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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技 部 办 公 厅 近 日 印 发《“ 创 新

积分制”工作指引（全国试行版）》（以

下 简 称《指 引》），标 志 着“ 创 新 积 分

制”从国家高新区进一步扩展到全国

试行，有望助力更多科技型企业脱颖

而出。

企业是科技创新的主体，也是最

活跃的创新力量。就科技型企业而

言，往往具有重技术、高成长、轻资产

等特点，很难对其创新能力、成长潜力

进行准确评估。这就使科技管理部

门、银行和投资机构经常面对“看不懂

科技含量、找不到优质项目、难以把控

风险”等问题，也会导致科技型企业在

获取政策和投融资支持方面遇到困

扰。因此，亟须探索建立一种政策工

具，来精准发现、培育和支持科技型企

业，有效破解“两头难”的问题。

“创新积分制”是一种新型科技金

融政策工具。它通过大数据精准“画

像”，能够识别挖掘一批研发能力强、

成长潜力大、掌握关键核心技术的优

质科技型企业，从而有效提高资源配

置效率，打通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

环，促进全社会创新发展。试点近 4 年

来，实施“创新积分制”的高新区超过百家，国内主要商业银

行推出“创新积分贷”专项金融产品，一些地方将创新积分

与科技政策、人才政策等挂钩，实现“政策找企业”。此次印

发的《指引》，对于进一步发挥政策带动效应，推动“创新积

分制”提质扩面、规范实施，为创新发展注入更多“源头活

水”，具有重要意义。

“创新积分制”贵在精准。精准地进行量化评价是“创

新积分制”有效实施的关键。《指引》提出 3 类一级指标、18
个二级指标，同时设置了指标权重，旨在从多个维度精准刻

画企业的创新能力和成长经营能力。要通过保证数据采集

的准确性，科学建立参数模型等，使创新积分精准有效，更

好引导各类创新资源向优质科技型企业集聚。

“创新积分制”重在应用。丰富多样的应用场景是创

新积分支持企业发展的重要环节。试点过程中，“创新积

分制”应用场景逐步拓展，为积分企业提供了丰富多样的

创新要素供给。要根据《指引》，进一步整合涉企支持政

策，形成合力，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推动科技型企业加

速成长。

“创新积分制”要在实践中不断优化。发展新质生产力

要因地制宜，支持科技型企业发展也要灵活施策。《指引》在

坚持统一评价模型的基础上，鼓励各地方充分考虑地方特

色和实际需求，灵活制定具体方案，细化评价标准，完善评

价权重，这将有利于各地方构建具有区域特色的积分体系，

并在实际应用中形成更多好经验、好做法。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相信随着“创新积分制”在更大

范围内落地实施，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将进一步强化，更

多科技型企业将成为新产业、新市场的开拓者。以小积分

拓展创新大空间，将在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支撑高质

量发展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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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通 过 保 证 数 据 采
集的准确性，科学建立参
数模型等，使创新积分精
准有效，更好引导各类创
新资源向优质科技型企
业集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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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时分，一辆外观红色、长约 16 米的

重卡，平稳行驶在沪宁高速上。过了江苏苏

州相城收费站，驾驶员孙业付按下拨杆上的

“一键进入”按钮，耳边响起语音播报“智加

领航已开启”。这标志着，看起来普普通通

的重卡切换到了智能辅助驾驶状态，也意味

着孙业付从驾驶员变身为安全员，只需坐在

车上监管，智慧重卡便会根据实时路况减

速、避让或变道。

在江苏，自动驾驶已经成为创新技术重

塑物流运输产业的重要载体。除了智慧重

卡，应用于港口的自动驾驶集卡完成技术验

证的初始阶段，驶入了大规模商业应用的快

车道；行驶在物流园区与制造业企业之间的

自动驾驶物流车，则在智驾系统助力下，实

现了物流业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自动

驾驶如何帮助货运降本增效？近日，记者在

江苏走访了多个自动驾驶在相关领域的应

用场景。

重卡有了“眼睛”

干线物流应用智慧重卡，
驾驶轻松舒适

孙业付从驾驶员变身安全员，如何实现？

“在重卡车头上搭载了多种类型的传感

器，有毫米波雷达、激光雷达、高清摄像头

等，作为智慧重卡的‘眼睛’，可以看清看懂

数百米外的路况。”苏州智加科技有限公司

首席科学家崔迪潇告诉记者，智慧重卡能实

现 360 度多重感知，遇到大雨大雾也不怕，还

能提前观察到前方拥堵，通过均匀减速和丝

滑刹车，平稳行驶并节省油耗。

坐在车里是什么感觉？孙业付坦言，以

前连续驾驶卡车会感到十分疲劳，有时到服

务区甚至累得吃不下饭，只想打个盹；而自

从当上安全员，就轻松舒适了很多。

这 些 智 慧 重 卡 主 要 应 用 在 哪 些 场 合？

崔迪潇介绍，智慧重卡主要应用于干线物流

场景。2020 年，智加科技联合挚途科技，助

力一汽解放率先推出前装车规级智慧重卡

——J7 超级卡车，完成面向物流行业的 100
台前装量产智慧重卡订单交付。去年，智加

科技联合江淮汽车共同打造针对快递快运

市场的智慧重卡。目前，这些智慧重卡已行

驶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区域，承担各

种物流业务类型，保持全程零事故，最高可

节油 10%。

去年，江苏编制出台了《2023 年江苏数

字交通赋能专项行动方案》，明确了全省交

通运输行业基础设施数字化改造在智能网

联车路协同方面的建设任务，推动智能网联

汽车应用创新技术及产业发展。“侧重分阶

段推进路侧基础设施建设，江苏正选取有条

件的高速公路、国省道公路，围绕全要素智

能感知、全业务智能管理、全方位智能服务、

车路协同自动驾驶等目标，组织开展关键技

术集中攻关，让自动驾驶场景更丰富、对产

业发展助力更强。”江苏省交通运输厅科技

处相关负责人表示。

集卡装上“大脑”

港口运输自动完成，减少
误差提升效率

来到南通港通州湾港区吕四作业区，只

见 5 台自动驾驶集卡在 9 号泊位的 91 箱区封

闭区域内有序运行。它们沿着设定的路线，

自动开到堆场的指定位置，与全自动轨道吊

完成对位，并由轨道吊将集装箱吊起放在集

卡的挂车部分。随后，集卡再次沿着设定路

线运送集装箱到泊位指定位置并与岸桥完

成对位，再由岸桥将集装箱吊起后放在货运

船上。

据介绍，这是江苏省内首支自动驾驶集

卡车队。“过去，这样的工作由驾驶员驾驶传

统集卡完成，需要反复对准，费时费力。现

在，则由搭载了人工智能技术的自动驾驶集

卡来实现，误差不超过 5 厘米。”江苏沪通集

装箱码头有限公司营运操作部信息技术主

管姜昊舟介绍。

变 化 的 背 后 ，能 看 见 的 是 车 身 上 的 传

感 器 和 定 位 设 备 ，看 不 到 的 是“ 智 慧 大

脑”——自主研发的自动驾驶水平运输系

统。传感设备采集的数据被发送到“大脑”

分析处理，结合交通流信息作出决策，指挥

集卡做出直行、转弯、变道、对位和倒车等

动作。

这批自动驾驶集卡由国标线控底盘集

卡 改 装 而 来 ，技 术 上 也 在 不 断 迭 代 升 级 。

“早期的自动驾驶集卡通过地面敷设磁钉

的方式引导行驶，因此港口的场地不能使

用 常 规 方 式 建 设 ，不 仅 成 本 高 ，磁 钉 的 损

坏 率 也 很 高 。”姜 昊 舟 解 释 ，随 着 技 术 发

展 ，真 正 意 义 上 无 人 化 、智 能 化 水 平 运 输

设 备 的 出 现 成 为 可 能 ，不 仅 更 灵 活 智 能 ，

而且无需对码头进行基建改造，适合在国

内 超 过 95% 的 传 统 码 头 进 行 应 用 ，让 货 运

方式提档升级。

近日，江苏省交通运输厅出台《加快推

进智慧港口建设的实施方案和加快推进智

慧航道建设的实施方案》，明确到 2027 年，全

省拥有 5 万吨级以上泊位的码头基本建成智

能感知网，建设和打造一批全流程自动化集

装箱码头和干散货码头，探索推进一批件杂

货码头自动化改造。

物流车变得“聪明”

企业之间无缝对接，推动
实现柔性生产

左拐、直行、右转、避让……在江苏省无

锡高新区综保区的开放道路上，一辆物流车

载着 10 吨重原材料及零部件，平稳地行驶在

江苏佳利达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综保仓

库到园区内一家美资企业仓库的路上。单

程 2.5 公里，行驶时间 10 到 15 分钟，每天根

据订单不间断行驶 8 到 12 趟。

如果仔细看就会发现，这是一辆经过改

装的自动驾驶车辆。安全员徐红明坦言，实

际操作“轻松得很”——在高清地图和智驾

系统的引导下，车子能自动起步、加速、变

道、停泊。去年 9 月运行以来，安全员的紧急

干预“尚无用武之地”。

这 辆 物 流 车 是 如 何 做 到 这 么“ 聪 明 ”

的？江苏佳利达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创

新研究院院长钱韶华介绍，遍布车身的 11 个

雷达、16 个相机以及两根天线，就是车的“五

官”，将感知信息传到车上的智能驾驶系统

控制器，“大脑”根据算力作出预判动作，交

由“四肢”——即方向盘及刹车模块、车轮来

完成。

自动驾驶车开进企业的仓库后，停泊在

高出地面 1.3 米的月台前。前来迎接它的，

也是一辆自动驾驶搬运车。这位“小伙伴”

直接开进车厢里，将转载的货物叉出来，搬

运到仓储流水线上，由自动化流水线将其分

类归置到立体仓库待用。

在物流仓储环节，使用自动驾驶车有哪

些必要性？钱韶华告诉记者，该场景的行驶

线路简单、固定，采用自动驾驶，不仅减少低

水平重复，更实现物流业与制造业的无缝衔

接、深度融合——通过 24 小时实时响应的精

准供货，让小批量、高频次、定制化的柔性化

生产，成为制造业进一步转型发展、提档升

级的方向。

“下一步，我们还将进行技术研发，实现

自动驾驶与自动卸货的技术叠加，并借助当

地 5G 通信、云计算等先进技术方面优势，实

现车路协同，让‘聪明的车’和‘智慧的路’更

安全可靠。”钱韶华说。

江苏在干线物流、港口运输等多领域创新技术，助力产业降本增效

自动驾驶，让货运更智慧
本报记者 姚雪青

核心阅读

搭载多类型传感器的智
慧重卡，让司机免于长时间
的疲劳驾驶；安装自动驾驶
水平运输系统的集卡，使港
口运输更加灵活智能；无缝
衔接穿梭于物流仓库与企业
之间的物流车，助柔性生产
更好更快实现……近年来，
江苏推动自动驾驶技术发
展，应用场景不断丰富，产业
助力持续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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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政策标准不断完善、试点

示范不断深化，我国自动驾驶货运实现快速

发展。依托智能交通先导应用试点，围绕公

路货运、物流配送、园区内运输、港区作业等

典型货运物流场景，多项自动驾驶试点任务

加快布局，市场规模不断扩大。

“未来我们要加强自动驾驶汽车研发，

形成自主可控完整的产业链，加快发展无

人驾驶货运和无人配送，将有效推动交通

物流行业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

变，促进运输服务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

力变革。”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有关负责

人表示。

数据显示，截至 2023 年底，参与智能交

通先导应用试点的百余家创新主体投入自

动驾驶货车约为 1000 辆，有约 20 个港口落

地实施了自动驾驶的集卡。

“下一步，交通运输部将会同相关部门，

坚持守正创新、包容审慎，为自动驾驶技术

在道路货运和物流配送领域发展创造良好

环境。”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有关负责人

表示。 （本报记者 韩 鑫）

自动驾驶货运应用提速
■链接R

本报北京 8 月 19 日电 （记者李心萍）8
月 19 日，我国自主研发的海底隧道盾构机“深

江 1 号”完成掘进任务，顺利抵达海平面下 106
米，这是中国大盾构水下掘进的最深纪录，也

是世界高铁盾构隧道掘进的最深海底纪录。

工程建成后，中国高铁将在百米海底飞驰。

全长 13.69 公里的珠江口隧道是深（深

圳）江（江门）铁路全线控制性工程，采用“矿

山法+盾构法”组合施工。其中，“深江 1 号”

盾构机从广东东莞向广州南沙方向掘进 3.59公

里，先后穿越 13 种地层、5 种复合地质。

图为百米海底盾构管片拼装现场。

范少文摄（人民视觉）

国产盾构机

创水下掘进最深纪录

“游客互送，线路互通。”吉林延边朝鲜族

自治州和黑龙江接壤，在东北三省一区旅游

业协同发展的牵引下，当地文旅发展势头旺。

“进山采参喽！”早上 8 点半，一辆黑 A 牌

照的轿车停在延边州安图县二道白河镇一

处民俗村落，归心民宿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杨

丽娜等在村口，给浙江客人讲起行程。

步行上山，半山腰，参田内，游客张先生

蹲下身，经人指导，手持木棍，轻轻拨土……

40 分钟后，一株土黄色的人参被他亲手采

出。张先生语气兴奋：“前两天看了哈尔滨

的夏季冰雪大世界，又想来吉林瞧瞧民俗

村，真是各有特色！”

几年前，村子几乎没接待过从黑龙江过

来的旅游团。“以前和黑、辽旅行社联系不

多，大家各管自己的一摊。”杨丽娜说。

2023 年，延边州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

前往黑、辽两省开展旅游宣传推介会。政府

搭 平 台 ，多 家 旅 行 社 、旅 游 景 点 负 责 人 参

会。一年间，杨丽娜与多家黑、辽旅行社建

立合作关系，遇到想去对方省市的游客，及

时沟通，接力服务。“那头开车，送游客到达

目的地，这头接待，做好导游餐饮等服务。

高峰时，一天能接待四五拨这样的客人。”杨

丽娜说，“这一年多，我估算，从黑、辽两省来

的游客增加了二成多呢。”

延边州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

于明亮的话也验证了杨丽娜的感受：“来自

黑、辽两省的游客不断增长，2023 年，在延边

州省外游客中占比超过三成。”

资源互补共享，是东北地区协同做大做

强旅游产业的必答题。近几年，东北抗联红

色线路、G331 国道自驾线路等多条跨越东

北 三 省 一 区 的 融 合 线 路 不 断 推 出 。 7 月 1
日，《关于促进东北三省一区旅游业协同发

展的决定》正式施行。吉林省文旅厅副厅长

金振林介绍，下一步吉林省将持续加强东北

旅游市场开发合作。

下午 3 点，又一个来自黑龙江的旅游团

落地民俗村。“头 3 天在黑龙江，吃烧烤、游镜

泊湖，再来吉林，爬长白山、尝特色打糕，每

天都有不同的体验。”游客周先生兴奋地讲

着行程。

区域联系紧了，游客多了，服务能否跟

上？晚上 6 点半，杨丽娜和游客一道，等待民

俗表演开场。“今天新添了个歌舞节目，看看

大家反响。”杨丽娜说。

晚上 9 点，民俗村逐渐寂静。办公室内，

杨丽娜正和高文博商量工作。“他是返乡就

业的大学生，利用专业知识，给村里很多旅

游项目做了优化提升。”杨丽娜信心十足，

“东北旅游协同发展，不单有更多游客走进

东北，也会有更多年轻人回到东北，吃上吃

好旅游饭。”

在东北三省一区旅游业协同发展的牵引下

东北旅游线路越连越紧
本报记者 刘以晴

本报珠海 8月 19日电 （记者贺林平）新横琴口岸旅检区域

自 2020 年 8 月 18 日开通至今已 4 周年。4 年间，累计经横琴口

岸出入境人员超 4800 万人次，车辆超 588 万辆次，年均增幅分别

约 62.2%和 40.4%。

横琴口岸是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内唯一的粤澳两地出入境

通道，随着合作区建设不断推进和横琴口岸软硬件配套不断完

善，横琴澳门两地人员往来不断刷新通关纪录。据珠海边检总

站横琴边检站统计，今年以来，横琴口岸单日客流最高超 8.6 万

人次，车辆超 7200 辆次，均为横琴口岸通关以来历史新高；日均

客流量和车流量分别从 4 年前的 2.5 万人次和 2700 辆次，增长至

目前的 5.7 万人次和 6000 辆次。

启用四周年

新横琴口岸累计通关超4800万人次

本报贵阳 8月 19日电 （记者陈隽逸）记者从贵州省交通运

输厅获悉：贵州省首个“无岗智慧收费站”——贵黔高速百花湖

收费站目前已投入使用。近年来，贵州通过数字赋能，有效解决

传统收费站设备故障多、通行效率低、需要人工频繁干预等问

题，收费站实现 3 秒读卡、7 秒交费通行，通行效率比传统人工车

道通行效率提高约 50%，运营人员减少约 60%，过站出行体验更

便捷、高效、绿色。

全流程优化“解难题”。按照节约化、智慧化思路，采用“无

亭化、集成化、轻量化、分车道多级诱导”设计理念，使用超融合

虚拟化技术，实现计算资源、存储资源合理化分配、优化及状态

检测，收费站建设成本下降约 20%、建设周期缩短近 30%。

多系统应用“提效率”。应用车道事件监测系统能够全局掌

握收费广场营运秩序、车道异常事件。应用临牌识别算法及摄

像头，临时车牌车辆经过车道，可以通过自助扫描，后台系统自

动处理，减少人工介入处置事项。

人性化指引“优服务”。部署新一代 AI 数字收缴费机器人，

融入仿真画像、场景交互大模型、机器视觉等先进技术，视觉上

呈现为有人服务。同时，设置智控室负责特殊情况处理，司乘如

需帮助，按下求助按钮，智控室工作人员便可第一时间远程或赶

往现场帮助解决问题，有效提高服务质量。

贵州推动传统收费站智慧化升级

通行效率提高约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