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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业制造更“聪明”
本报记者 孔德晨

9月 9日，工业和信息化部举行“新时代工业
和信息化发展”系列第六场“加快制造业数字化
网络化智能化发展”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有
关负责人在会上介绍，十年来，中国制造业数字
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加速推进，新产品新模式新
业态蓬勃发展，总体态势持续向好。

信息技术与制造业加速融合

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建
伟介绍，党的十八大以来，工信部加快制造业数
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并取得显著成效。
截至今年二季度，中国两化融合指数大幅提升。
全国工业企业关键工序数控化率、数字化研发设
计工具普及率分别达到 55.7%、75.1%，比 2012 年
分别提高了 31.1 和 26.3 个百分点。具体来看，体
现在以下方面：

——数字化转型基础不断夯实。大数据、人工
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创新能力
大幅提升，5G移动通信技术、设备及应用创新全球
领先，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规模不断壮大。目前，
我国累计建成开通5G基站数量196.8万个。

——工业互联网快速发展。工业互联网创新
发展战略扎实推进，网络、平台、安全等体系建
设不断完善，产业规模突破万亿元大关，成为推
动产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支撑。“目前，已建成具
有一定区域和行业影响力的工业互联网平台超过
150家，工业设备连接数量超过7900万台套，服务
工业企业超过160万家。”王建伟说。

——智能制造系统推进。智能制造工程深入
实施，区域协同、行业联动发展格局基本形成，
智能制造装备产业规模近3万亿元，市场满足率超
过50%。通过智能化改造，智能制造示范工厂的生
产效率平均提升 32%，资源综合利用率平均提升
22%，产品研发周期平均缩短28%，运营成本平均
下降19%，产品不良率平均下降24%。

——创新能力持续提升。制造业内生创新能
力不断增强，生产方式、企业形态、业务模式和
就业方式加速变革，工业级无人机、可穿戴智能
装备以及协同研发设计、数字工厂、智慧矿山、
共享制造等新产品、新模式、新业态蓬勃兴起。

助推企业数字化转型

为帮助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发展智能制造、
数字化转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副司
长王振介绍，党的十八大以来，工信部积极开展
智能制造试点示范行动，树立典型标杆，为地
区、行业和企业数字化转型探索了有效路径。

2021 年，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国家发展改革
委、财政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揭榜遴选了 110
家智能制造示范工厂，凝练了近 1200 个优秀场景。

“经过不懈努力，我们已经培育出 1700 余家引领行
业发展的数字化车间/智能工厂和5500余家区域领
军企业，地方、行业和企业实施智能制造的积极性
持续提升，智能制造发展取得长足进步。”王振说。

如何帮助企业进行定制化的数字升级？
“针对不同类型的主体企业，我们将分门别

类、因企施策。”王建伟介绍，面向大企业，鼓励
企业建设跨行业跨领域和特定行业区域工业互联
网平台，基于平台开展产业链供应链风险预警与
供需匹配服务，推动工业互联网平台服务能力向
行业内延伸；面向中小企业，将推动发布中小企
业数字化转型指南等引导性政策文件，鼓励各地
以“上云券”等方式支持中小企业上云用云；面
向园区和集群企业，将深入推进“平台+园区”

“平台+基地”试点应用，遴选一批标杆示范项目。

加快工业互联网提档升级

近 5年来，中国工业互联网逐渐形成体系，有
力促进了产业数字化转型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业
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一级巡视员王鹏介绍，
目前，工业互联网已经全面融入 45 个国民经济大
类，助力制造业、能源、矿业、电力等各大支柱产业
数字化转型升级，形成东中西部错位发展、均衡分
布、协同互补的良好格局。

推动工业互联网赋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向纵

深发展，今年将在哪些方面重点发力？
王鹏表示，当前中国工业互联网发展正处于

起步探索转向规模发展关键期。加快工业互联网
提档升级，重点是抓好三方面工作：

一是打好政策“组合拳”。紧扣发展新形势新
要求，针对产业发展痛点难点，研究出台一批支
持工业互联网、“5G+工业互联网”发展，助力稳
经济、保安全的新政策举措。

二是打好技术“攻坚战”。聚焦持续性真难题
和阶段性新课题，协同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与工
业互联网创新发展，补短板、锻长板，进一步提
升自主可控能力。

三是打好产业“团体赛”。充分调动工业企业、
通信企业、设备企业、产业组织、科研院所等各方积
极性，发挥各方优势，在技术、建设、应用、标准等各
方面深化合作，营造良好发展生态。

王鹏介绍，目前已基本建成国家级工业互联
网安全技术监测服务体系，覆盖近 14万家工业企
业、165个重点工业互联网平台，全天候全方位开
展工业互联网安全监测、风险预警和通报处置，
初步实现工业互联网安全态势可感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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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7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
从失业保险补助、支持平台经济、帮扶
初创企业等五方面部署一系列新举
措，加力促进就业创业。专家表示，随
着这些举措加快落实落地，将有助于
拓展就业空间，缓解当前依然存在的
就业压力，进一步稳市场主体稳就业。

今年以来，就业政策“组合拳”继
续靠前发力，社会保险方面实施了“降
缓返补”一揽子政策，有效稳住就业基
本盘。1至7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783
万人。7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4%，比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

此前推出的失业保险留工补助政

策，有力支持了中高风险疫情地区和
五个特困行业的参保企业稳岗拓岗。
政策实施 3 个月期间，已向 291 万户
企业发放补助资金135亿元。

这次国务院常务会议进一步提
出，将实施留工培训补助地区，由失
业保险金结余备付 24 个月放宽到 18
个月；将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
登记失业青年纳入扩岗补助；对失业
人员及时发放失业保险金等。

“这将更大力度发挥失业保险保
生活、防失业、促就业的功能，用‘真金
白银’鼓励企业吸纳更多青年、特别是
高校毕业生就业，保障好失业人员的
基本生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
外开放研究院教授李长安说。

灵活就业具有就业“蓄水池”作
用。会议要求，支持平台经济稳就业；
对依托平台灵活就业的困难人员、两
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给予社保补
贴；运用专项贷款支持平台企业。

近年来，依托互联网平台企业就
业的灵活就业人员数量大幅增长。李
长安表示，推出这方面的支持举措十
分及时必要，有利于提振平台企业的
发展信心，增强吸纳就业的能力。

会议提出，创业担保贷款人因疫

情遇困的，可展期1年还款；引导银
行增加中小微企业首贷、信用贷、续
贷、中长期贷款等。鼓励保险资金等
依法投资创投基金；优化创投企业股
东限售期，便利回收资金再投资。政
府投资的创业孵化基地等，尽其所能
拿出场地免费供给初创企业。

“这些细化举措将持续优化创业
环境，激励更多资金进入创业领域，
加大对初创实体的融资、场地等帮扶
力度，充分发挥创业带动就业的‘倍
增效应’。”李长安说。

除了五方面促就业举措，会议还
提出，要着力以消费和投资拉需求、
促进社会投资、以投资带消费；对部
分领域设备更新改造贷款阶段性财政
贴息和加大社会服务业信贷支持，促
进消费发挥主拉动作用；确定依法盘
活地方专项债结存限额的举措，更好
发挥有效投资一举多得作用。

为激发企业活力、增强发展新动
能，会议指出，要实施支持企业创新
的阶段性减税政策，期限截至今年
12月31日。

“会议部署的举措覆盖企业科技
创新多个环节，将激励企业增加投入
提升创新能力，推动企业加快转型升
级，以更高质量的发展稳增长促就
业。”北京国家会计学院财税政策与
应用研究所所长李旭红说。

（据新华社北京电 记者姜琳、
申铖）

五方面新举措加力促就业创业五方面新举措加力促就业创业

山东省东营市广
饶县鼓励企业聚焦智
能制造优化升级和大
数据利用，提升核心
设 备 自 动 化 、 数 字
化、智能化水平，增
强传统产业的市场竞
争力。图为位于广饶
经 济 开 发 区 的 赛 轮

（东营） 轮胎有限公
司，高性能半钢子午
胎智能制造生产线正
在作业。

刘云杰摄
（人民视觉）

中秋假期，江
苏省连云港市在做
好 疫 情 防 控 的 同
时，着力打造休闲
购 物 特 色 夜 市 品
牌，让市民尽情享
受食、游、购、娱带
来的惬意和欢乐。
图为 9 月 10 日，连
云港市海州区民主
路老街，购物消费
的市民络绎不绝。

耿玉和摄
（人民视觉）

浙江省温州市乐清湾畔的南塘晒盐场采用蒸发、调卤、结晶等方
法，保留了古法晒盐的技艺。时下正是晒盐的季节，盐场一派忙碌景
象。图为9月10日，盐场工作人员在盐田劳作。 段俊利摄 （人民视觉）

日前，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举行2022年高校毕
业生金秋招聘月暨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就业援助“暖心活动”专场招聘会，
吸引众多青年前来应聘求职。图为招聘会现场。 廖祖平摄 （人民视觉）

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禄丰市中村乡板栗种植历史悠久。近年来，当
地采取系列措施提升板栗品质，引进企业延伸产业链，促进板栗产业发展。
至2021年末，全乡板栗种植面积达2.3万余亩。图为9月9日，在中村乡一家
板栗加工企业，工作人员将装袋的板栗封口。 新华社记者 陈欣波摄

据新华社北京9月11日电（记
者王雨萧）记者11日从国家税务总
局获悉，今年6至8月份，约355.3万
辆车享受了车辆购置税减征政策，
累计减征车购税230.4亿元。

具体来看，6月份享受减征政
策车辆 109.7 万辆，减税 71 亿元；
7月份116万辆，减税75.8亿元；8
月份 129.6 万辆，减税 83.6 亿元。
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享
受政策的车辆数、减征税额均呈现
逐月增长态势，显示出政策逐步发
力，受益面稳步扩大。

作为国民经济重要支柱产业，
汽车产业链条长、涉及就业面广、

拉动消费作用大。为稳住宏观经济
大盘，促进汽车市场发展，拉动汽
车消费，我国部署稳经济一揽子
政策，提出阶段性减征部分乘用车
购置税，并对购置日期在2022年6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内
且单车价格 （不含增值税） 不超过
30 万元的 2.0 升及以下排量乘用
车，减半征收车购税。

在一系列政策助力下，我国汽
车市场逐渐回暖。中国汽车工业协
会数据显示，8月我国汽车产销量
分别达到 239.5 万辆和 238.3 万辆，
同比增长 38.3%和 32.1%，增速均
高于上月。

今年6至8月份

累计减征车购税超 230 亿元

本报天津9月 11日电 （记者
乔杨、武少民） 第二届海河国际消
费季启动两个多月来，天津各大商
贸流通企业举办了形式多样的促消
费活动。发放政府消费券、增加小
客车摇号指标、推出专项金融信
贷等举措，带动天津消费市场加
速回暖，汽车、家电等商品销售
增长明显，对经济发展起到重要
支撑作用。

国家统计局天津调查总队对重
点商贸企业的抽样调查数据显示，
海河国际消费季对商业综合体、汽
车等领域促消费带动作用明显，其

中对商业综合体产生显著拉动力。
40家被抽样调查的商业综合体7月
总销售额为 16.73 亿元，环比增长
11.22%，同比增长 5.9%，在销售
额大幅提升的同时，客流量实现同
步增长；消费季同时促进了汽车销
售，对132家汽车经销商抽样调查
数据显示，7 月份销售额合计为
20.91 亿元，同比增长 3.12%；消
费季对家电、家居建材等领域也
起到促进带动作用。九成以上受
访企业对天津市举办促消费活动
表示非常认同，认为相关举措提
振了市场信心。

第二届海河国际消费季启动两个多月

带动天津消费市场加速回暖

据新华社上海电（记者周蕊）
统一登记标准、统一服务规范、统
一信息共享、统一创新步调。记者
日前获悉，根据沪苏浙皖四地市
场监管部门最新签署的 《长三角
地区市场准入体系一体化建设合
作协议》，长三角市场监管部门正
在全面对标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
境，在市场准入领域将完成四个

“统一”。
“我们将建立长三角地区电子

营业执照共享共用机制，推进外商
投资企业登记信息共享机制。”上
海市市场监管局登记注册处处长俞
培刚说。

根据协议，沪苏浙皖四地还将
统一长三角地区市场监管部门的登
记注册服务事项清单，继续完善线
上长三角地区“一网通办”专区，
全面建立长三角地区线下“跨省通
办”专窗，这意味着更多事项将可
以实现“一地受理、异地审批”。

本报北京9月 11日电 （记者
李婕） 记者从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
了解到，由该院牵头设计的全国最
长最大公路水下盾构隧道——海太
长江隧道日前开工建设。

海太长江隧道是公铁复合过江
通道，起自江苏南通市海门区沪陕
高速，止于太仓市沪武高速，全长约
39.07千米，其中过江隧道长约11.2
千米，盾构横断面外径16米，设计时
速100公里，采用双管双向六车道。

海太长江隧道是中国最长公路
水下盾构隧道、断面最大的水下盾
构法隧道，也是全国首个采用直达
地面的救援车专用通道和区段式排
烟方式的隧道。设计过程中，设计团
队共开展了60余项专题研究，对隧
道结构及防水与防火一体化、防灾
减灾、绿色低碳、施工与装备和智能
建管养等技术进行了系统研究。

据介绍，海太长江隧道连接苏
州太仓市、常熟市和南通市海门区。

海 太 长 江 隧 道 开 工 建 设

长三角推动市场准入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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