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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提速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提速 持续激发新动能持续激发新动能
■中国城市报记者 孙雪霏

在南京紫金山实验室，科
研人员攻坚克难，不久前创下
了6G传输速率全球最高纪录；

“无人工厂”全天候不间断生
产、“机器人同事”包揽重活累
活、“透明化生产线”监测全流
程作业数据，工业互联网加速
推动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转
型；风电、光伏发电等清洁能源
设备生产规模居世界第一，科
研力量持续加码清洁能源技术
研发……从跟跑到并跑乃至在
一些领域领跑，生产性服务业
成为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进
而实现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支撑。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
出，发展研发设计、现代物流、
检验检测认证等生产性服务
业。在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
大精神的开局之年，各方该如
何进一步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发
展，稳步提升我国产业发展的
综合竞争力？

满足制造业多样化、
多元化生产需求

在争分夺秒的生产线上，
如果是大量人工操作，配合很
难精确到秒；如果是上百台协
作机器人，则可由控制系统“一
个大脑”统一指挥，实现“心有
灵犀”精密配合，保证生产线工
作效率。

工业机器人与信息技术的
深度融合，显著提升了浙江省
一家鞋业企业的生产效率。不
久前，该企业引入了一整条加
工生产线，实现了上百台协作
机器人按照电脑设置程序和模
型制作运动鞋。该生产线借助
5G+工业互联网工程，实现了
智能分析和数据可视化，使生
产过程更数字化。

对该企业来说，过去，制鞋
工序全凭经验；现在，通过在线
监测和智能协同，成功将生产
的三大重要环节在线化，在线
监测使良品率提升了 10%。
该企业总经理董宗文向中国
城市报记者介绍，引入工业机
器人后，早期由操作员手持喷
枪完成的鞋底涂胶工序，现已
实现自动化，这一举措将为企
业带来更高效益并提升竞争
优势。

除此之外，董宗文还感受
到了其他新的变化。比如，当
生产中出现异常时，系统会自
动推送消息并通知对应的负责
人，确保能够实时处理，大大提
高了沟通效率；同时，处理后能
够留下对应的维修记录，做到
生产可追溯。

目前，上述企业的制鞋智
能生产线的整体设计能实现每
小时生产220双鞋，相较于传
统生产线，人力成本减少了

50%，耗材使用量减少了40%，
生产合格率高达97%。董宗文
表示：“‘智改数转化’不仅解决
了因环境限制工人无法参与某
些生产场景的问题，大幅减轻
了作业人员的劳动强度，还使
企业生产成本大大降低，提高
了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长期深耕协作机器人领
域的中科新松有限公司，将机
器视觉与协作机器人相结合，
为协作机器人作业提供稳定
持续的 3D视觉柔性化定位。
中科新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许小刚介绍，该技术应用在鞋
底涂胶场景，保证了精准提取
不同鞋型的边缘轮廓，实现
不同鞋型生产过程中随意切
换作业，降低了客户成本，提
高了产品质量，同时还能够帮
助客户更加准确地预测市场
需求。

创新成果的取得，离不开
科技人员的辛勤付出。在北京
极智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生
产基地里，中国城市报记者见
到了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张工，
他正在对机器人进行优化和维
护。“机器人服务于生产，而应
用技术员则服务于机器人。我
们的服务是机器人行业加速创
新的重要力量。”张工表示，未
来，他们将继续立足于机器人
研发一线，为优化机器人产品
线和提高国产机器人竞争力，
不断探索研发方向和创新研发
路线。

数字化、智能化
助力物流降本增效

在新发展格局下，供应链
被摆在了我国经济命脉的中枢
位置。它不仅扮演着社会基础
设施的角色，而且在激活市场、
触发更大消费活力方面也发挥
着重要的作用，成为稳定经济

的调节器。
洛阳 LYC轴承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洛轴）曾在原材料
存储和送料流程方面过度依
赖人工。随着智能化时代的
到来，洛轴意识到主动求变的
重要性，引入智能设备和创新
方案，实现工厂物流的智能化
升级，推动业务实现可持续高
速发展。

然而，像洛轴这样规模较
大的轴承制造企业，产品往往
分为十几大类，且精度等级不
同，跨度较大。产品规格从内
径20毫米到外径16米，重量
从几百克到十几吨，都对仓储
管理、干线运输和“最后一公
里”配送等各环节提出了极大
考验。

在这方面，南京中车物流
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车
物流）可谓行家里手。经过多
年积累，中车物流已具备利用
大数据预测消费需求的能力，
并在库内管理方面形成了一套
高效率、标准化的作业方法。

因此，洛轴携手中车物流
开启了供应链数字化转型之
路，重新规划了仓库布局，完善
了供应链管理。洛轴运用中车
物流的全国仓储网络规划和数
字化能力，将现有的仓库规划
整合成全国物流中心、中转库
和监管库，尤其是在仓储配送
过程中，优化轴承的路径，缩短
运输距离，在轴承行业树立了
降本增效新典范。

据介绍，洛轴中车物流仓
已经落成并投入使用。中车物
流通过移动机器人、协作机器
人等无缝协调和AI智能调度，
实现了从收货、质检、入库，到
在库理货、出库集货和产线送
料的全场景机器人串联和全链
路物流信息化管理。通过合理
布局，优化产品库存周期，洛轴
仓储成本下降了50%。

洛轴技术中心主任董汉杰
表示，全流程自动化的智慧物
流提升了工厂出库效率，洛轴
时效履约率提升超98%，大大
增强了供应链的抗风险能力和
稳定性。

南京中车物流负责人表
示，产业链供应链畅通运行的
背后是更扎实的基础设施、更
灵活的响应机制以及数字化的
供应链技术，是企业以供应链
驱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
物流企业的服务质量直接影响
到制造业企业的生产效率和产
品质量。因此，物流企业更需
要加大协同创新力度，注重推
动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深度
融合，推动产业提档升级、提质
发展。

上述两家企业成功合作的
经验充分表明，生产性服务业
在促进制造业优质发展、推动
产业升级等方面能够发挥积极
作用。

提高检验检测服务水平

检验检测是现代化工业体
系的重要技术基础之一，也是
国家质量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
部分。在华测检测认证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消费品事业部，技
术员小钟正在使用仪器测算食
品包装材料的全氟化合物含量
是否符合标准。

客户最看重的是产品安全
无害，小钟表示：“严格的质检
过程不仅倒逼生产企业不断提
高产品质量，也强化了客户对
我们的信任与合作信心。”

事实上，以质检服务为代
表的公共平台作用不止于此，
科研检测力量的加强对于推动
建立工业产品、食品药品的行
业标准，乃至上升为国家标准，
也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值得关注的是，今年全国

两会期间，代表委员们提出了
许多与质量发展、检验检测、认
证认可等相关的建议。其中，
全国人大代表、蒙牛集团研发
创新部研发总监史玉东建议，
推动乳业质量检测智慧化转型
升级等，以提升乳制品质量安
全。他提出，将探索建设乳制
品智能化检验系统及示范工
程，推动研究与智能检测相关
的基础理论和标准体系。

近年来，为保障消费者的
安全和健康，我国实施了强制
性产品认证（CCC认证）政策。
同时，为适应消费升级趋势，我
国大力推行有机产品、绿色产
品、智能家电等高端品质认
证。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
示，截至2022年底，全国认证
机构和检验检测机构数量突破
5.4万家，服务产值突破4000
亿元。

当前，中国检验认证（集
团）有限公司与中国通用技术
（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两家
中央企业所属检验检测企业，
在动力电池、食品安全、机动车
检验、APP个人信息保护等领
域推动实施专业化整合，旨在
打造检验检测领域“国家队”，
更好地满足生产企业需求。

无论是上市新品、更新产
品，还是拓展海外市场，企业都
需要相应的检验检测服务。相
关负责人表示，此次专业化整
合将有助于提高中国检验检测
服务的水平，从而更好地服务
于制造业。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总
工程师韩毅建议，未来，第三方
检测行业应逐步实现转型，从
被动检验检测向主导产业转
变，从价值链的中低端向中高
端迈进。他希望第三方检测机
构能与时代需求紧密结合，成
为质量强国和知识产权强国建
设的推动者和引领者。

北京首趟中欧班列开行

3月16日，京平综合物流枢

纽首趟中欧班列（北京—莫斯

科）从平谷地方铁路马坊站驶

出。至此，北京市外贸运输又多

了一条横贯亚欧大陆的国际快

速货运大通道，平谷也将成为融

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北京

起点。

中国城市报记者 全亚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