊顿工业(济宁)公司签订
《伊顿工业发动机制动器生产项目合作备忘录》；

(3)济宁高新区管委会与凯登制浆设备有限公司签
订《凯登制浆设备(中国)新工厂项目投资合同》；

(4)济宁高新区管委会与双林集团签订《6AT变速
器M23、M06和8AT变速器M08生产基地项目协议书》；

(5)济宁高新区管委会与青岛博泰汽车有限公司签
订《博泰汽车底盘核心零部件生产基地项目投资协
议》；

(6)济宁高新区管委会与常州五环集团签订《卡车
关键零部件的研发和生产项目投资协议》。

重点企业签订产业合作发展合同

高端装备集中亮相，科技元素爆棚

各种智能无人机十分吸引眼球。 本报记者 邓超 摄

中国(山东·济宁)高端装备产业发展大会在高新区隆重召开。 本报记者 邓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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