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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乐骁立

近日，国家工
业和信息化部公布
了 2020 年大数据
产业发展试点示范
项目公示名单，宁
波3家企业（项目）
入围。它们分别是：
万华化学宁波智能
工厂建设项目、浙
江 云 科 智 造 的
Brain matrix 工
业大数据分析平
台、宁波国研软件
的食品安全追溯联
动大数据平台。

这 3个项目分
属不同领域，各有
各的绝活。在中央
推动“新基建”的热
潮下，宁波正在大
步迈向数字经济的
春天，展示出了强
劲的新动力。

与前两个工业项目不同，国研聚焦的则是
纯民生的大数据挖掘，守卫的是老百姓舌尖上
的安全。

“获得这一国家级荣誉，说明我们的大数
据项目非常贴近民生，实实在在为社会服
务。”国研软件副总经理倪永品介绍道。

一样蔬果从农田到餐桌的旅途，不仅涉及
生产、流通、餐饮等供应链节点，还离不开商
务、农林、市场监管等部门的通力合作。在智
慧化改造之前，每个部门只掌握各自分管的数
据，形成“信息孤岛”，有了联动平台后，所
有食品安全上下游的信息，便打通了“任督二
脉”。

倪永品告诉记者，这一跨部门的数据联动
机制，在全国都具有开创性。它可以实现食品
的顺向追踪、逆向追溯，更能在安全风险发生
时，做到原因可查清、责任可追溯。这也预示
着社会治理方式的转变，以数字化推动民生信
息的公开透明。

“这次上榜的项目，是公司对城市供应链
做数字化改造的一部分。目前，我们的供应链
生态系统已经推广至全国11个城市，为科学
化、精细化、智能化的城市治理，贡献一份宁
波经验。”倪永品说。

比如，南京市的镇江路智慧邻里中心。经
历一番数字化改造，这家传统的菜市场摇身一
变，不仅在外观上做到了连“高跟鞋进门”都
毫无压力，还实现了菜品经营全流程的可视
化、可追溯。

不仅如此，在菜市场的后台，大数据还能
“说出”许多管理方、经营户不曾掌握的信
息，比如——

这家菜场的日均交易额可达到1.5万-1.6
万元；热销菜品的TOP3，分别是肉糜、去皮
瘦肉和豆制品；张三和李四，是本月销量最佳
的商户；本月并未检测出质量不合格的菜品，
等等。

国研团队负责人看来，“大数据+”菜市
场的最大意义，便是让经营户和菜场运营主体
产生更多关联。这样一来，运营方、经营户、
消费者三者均能共享公开透明的消费趋势。

随着计算能力、硬件水平和AI算法、5G
技术的跨越式提升，大数据产业的模式和应用
范围、能力日渐增强，相信在宁波这些坚持创
新的领军企业带动下，宁波的大数据产业定会
迎来全新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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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赋能宁波制造与城市治理大数据赋能宁波制造与城市治理
3家甬企入围国家级试点示范项目

入围试点的第二家企业云科智造，是一家
还未被人所熟知的大数据企业。但这家企业要
做的却是最前沿AI+工业大数据中心，要为宁
波构建属于自己的工业大脑。

云科的核心团队来自西安电子科大，公司
总经理顾恺博士是宁波人才引进计划2017年
招来的金凤凰。成立公司不到3年，已经在行业
内取得了不少成绩——2018年被评为省级制
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试点示范企业。2018年
成为全国信息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大数据
标准工作组全权成员单位，这次又入选国字号
大数据产业试点项目，可谓进步神速。

他们研发出了核心产品Brain matrix，
并且设定了宏大愿景，要对标目前世界最领先
的AI工业大脑——IBM的Watson系统。

Brain matrix，字面上的意思是大脑矩
阵。他们试图用人工智能算法梳理工业中繁琐
复杂的大数据，清洗出标准的数据，帮助企业
提质增效。

如今，无论是“企业上云”还是“智能工
厂”，目的都是将所有的设备接入网络，在计算
机里模拟出一台设备、一个车间、一个工厂甚
至一家企业的运行状态，并用可视化数据的方
式呈现出来。业界称之为“数字孪生”。

但物理空间被标注的数据是个天文量级，
其中哪些数据是有用的，挖掘、清洗的难度巨
大。就像一个安装人脸识别的火车站候车室，
人潮涌动，只有摄像头识别到嫌疑人，或者发
现某个人的行为反常、捕捉到一些微表情的异
常抽动，才会报警。这些细节是有价值的数据，
而99.99%的熙熙攘攘的人群都会被过滤。

同时，工业领域的设备众多，工厂里看似
一台普通机床，品牌可能是马扎克、巨浪，也可
能是海天精工、沈阳机床，功率、性能也各不相
同，采集的数据格式和参数种类也各不一样。
如何将这些标准统一，让数据为我所用。这又
是云科面对的一大难点。

因此，云科要做的就是通过海量的数据挖
掘，找到其中那把提质增效的钥匙。比如，江苏
一家半导体晶圆企业，其大晶圆的某部分集成
电路导线的性能良品率总是很低，但一直苦于
找不到原因。使用云科的工业大数据分析后才
发现，原来在这个区域，集成电路的电子发生
游离漂移，导致性能不稳定。试想，在比头发丝
的十分之一甚至百分之一还细的微观世界里，
要发现电子的游离，或许也只能依靠AI大数据
分析了吧。

目前，云科已经完成了他们在宁波的第一
个标杆项目——爱柯迪智能工厂数据分析系
统，通过这个工业大脑，爱柯迪的产品绝对合
格率提高了3%，人均产值提高了17%，设备效
率提高了 19%，半成品库存周转率提高了
35%。实际效果超乎公司预期。

软件的最终奥义是做到边际成本为零。但
由于工业门类繁多、工艺复杂，一般的工业软
件边际成本极高，可谓千厂千面。这种情况下，
要做到工业互联，路还很漫长。而云科一开始
就定位于做标准、定义产品，因此他们已经能
让Brain matrix 在 LED芯片制造、LED封
装、压铸成型等行业实现通用化，接近ERP系
统。这或许对于中国工业互联网、工业大数据
产业都有一定的推进作用。

在上个月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大会上，万华化学
宁波公司以亩均增加值533万元跻身全省亩均效益领跑
者前10强。

是什么让一家流程性的石化原料制造企业创造如此
高的亩均产值？答案或许就在入围试点项目的这个智能
工厂中。

作为绿色石化产业的领头羊之一，宁波万华近年来
投入约6亿元建起一家智能工厂，从订单处理到物流运
输全程智慧化，每年可节约运行成本约2亿元。去年在
大榭召开的2019宁波石化工业智能制造发展论坛上，宁
波万华智能工厂受到包括华为在内的参会企业“点赞”。

“最近10年，我们的业务迅速扩展，但公司内部各
部门信息孤立、高度分散，如何集中采购、节约成本，
满足产品多样化发展的需求，成为信息化改造的主要原
因。”宁波万华相关负责人说，通过智能工厂建设，公
司生产效率、安全水平大幅度提高，销售、财务费用大
幅下降，突破了企业战略发展瓶颈。

比如，原先万华所有的
物料消耗需要人工抄表盘
点，如今利用智能巡检，实
现自动化盘点率在99.5%以
上，还可以实时化计算出公
司每小时的生产成本。通过
智能化系统，万华产品供应
链上的工作人员减少30%，
订 单 计 划 准 确 率 达 到
100%。同时，产品质量不断
提高，能源消耗持续下降。
以公司造气装置为例，新系
统使水煤浆的浓度从61.7%
提升到62.1%以上，氢气的
回 收 率 从 99.1% 提 升 到
99.7%，蒸汽消耗量下降
10%，仅此一项，每年可为
公司节约成本上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