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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①：一家工程机械厂应用 3D 视觉技术

引导钢板切割、分拣、下料。 那俊杰摄   
图②：工作人员巡检维护山东能源采煤

机设备。 受访者供图   
图③：中国宝武宝钢股份绿色生态厂区

鸟瞰图。 刘继鸣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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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到 自 动 化 的 工 厂 ，或 许 你 脑 中

会 浮 现 这 样 的 场 景 ：无 人 叉 车 在 立 体

仓 库 中 穿 梭 自 如 、机 械 臂 在 流 水 线 旁

上 下 挥 舞 、人 形 机 器 人 自 主 完 成 各 种

任务……

今 天 ，现 实 距 离 脑 海 中 的 画 面 有

多远？

在广泛调研后，我发现，制造业中已

经实现高度自动化生产的，主要还是汽

车、芯片、制药等少数行业里的部分工

艺。而这些领域之外的大部分制造业工

厂生产的产品品种多，需频繁切换系统，

环境、工艺复杂多变，传统机器人技术难

以应对。

按照过去的办法，每一个产品以及

不同的工艺工序，都需要定制系统才能

实现自动化，还需要复杂的设计和调试

工作，不但成本高昂，而且无法应对频繁

的变动。

如果能够做出更通用的机器人，那

各行各业不就都可以实现自动化了吗？

对此，我们要让硬件尽可能标准化，将复

杂性转移到软件上来，通过 3D 视觉和人

工智能来帮助标准化硬件解决复杂多变

的任务。

举例来说，以前，用机械臂代替人

工进行货品分拣几乎不可想象。哪怕

只是一个苹果、一个橘子，若没有经过

专门编程，机械臂都无法识别。面对超

市 中 的 货 品 ，人 工 编 程 既 不 高 效 也 不

现实。

通过人工智能和 3D 视觉赋能，我们

给传统机械臂装上智能化大脑，使它能

够自动处理海量货品，自主规划抓取分

拣顺序及路径，并能随时更换货品，极大

提高工作效率。

近年来，人工智能+3D 视觉解决方

案已经在汽车、重工、物流、食品等行业

大规模落地。通用型机器人也为商超、

快递、药房等领域带来了效率的提升。

未来，基于通用多模态大模型，哪怕

是没有技术基础的人，也可通过对话指

挥机器人完成动作。机器人将像手机一

样，成为人人可用的智能帮手。

（杨曦整理）  

给机器人手臂加上“眼睛”和“大脑”
讲述人：梅卡曼德机器人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邵天兰

在我们的煤矿井下，最多的不是工

人，而是摄像头。“无视频不作业”是这里

保障煤矿安全生产的“硬规定”，平均每

个矿井的摄像头超过 800 路。

人工智能“下井”，小摄像头发挥了

大作用。

以前，采集的视频大多用来做事后

追溯。如何把后置的排查变成前置的预

警？把肉眼观察变成智能监测？在山东

能源集团，人工智能大规模“下井”，让这

些设想逐渐成为现实。

在井下作业区域，视觉识别技术正

在替代传统的“人盯人”，人工智能成为

24 小时值守的“安全员”，一旦有人进入

作业区域，自动发出警示。在多绳摩擦

提升系统中，人工智能实时分析，能够及

时检测尾绳偏摆、磨损等异常情况，预防

事故发生。

不只是安全生产，智能化应用也大

大提升了作业效率。深度近 1000 米的

矿井承受着巨大的冲击地压，钻孔卸压

是防止矿井垮塌的主要手段。基于视觉

识别大模型的智能分析和辅助验证，施

工监管流程从 3 天缩短到 10 分钟，同时

实现 100% 验收率。

这些应用离不开两个关键：数据和

智能。

以前人们常把煤炭比作“乌金”，如

今数据正在成为智能时代的“乌金”。矿

山不仅产出煤炭，也产出海量的数据。

这为以大模型为代表的人工智能等新技

术 ，提 供 了 应 用 场 景 和 丰 富 的 数 据 要

素。如今，我们的矿山大模型已经覆盖

了 80 多个作业场景。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

入发展，数据作为关键生产要素的价值

日益凸显。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截至

今年 6 月底，全国已累计建成智能化采

煤工作面 2201 个、掘进工作面 2269 个。

如同石油之于工业，各行各业产生

的丰富数据资源，正源源不断地为新一

轮产业变革输送“数字血液”。在智能

技 术 的 驱 动 下 ，数 据 价 值 潜 能 将 加 速

释放。

（王震整理）  

地下900米“智”取“乌金”
讲述人：山东能源集团云鼎科技副总经理   周建朋

 华为油气矿山军团副总裁   蒋旺成

屋外鸟语花香，屋内机器人 24 小时

在岗，中国宝武宝钢股份的冷轧“黑灯工

厂”和以往印象中“傻大黑粗”的传统钢

厂并不一样。

近年来，中国宝武坚定践行高端化、

智能化、绿色化的发展路径。“黑灯工厂”

作为其中的典型代表，超过一半的产能

都用于生产低碳排放汽车板等新一代汽

车用钢。

从高排放、高耗能，到“含绿量”“含

金 量 ”双 双 提 升 ，对 于 我 们 来 说 ，这 在

2009 年以前完全是“天方夜谭”。

早在 2005 年前后，随着汽车产业的

环保和排放要求逐步提高，车企用户希

望我们生产超高强钢，但当时这一技术

完全被外国企业掌握。在我们寻求引进

时，外方的严词拒绝警醒了我们——关

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

的，自立自强是唯一出路！

十年磨一剑，闯过无数技术难关，最

终我们在 2009 年建成投产超高强钢专

用生产线，全球第三代超高强淬火延性

钢 QP980 首卷下线，属于中国人自己的

吉帕钢就此诞生！

中国钢，是拼出来的！如今，“这块

钢板”的故事还在继续。

2024 年 4 月，采用全废钢电炉冶炼

技术路线生产的超低碳排放钢试制成

功，全流程可实现减碳约 60%。我们还

推出新能源车整体解决方案，按照 2500
万乘用车来计算，在钢板制造阶段即可

减排 384 万吨二氧化碳，在汽车行驶阶

段能减排 708 万吨。

绿色，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底色。

未来我们会继续攻克数智化低碳技术，

让“白车身”更强、更轻、更靓。向“新”而

行，我们一定能更好应对市场挑战，实现

高质量发展，绘就绿色未来新篇章。

（申佳平、方经纶整理）  

一块钢板的减碳之路
讲述人：中国宝武宝钢股份汽车板技术服务首席工程师   鲍   平

新质生产力，一个全新和鲜活的概念。什

么是新质生产力、为什么要发展新质生产力、

怎样发展新质生产力？回答这些问题，需要将

其放在更宏大的视野中去观察和把握。

人类发展史每一次科技革命，都会带来生

产力“质”的飞跃。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迅猛

发展，呈现以人工智能为主体，与量子科技、生

命科学等领域交叉融合、多点突破的发展态

势。大数据、大模型、大算力加快技术突破，人

工智能已成为引领科技创新的前沿领域，而量

子计算、量子通信、基因组学、脑机接口等领域

也在孕育新的重大技术变革，这些原创性、颠

覆性创新，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带来

生产力“质”的深刻变革。

当前，中国经济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旧的生产函数组合方式已经难以持续，不可能

像高速增长阶段那样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驱动

经济增长，必须转向更多依靠科技创新和全要

素生产率的提高。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

业变革深入发展，中国既要摆脱传统增长方式

下粗放扩张、低效发展的生产力发展路径，又

要拓展先进生产力发展空间。以科技创新为

核心，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才能为高质量

发展开辟新路径、注入新动力。

近年来，我国科技创新成果丰硕，创新驱

动发展取得进展，绿色低碳转型成效显现，发

展方式转变步伐加快。新质生产力已经在我

国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践中孕育成长，并展示

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

可以说，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中国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主动求变，也是在新一轮科技革

命和产业变革中赢得战略主动的必然选择。

2023 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

对新质生产力进行了系统阐释。这是对马克

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重大发展和创新，是新时

代新征程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

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概而言之，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

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

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特点是创

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

具体来看，新质生产力由以下变革催生。

技术革命性突破——与以往科技革命主

要替代体力劳动不同，以智能化为主要特征的

新一轮科技革命，不仅替代体力劳动，还将实

现对脑力劳动的替代和对人的智力的拓展。

比如，智能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先进传感

技术、数字化设计制造、机器人与智能控制系

统等，催生人机共融的智能制造模式，实现制

造过程全要素全环节的动态感知、互联互通、

数据集成和智能控制，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数字技术的迅

猛发展使数据成为新型生产要素。与传统生

产要素相比，数据具有高流动性、低复制成本和报酬递增特

征。数据参与到生产要素配置中，能够大幅提升生产效率，

进而形成新质生产力。比如，通过大规模采集数据，并对相

关数据进行分析，可以使得产品供给方更为清晰地认知需

求方向、对象、内容及数量，并在不增加传统要素投入情况

下实现更高效的产出。可以说，数据要素加入生产要素配

置，形成了更多更好的生产力产出。

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汽车已经有两三百年历史，在

传统汽车领域，西方国家有深厚的技术积累。但这在新能

源汽车时代发生了巨大变化，2024 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

量首次突破 1000 万辆。中国新能源汽车依靠科技创新赋

能，在全球竞争中异军突起。中国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换

轨超越，正是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催生新质生产力发展的

结果。

发展新质生产力不能一哄而上、泡沫化，要因地制宜，

根据本地的产业基础、科技条件和创新能力来发展，不搞简

单化、一刀切，不搞一种模式。要避免认识上的一些误区，

处理好几个方面关系。

第一，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的关系。科技创新是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从科技创新的规律看，要把

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不仅要重视“从 0 到 1”的原创

性创新、颠覆性创新，同样要重视“从 1 到 100”和“从 100 到

N”的科技成果转化。必须在科技创新与科技成果转化上

协同发力。一方面，要鼓励实现更多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

新，另一方面，要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

势、产业体系完备优势和应用场景丰富优势，

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供需对接和合理匹配，

加强科技成果转化，让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

现实生产力。

第二，发展新兴产业和改造提升传统产

业的关系。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培育发展新兴

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但决不能忽视改造

提升传统产业。事实上，传统产业并不一定

是落后产业，通过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改造，

传统产业同样可以焕发出新质生产力。我国

传统产业规模大、行业分布广，在制造业中占

比超过 80%，是我国实体经济的基本盘。近年

来，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深度融合，“5G+工

业互联网”孕育智能制造新的应用场景，传统

产业正在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

第三，政府引导和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

关系。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政府的谋划和

推动，但这并不意味着要通过行政力量来直

接配置资源。从过往的经验看，政府直接配

置资源往往容易形成“一哄而上”，造成资源

错配、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由于新兴产业

和未来产业科技含量高、技术迭代快、资金

投入大，在这些领域出现重复建设，带来的

资源浪费会更大。因此，政府要从过去依靠

行 政 力 量 抓 要 素 供 给 和 项 目 建 设 转 向 培 育

良好创新生态。实践证明，创新生态比创新

资源更重要。因为资源是可以流动的，有了

良好创新生态，创新资源就会源源不断地汇

聚，创新潜力就会充分迸发并转化为新质生

产力。

第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和金融支持的

关系。发展新质生产力，金融体系要进行适

应性调整，构建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多层次

体系。一是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鼓励

更多社会资本参与创业投资、股权投资和天

使投资基金，满足处于不同生命周期科技企

业的资金需求 ，为科技创新提供精准服务 。

二是探索信贷融资支持科技创新的新模式，

拓展银行直接参与股权投资支持科技创新的

空间 ，释放银行体系支持科技创新的能力 。

三是提高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水平，运用区

块链、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推动金融机

构数字化与产品线上化，降低金融服务科技

企业的隐性成本和风险。

第五，发展新质生产力和调整生产关系

的 关 系 。 发 展 新 质 生 产 力 不 仅 仅 是 科 技 创

新 ，体 制 创 新 同 样 重 要 ，必 须 进 一 步 深 化 改

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新质

生 产 力 发 展 是 动 态 的 ，改 革 也 要 与 时 俱 进 ，

按照“发展出题目，改革做文章”的要求，围

绕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坚定不

移深化改革。

第六，培养高水平创新人才和提升劳动者素质的关

系。发展新质生产力，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迫切

要求培养造就一大批具有国际水平的战略科技人才、科技

领军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发展新质生

产力，同样离不开劳动者素质的普遍提升。要加快智能劳

动者等新型劳动者队伍培养，加大全社会劳动者的数字知

识、数字技能的普及力度，以多元化人才培养模式提升智能

劳动者职业技能，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强大人力资本

支撑。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

重要着力点”。当前，我国推动高质量发展进程与新一轮

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形成历史性交汇。在这个重要历史

节点，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强调用

新的生产力理论指导高质量发展实践，这是在世界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 化 国 家 新 征 程 之 际 ，对 推 动 高 质 量 发 展 的 把 脉 定 向 。

我们要深入学习把握，并转化为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

生动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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