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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杨学莹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机械工程

学会理事长、华中科技大学原校长李

培根：

搞智能装备，

要有互联意识开放意识

山东是我国高端装备产业第三大省，李
培根院士经常来山东做指导。演讲中，他介
绍了全球智能装备发展的最新趋势后强调，
搞智能装备要有互联意识、开放意识，思维
不要局限在企业内、行业内。

他以农机举例。“我知道山东农业设备
很厉害，产值全国第一。以前，做拖拉机的
只做拖拉机，但现在这样不行了，要考虑和
其他设备怎么互联。”他说，前不久，他到
世界最大的农机公司John Deere去，发现他们
和爱科（AGCO）公司合作，不仅将农机设备
互联，更联接了灌溉、土壤和施肥系统，可
随时搜集气候、作物价格和期货价格等信
息。这样，整体效益大大提升了。

“现在，行业的边界要重新定义了。”他
说，一个变化是，行业的竞争基础已从单一
产品功能转向产品系统性能。比如农机行
业，边界从拖拉机制造扩展到农业设备优
化；采矿机械行业，从优化单独设备性能转
向矿区整体设备的性能优化。另一个方向是
以系统整合谋求行业统治地位，像John Deere
公司一样。类似地，智能家居中将照明、空
调、娱乐、安全系统等全部联接，也使自己
进化为系统整合者。

李培根说，装备制造业企业不仅要有数
据意识，还要有“数据供应链”的概念。这
也是互联思维的一部分。“通常我们讲的供
应链是物料的。你需要别人给你物料，你也

要把物料给别人。数据也
是一样，我们需要别人给
我们数据，也需要把数据
给别人。”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原执行副会

长蔡惟慈：

发展高端装备，

给政策不如给订单

蔡惟慈长期致力于高端装备国产化。他
认为，推进高端装备国产化不是闭关锁国，
而是为了保障产业安全——— 这不仅关乎机械
工业的前途，更关系国民经济的安危。我们
决不能放慢向高端升级的步伐。而发展高端
装备，他认为，给钱不如给政策，给政策不
如给订单。

他拿电力装备和机床举例。我国的发电
设备、输变电设备的制造水平都位居世界前
列，蔡惟慈认为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是，机械
和电力两大行业一直有着致力于电力装备国

产化的共识，产需双方一直为此协同推进。
国产电力装备把国内重点电厂和输变电工程
作为升级的舞台，三峡工程、特高压输电工
程、核电建设等都无不如此。

“只有有了订单，才有不断改进和完善的
机会，才有倒逼成长和迭代升级的可能。这
是成败的关键。”他说，从这个意义上说，
市场需求（订单）是发展高端装备最宝贵的
资源，一定要珍惜，一定要用好。

他建议，装备制造企业要重视研发试验
条件建设和研发活动投入。我国电力装备之
所以能进入世界同行前列，得益于我国电力
装备制造企业的试验条件比较完备，其中
高压电器的试验能力已优于世界同行。
“不能总拿用户练手吧？”他说，这一
点，值得装备制造企业在自主创新时借
鉴。

机械科学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

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单忠德：

数字化智能化，老行当变新动能

机械科学研究总院与山东合作密切，山
东获得2014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的“筒子
纱数字化自动染色成套技术与装备”，即由
康平纳集团与该院、鲁泰纺织合作研发。9月
3日，省政府与机械科学研究总院集团签订了
全面战略合作协议。

铸造是个有5000年历史的古老产业。数字
化智能化技术和装备，让这个“老行当”产
生了颠覆性的变革。单忠德说，该院研制出
数字化无模复合成形铸造成套装备，不用木
模、金属模等模具，直接数字化挤压切削或

打印制造铸型。一个3 . 3米长、1 . 5米高，17吨
重的大型发动机，原来需要24套模具，而用
这套设备，无需模具，制造周期缩短83%、制
造成本降低72%、铸件重量减重15 . 4%，制造精
度提高了3个等级，实现了高质量个性化定制。

单忠德说，在山东省经信委和潍坊市的
支持下，目前，该院正在建设一个山东省数
字化智能化绿色铸造关键技术与装备创新服
务平台，最近正在与盛瑞传动等几个企业在
进一步合作推进，旨在进一步为全省的铸造
行业的绿色转型升级提供数字化生产线、数
字化工厂、数字化绿色铸造关键装备的成套
解决方案。

澳洲工程院院士、澳洲国立大学

终身教授于长斌：

让人工智能助力高端装备

于长斌是济南人，他建议装备制造企业
要多留意人工智能技术，让人工智能成为好
帮手。

于长斌介绍，人工智能的研究为的是让
计算机展现出人类智慧，赋予机器认知和思
考的能力，让它们变得智能。以前的机器更
像身体，而将来的机器会更多具备人类的思
维。像最近热门的“脑机接口”，用脑电波
控制机器，就是其中一个研究领域。

他认为，当前版的机器人还只是1 . 0版，
代替可被重复的任务，如识别、计算、执
行；2 . 0版的机器人将代替可被经验化的职
业，如自动驾驶取代司机、智能语音替代翻
译、健康诊断替代一般的医生；再往后的3 . 0
版，机器人将学会自我进化，即非监督式自
我强化学习社会进化。

于长斌说，目前，机器人的计算能力是
很强大的，尽管认知比人还差得很远，但可
以通过深度学习逐渐提高认知、决策能力。
比如机器臂手眼协同、双臂协作。于长斌播
放了一段小视频，一个机器人有两个手臂，
其中一只“手”是吸盘、另一只是两指形的
夹子。通过前期的学习，它已经能够自动识
别物体的形状，区分哪个适合吸盘、哪个适
合两指，出哪只“手”。把一箱杂物端给
它，它判断准确、操作顺畅。

□ 本报记者 齐静

中国工程院院士、海军航空大学

信息融合研究所所长何友：

用全新大数据思维开辟工业化建设

“随着互联网、信息系统及电子设备的发
展，人类社会各行各业每天都在生成海量的
数据。而工业数据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正以创
纪录的速度迅速增长，大数据正从零售、金
融、电信、物流、医疗、交通等领域加速向工业
拓展。”谈起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中国工
程院院士、海军航空大学信息融合研究所所长
何友最关注的是工业大数据的收集与应用。

何友说，工业大数据具有数据类型繁
多、多源异构数据并存、数据处理实时性
高、数据关联性异常复杂等特性。如何将数
据统计分析的能力转变为大数据分析、预测
和决策能力，促进传统工业升级改造，是目
前需要解决的核心关键问题。

以原海军航空工程学院与山东玲珑轮胎
股份有限公司合作的“轮胎产业大数据关键
技术研究及应用示范”项目为例，何友介绍
了工业大数据实践应用的操作方式。“项目
主要研究的是轮胎产业大数据应用模式，产
品设计、生产环节、质量检验/测试/售后等
数据，收集融合原材料价格、行业发展、市
场变化、经济走势等数据，形成轮胎企业大
数据资源中心，搭建轮胎产业大数据分析决
策系统。项目实施后，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
限公司的轮胎产销与去年同期相比，实现较
大增长。”

浪潮集团执行总裁、浪潮软件集

团董事长王柏华：

山东数字经济发展空间广阔

“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变化太快，导致我
们有时会感到迷茫。但我认为，新一代信息
技术的核心其实就是‘算’‘数’两字。
‘算’是计算，‘数’是数字化。”对于新
一代信息技术的内涵，浪潮集团执行总裁、浪
潮软件集团董事长王柏华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王柏华认为，数字经济应该包括四个方
面内容，即“一朵云”“一个数”“一个
口”及“一个生态”。“‘一朵云’是指云
计算，政务云发展迅速，企业上云成趋势，
云计算与大数据产业的结合已经成为未来发
展的方向；‘一个数’是指大数据，尤其是
组织数据的使用，这些数据的数量级远远超
过互联网数据，对它们的开放利用特别重
要；‘一个口’是指解决群众办事问题的
‘一站通’，实现一个端口完成所有服务需
要；‘一个生态’是指在新一代信息技术产
业领域里打造平台，营造生态，吸引更多企
业参与到业务合作之中。”

王柏华说，下一步，浪潮将从领先的云
计算、大数据服务商，通过云、数赋能构建
平台型生态企业，打造云服务运营商、大数
据运营商、智慧城市运营商三大新运营商，

向‘云+数’新型互联网企业转型。”

北京大学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

陈东敏：

抓住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机遇

阐述对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认识，北
京大学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陈东敏是从一份
统计数据报告开始讲起的。

“我看到一份统计数据显示，在中国民营
企业500强中，山东的企业就占了73家，这个
比例并不低。但分析一下产业结构会发现，
这些企业主要分布在石油加工、零售、有色
金属、化学原料等传统行业，几乎没有数字
经济行业。这是山东发展的产业结构问题，
同时也显示了山东发展数字经济的广阔市场
和巨大潜力。”陈东敏认为，庞大的实体经

济正是拉动数字经济最重要的基础，山东应
该抓住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机遇。

陈东敏说，在纺织、食品、石化等传统
产业中推动数据化和信息化，确实有一定难
度，这也是山东面临的最大挑战。不过，随
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及人工智能的应用，
企业可以采用更新一代的供应链管理、客户
管理及企业内部流程管理，进一步推动智能
制造的转变，发展数字化技术和信息化经济。

紫光集团联席总裁、新华三集团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于英涛：

以三种合作模式助力数字山东建设

“紫光集团一直在做数字化转型方案，我
们的数字化转型方案具备八个能力，即对行

业的深刻洞察、强大的连接能力、云计算、
大数据应用、人工智能，安全可信、营造生
态、专业服务。”紫光集团联席总裁、新华
三集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于英涛说，作为专
门提供数字化解决方案的企业，紫光集团已
形成独具特色的方案体系。

于英涛说，在数字山东建设方面，紫光
集团与山东有三种可行的合作模式。“首先
是联手承接国家级、省级重大科技、商业创
新项目的建设与实施。新华三集团每年从山
东有15亿元的收入，有一支300人的队伍，可
以在智慧城市、雪亮工程等方面与山东开展
合作。其次是与地方政府、地方国企、民营
企业就产业创新、新旧动能转换等重大项目
展开紧密合作，服务于国计民生的重大工
程。第三是在合作中实现资本、人才与技术
的输出，组建联合创新实验室，打造技术创
新基地。”

深圳市高斯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董事长、深圳三三得玖通信技术有限公

司董事长王锦国：

以新一代信息技术

开启智慧城市建设

“大家手机上都装了很多软件，如果越来
越多的话，反而用不好。那么，怎么办呢？
我认为，智能消息定义服务是最终的解决方
案。”深圳市高斯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董事
长、深圳三三得玖通信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锦国表示。

王锦国说，由于具有极强的信息传递功
能，智能消息定义服务与现有的系统、企业
自建的APP软件大数据平台结合后，能让企
业很方便地为自己的用户提供服务，这也将
更有利于智慧城市的建设。“我们已经和日
照市签订了合作协议，通过智能消息服务使
日照市做到‘三个一批’。引入一批，因为
信息带来了流量，提供服务的企业就会跟着
过来；发展一批，发展一批为当地企业，填
补项目发展过程中的空白领域，为当地提供
更多更丰富的就业岗位；带动一批，带动一
批当地产业链上下游相关企业，让其在原有
的基础上做大做强，为当地经济发展贡献力
量。”

共享发展新机遇 助力数字山东建设
9月29日下午，“儒商大会2018”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论坛在济南举办。论坛以“新信息引领新跨越”为主题，邀请了中国工程院院

士、海军航空大学信息融合研究所所长何友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海内外知名专家学者、领军企业家，就产业最新发展展趋势和投资机遇

发表主旨演讲。

树立高端装备新标杆
装备制造业是山东的优势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业方面，我省下一步将重点培植壮大新一代信息技术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备及高技术船舶

等五大战略新兴装备，做优做强新能源汽车、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等五大特色优势装备。随着产业的高端化转型，需需要大量的先进技

术、高端人才、科技创新支撑。“儒商大会2018”高端装备制造业论坛汇聚八方英才，融纳四海智慧，与会人员共商发展高端装备大计，助

推山东经济高质量发展。

图为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论坛现场。 □记者 王世翔 卢鹏 报道

图为高端装备制造业论坛现场。 □记者 王世翔 卢鹏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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