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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技改方向看企业升级
公牛集团的智

能化组装生产线，
一个人顶过去 5~7
人。
记者 乐骁立 摄

从城市产业的大视角看，宁波产业结构正在悄
然转变。而从企业的技改投资视角看，企业对生产
关系的理解与资源配置的思维也在不断升级。

首先，智能制造的改造从新鲜事物变成了家常
便饭。企业明确地认识到，在数字技术的驱动下，
工业制造正在构建更敏捷的生产、经营、管理体
系。工信部调查显示，数字智能化改造后，企业生
产效率平均提升超30%，运营成本约降20%。截
至目前，今年全市已经新推进1865家企业实施技
改项目，比去年同期增长52%。

在公牛集团投产的新车间内，前道的注塑工序
已经实现了完全的数字化与自动化，拥有人工智能
的MES （生产控制系统） 同时控制着数十台注塑
机，完成开关塑料面板的建模、投料、注塑、成
型，而整个车间空无一人。

利用这样的技术与思维，公牛集团今年将会再
上马一个年产4.1亿吨的墙壁开关插座生产基地。
在方太、拓普、双林、奥克斯，同样的智能化改造
正在悄然进行。

根据市经信委对2018年度1000万以上在建和
新开工技术改造项目监测分析，自动化和智能化改
造投资项目数比重已达80%以上，每个智能制造项
目平均软件和技术投资占项目总投资比重为35%左
右。

为何智能化的改造在宁波可以如此快速的推
进？原因就在于我市推行的智能化诊断工程，每个
企业的产品不同，因此车间的布置、流程的设置、
装备的设定、工艺的优化等等因素千差万别，因此
需要智能制造“医生”为企业量身把脉，对症下
药。在智能化诊断工作的影响和带动下，目前全市
已有近50家企业做好了实施数字化车间、智能工
厂改造的充足准备。

除了生产的智能化改造，不少企业开始在供应
链上投下重金。最近小米上市占据头条，其实，刚
创业时人们围绕小米争议的焦点是“手机能不能造
出来”。现在没人有这个疑问了，因为小米供应链

能力十分强悍，不只可以做手机、电视、平衡
车等科技产品，还通过生态链模式外延到

行李箱、签字笔、电饭锅等领域，
其本质是供应链能力的延伸。

供应链强大，一方面
可将同样品质的产

品成本降低，进而具有性价比竞争力，像雷军说的
那样，做“感动人心、价格厚道”的好产品；另一
方面帮助手机等硬件行业提高效率。

宁波的汽车零部件企业显然看到了这一点——
6月9日，中国首个基于汽车全产业链的综合服务
平台——“众车联”在宁波慈溪正式上线。平台由
征途基金、宁波福尔达、蓝源资本、宁波华翔、大
日光集团共5家企业发起，是目前中国最大的汽车
零部件产业互联网平台。

众车联董事长、蓝源资本董事局主席廖文剑表
示，目前，汽车企业面临采购没有定价权、物流效
益低、融资困难、技术创新难等一系列问题，通过
众车联产业互联网平台，企业可抱团进行集中采
购、物流、研发等，大大降低成本，提高制造水
平。另一方面，平台通过大数据中心的综合分析，
打造拥有信息流、数据流、信息流的平台经济，也
为企业带来金融、大数据、资本等多重收益。

据统计，上线当天，平台交易流量达5.09亿
元，首批集采降本达10%，平台首批企业会员达
206家，加盟企业产值超600亿元，对接产品超过
10000种，订单超过10亿元，已经获得金融机构
授信超过25亿元。目前，平台交易额已突破5亿
元。

此外，市经信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前我市工
业经济已经进入转型升级的持续期，企业技改投资
逐步由前几年单纯注重设备、厂房等硬件为主的投
资内容转向人才、专利、设计、标准、品牌培育等
软性投入与硬件投资并行的态势，他将这种趋势称
为“从外延式向内涵式转型”。

在2017年宁波制造业百强企业中，有国家级
技术中心13家，省级技术中心48家，市级技术中
心20家。参与12项国际标准修订，参与570项国
家标准修订；有国家级驰名商标51个，省级著名
商标69个，市级知名商标49个；拥有专利13247
项，其中发明专利1826项，有36家企业专利数达
100项以上。其中，吉利汽车、奥克斯集团企业专
利数已超过1000项，这2家企业拥有专利数和发
明专利数分别为2811项和172项，占制造业百强
专利总数的21.22%。

尽管按照目前的统计体系，这部分内涵式的技
改投资无法计入工业投资范畴，但其对企业转型升
级、实现发展的意义却举足轻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