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黑灯工厂”探寻“智造”之光

工信部公布《人形机器人创新发展指导意见》
事件：11 月 2 日，工信部在官网公布《人形机器人创新发

展指导意见》，提出人形机器人集成人工智能、高端制造、新材

料等先进技术，有望成为继计算机、智能手机、新能源汽车后

的颠覆性产品。《意见》指出，中国计划到 2025年，人形机器人

创新体系初步建立，“大脑、小脑、肢体”等一批关键技术取得

突破，确保核心部组件安全有效供给。整机产品达到国际先

进水平，并实现批量生产，在特种、制造、民生服务等场景得到

示范应用，探索形成有效的治理机制和手段。

点评：在科幻电影中人形机器人是常见角色，但在现实世

界里，受技术发展限制，人形机器人的研发较为缓慢。人形机

器人指具有人类相似外观和功能的智能机器人，可应用于人

类生产和生活场景中。

最近几年各大厂商陆续推出了自己的人形机器人产品。

最为有名的即特斯拉发布的 Optimus 人形机器人。今年 10

月，小鹏汽车发布了首款人形机器人 PX5。此次《意见》出台，

人形机器人领域很可能迎来快速发展。在应用场景方面，未

来的人形机器人除了完成一些与工业机器人类似的任务之

外，还可以借助 AI大模型拥有通识大脑，实现与外界对话，获

得任务理解、逻辑推理等能力。这将使得人形机器人在商业

应用中拥有很大的发挥空间。

大董烤鸭计划将预制菜卖到国外
事件：近日，“大董美食董到家”在社交媒体的官方账号发

布消息，将在西班牙马德里召开大董烤鸭海外首发会，并在首

发会上开启全球合伙人招募计划。按照计划，大董烤鸭将招募

两类合作对象，产品城市合伙人和线下店城市合伙人。前者需

要提供在海外市场渠道（商超、便利店、区域代理）并负责片片

鸭、烤鸭卷等新零售产品的销售，而后者负责烤鸭专门店、档口

店的运营，而大董方面提供的即热即出标准化半成品及门店

设计等支持。这表明，大董烤鸭此次出海要卖的是预制菜。

点评：此前，该企业在纽约开设的烤鸭店曾亏损达一亿元。

除疫情冲击外，文化差异、劳工制度、食材进货上的水土不服都

导致了这一结果。此次再次向海外扩张，大董显然有意识吸取

了上次的教训。比如，西班牙所在的欧盟是中国鸭肉主要出口

市场之一，这可以避免曾经“必须在当地培育鸭种付出的巨大成

本”；另外，预制菜的形式可以提升海外门店运营效率，减少因海

外劳工制度不同，培训和管理制度都需要重新设计的问题。

当然，大董想要在海外打开市场依然不会很轻松。一来，

如何让海外消费者以合理价格吃到优质烤鸭是对大董供应链

稳定性的长期考验；二来，文化差异带来的管理思维差异以及

味蕾差异也是其在出海路上需要解决的问题。

蔚来汽车本月将减少10%岗位
事件：11月 3日，蔚来汽车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李斌发

布全员信，确认公司将减少 10%左右的岗位，具体调整会在 11

月完成。截至 2022 年底，蔚来共有近 2.68 万名员工，这意味

着此次裁员将影响到近 2700名员工。

早些时候，蔚来集团在香港联合交易所公布的 2023年第

二季度业绩公告显示，上半年亏损额进一步扩大。

点评：在高速增长的新能源汽车市场，蔚来汽车一度是国

内造车新势力的头部企业。但是，近年来，随着行业竞争加

剧，其竞争优势开始下降。此外，传统车企在新能源赛道上的

加速赶超也进一步加大了蔚来汽车的压力。

目前看来，蔚来汽车一方面面对着行业内部洗牌的动荡；

但另一方面，产品的更新、在谋求独立生产资质方面的努力，

也表明该公司仍有回到领先地位的可能。正如李斌在内部信

中指出，未来两年会是汽车行业变革期竞争最激烈的阶段，外

部环境充满巨大的不确定性。对任何一家汽车企业来说，成

败都可能在短时期内扭转和发生变化。 （本报记者 罗筱晓）

阅 读 提 示
作为目前全国电器生产行业自动化程度最高、智能化技术最新的标杆工厂，工业机

器人、数控机床、5G等先进设备和技术已充分融入长沙格力的生产场景。数字化、智能化

的新型制造模式一方面减少了人工成本，另一方面也对一线工人提出了全新要求。

企事录G
企业新闻 E－mail:grrbcjxw@sina.com6 责任编辑：王群

2023年 11月 7日 星期二

本报记者 王鑫 方大丰

“手臂”灵活翻飞、动作精准高效的工业

机器人，活跃在注塑、钣金、总装等各个车间

的生产一线；车间通道上，AGV 导航车与智

能电子仓默契配合，智能调度、精准配送已成

为现实；作为工厂“大脑”的智能信息集控中

心已实现全产线、全流程数字化，从生产计划

到制造执行一目了然……

走进位于湖南长沙宁乡经开区的长沙格

力暖通制冷设备有限公司（简称“长沙格

力”），“工人少、机器人多”是留给记者最直观

的感受。作为目前全国电器生产行业自动化

程度最高、智能化技术最新的标杆工厂，工业

机器人、数控机床、5G 等先进设备和技术已

充分融入企业的生产场景。

格力电器董事长兼总裁董明珠此前曾表

示，格力的“黑灯工厂”让“过去 1万人的工厂

现在只需 1000 人”。作为格力仅次于珠海总

部的第二大综合基地，长沙格力不断加大技

术改造力度，积极推行“机器换人”，有效促进

企业提质增效。

“我们的智能车间相比传统人工操作，生

产效率提高了 32%。”长沙格力生产计划部部

长田伟介绍。

59台机器和4个人

目前，越来越多制造类企业开始将“黑灯

工厂”置于关键业务领域或区域位置，以便更

好发挥“硬核”作用。长沙格力也不例外。

“注塑智能车间”六个大字的展牌就被摆

在长沙格力一期注塑车间入口处最显眼的地

方。在这里，不同原料经“中央厨房”空中管道

的精准分配，注入注塑机，再由传送带与AGV

导航车相互配合，将生产好的零件自动运到

指定位置。在一台注塑机前，只见机器人自

动抓取镶件，放置于固定工装上，再由另一台

机器人抓取镶件，精准嵌入模腔内。

“一套设备减员 2人，大大降低了员工劳

动强度，还避免了工伤风险。”企业生产科主

管、技术骨干雷建告诉记者。

据雷建介绍，注塑车间共有5条多层生产

线，生产160余类不同规格的空调零件。担负

保障产线正常运行重任的调试技术员，是这

个车间最重要的岗位。然而，管理整个车间

59台机器却仅需4名调试技术员。

智能化运用带来的颠覆性变化，同样出

现在其他车间。

在钣金冲压自动生产线，各单体设备间无

缝衔接，实现零件自动化生产，消除了人工作

业的安全隐患；在总装车间，由于大多数组装

环节被机器替代，一条家用空调外机生产线仅

需50名工人，一天就能组装近3000台空调。

智能化作业让工人开始有了“茶歇时

间”。下午4点，记者在钣金车间看到，工人三

三两两坐在车间休息区，吃着零食，有说有笑。

互联互通

每天早上 7 点半，注塑车间班长罗林胜

到岗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手机 App，查看最新

排产目标、机器运行情况，并将任务“派单”到

每一位班组调试技术员。“生产什么型号的产

品，哪台机器需要维修，在手机上一目了然”。

记者采访发现，在长沙格力，不光生产环

节的主要工种基本实现智能化作业，管理环节

也更“智慧”了。“通过利用工业互联网、大数据

平台，我们的关键设备实现了100%互联互通，

数据可以实时采集，集控中心负责远程调度管

理。”田伟说，机器一旦出现异常，后台就会自动

报警并远程处理，或者线上派单现场处理。

智能物流还将不同的车间连为一体。占

厂区整体物流配送量 70%的立体智能物流配

送系统，实现了各生产车间物流配送的自动

化、信息化、智能化及少人化。人员编制减员

30人，每年可节约成本近 400万元。

“这些高大上的机器人，基本都是格力自

主研发的。”穿行于不同车间，雷建言语间充

满了自豪。早在 2013 年，格力就进军智能装

备领域。如今，格力智能装备已涉足数控机

床、工业机器人、智能物流仓储设备、智能环

保设备、工业自动化等五大产品领域。

持续不断的自主创新无疑是格力强力打

造“黑灯工厂”的底气所在。2014 年筹备、

2016 年建成投产的长沙格力，一开始就瞄准

打造高标准智能制造场景，采用大量国际领

先和自主研发的智能装备，并自主开发了相

应管理软件。投产的次年，长沙格力即获评

工信部“智能制造试点示范企业”和“工业互

联网应用试点示范企业”，成为了国家级双示

范项目企业。

人是“智造”核心

注塑、钣金、总装……历经 1000 余道工

序，每天有 2 万台空调从长沙格力运往全国

各地。数字化、智能化的新型制造模式一方

面减少了人工成本，另一方面也对一线工人

提出了全新要求。

“比如调试技术员，别看一个班只有 4个

人，产品调试、质量巡查、异常处理、现场维

护，要做的工作可不少。注塑机不能轻易停

机，换班时要无缝衔接，吃饭也是送餐到

岗。”雷建介绍。

记者了解到，一台注塑机往往要生产十

几种甚至几十种型号的产品，每换一种产品

都需要重新设定参数；注塑产品正式生产前

需要试模，生产过程也需要根据产品质量不

断优化；胶量的多少、温度的高低，都是影响

注塑好坏成败的因素……培养一名优秀调

试技术员并不容易。

田伟告诉记者，长沙格力筹备之初，技

术人员即被送往企业珠海总部和其他生产

基地，进行系统学习和锻炼。

张贴在车间里的“精益名人堂”，展示着

最新的优秀项目、先进人物；分布在车间各

处的培训道场、训练营，让一线技术工人在

生产中得到提升……如今，长沙格力提出打

造“精益智工厂”体系，力争实现全员参与改

进改善。

一 线 工 人 也 成 为 智 能 化 改 造 的 一 分

子。主板车间单班原本需要两名工人进行

接线端子作业，不仅效率低下而且劳动强度

高。为此，有员工主动申购接线端子自动供

料装备，实现了自动送料。

“生产线自动化、智能化程度越高，对员

工技能水平的要求就越高。说到底，智能化

改造离不开‘人’这个核心。”田伟认为，发展

先进制造业的根本要义是在于追求更高质

量、更高效率。在智能制造中，智能化只是

一个手段，需要人机结合才能完成高效生

产，而不是 100%全自动。

生产线自动化、智能化程度越高，对员工技能水平的要求就越高

空调“智造”吹新风

本报记者 赖志凯 本报通讯员 巩德彪

在首钢矿业杏山铁矿集控中心，通过电

脑画面可以看到井下一辆无人驾驶的电机车

满载矿石开过，随后自主对车、自动放矿、智

能运行、自动卸车。操作人员只需在井上对

电机车的电机电流、电压及运行速度等关键

指标监控即可。

“这样的操作画面在建矿时是不敢想象

的，现在却每天在井下真实地上演。”首钢矿

业公司总经理黄佳强告诉记者。

近年来，首钢矿业公司以“无人化”为主

线全面启动智能矿山建设，确立智能矿山建

设标准、实践路径，以“数”赋能、以“智”提质，

推动 5G 信号进矿井，逐步实现由“人控”到

“智控”的提质升级，从“少人”到“无人”的智

慧转变，智能矿山建设已经成为企业高质量

发展“新引擎”。

根据《“十四五”智能制造发展规划》，到

2025 年，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基本普及数字

化，重点行业骨干企业初步实现智能转型。

要建设 2000 个以上新技术应用智能场景、

1000 个以上智能车间、100 个以上引领行业

发展的标杆智能工厂。到 2035年，规模以上

制造业企业全面普及数字化。

“刚开始确定实施无人操作时，很多人都

持质疑的态度，但是我们都坚信科技改变一

切，持续探索这个领域的前沿技术，一路走

来，通过科技技术在生产实践的应用，打破了

传统，真正改善了职工的作业条件，使之发生

了本质变化。”杏山铁矿机动科自动化技术员

李存涛说。

“智能制造的实现，关键是依靠新一代

信息技术系统的技术支持。”黄佳强说。为

推进智能采矿建设，2021 年，首钢矿业启动

杏山铁矿井下电动铲运机遥控技术研发，

向移动单体设备现场驾驶的传统模式发起

挑战。

以北京速力科技有限公司为研发主体组

建攻关团队，瞄准国际巨头公司的产品标准，

在液压电控化、底盘线控化、运动控制器开发

等方面展开课题攻关，当年就以较低成本完

成了首台改造。

随后，企业边生产边改造，实现了 5G+
单体设备集中操控，5 台铲运机陆续实现远

程操控。

2023 年初，与中国联通河北分公司实施

杏山井下 5G 通讯项目，解决了原 WIFI 通讯

系统延时大、带宽不足等问题，为设备地面集

中操控提供了通讯支撑。

至此，36 名操控人员正式由“井下”走到

“井上”，实现井下作业“无人则安”的本质安全。

“以前都是在井下作业，潮湿、粉尘、噪

音比较大，工作中需佩戴各类防护设施，工

作环境差，现在转到了地上的操控中心，在

空调屋里工作，环境好了，心情更舒畅了！”

在井下驾驶 12 年铲运机的操控人员张金

猛说。

“5G+单体设备集中操控核心价值是减

少井下人员，实现无人则安。解决了传统移

动单体设备只能现场驾驶的历史性难题。矿

山行业高质量发展的主要标志是低成本，人

员上井后首先减少了通勤成本，下一步自主

运行后，将进一步提高劳动效率，降低劳动力

成本。”中国冶金矿山企业协会秘书长姜圣才

告诉记者。

姜圣才说：“5G+单体设备集中操控对比

人工采矿，集中操控一方面降低安全风险，避

免职业病风险，另一方面，熟练后的操作效率

与人工现场操作相当，但人在地面操控，节约

了上井、下井的时间，设备的绝对作业时长增

加，这样就提高了生产率。5G+单体设备集

中操控，为矿山行业井下少人化、无人化提供

了解决方案。”

9 月 11 日，5G+井下单体设备集中操控

暨智能矿山解决方案现场会在首钢矿业公

司举办。“下一步，首钢矿业公司将以此次现

场交流会为契机，以智能科技为引领，围绕

‘现场无人化、操控集约化、管理智慧化’总

体目标，继续大力实施智能矿山建设发展战

略，追逐科技强企之梦，以智能驾驭未来，用

‘智慧’之钥开启高质量发展之门。”黄佳强

掷地有声。

5G 信 号 进 矿 井

本报讯（记者王群）行走在参观长廊，透过玻璃窗可以近

距离观赏东阿阿胶的制作全流程；通过视频特效技术和互动体

验设计，游客可以从味、视、嗅、听、触立体式感受千年阿胶的养

生文化；在阿胶体验店，游客可以品尝到阿胶特色养生餐食，还

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喜好，定制专属阿胶产品……走进东阿阿

胶的阿胶体验工厂，游客便在胶香弥漫的“探秘长廊”中开启一

场中医药文化的全方位感官盛宴。

近年来，位于山东聊城的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不断擦

亮中华老字号这张“金字招牌”，打造“三产融合”示范样板，向

上延伸一产毛驴养殖，平行拓展二产胶类中药研发，向下兼容

三产中医药养生体验旅游。

作为工业旅游与养生文化融合发展的新业态，东阿阿胶

打造了集科普、互动、趣味于一体的阿胶世界沉浸式主题旅游

景区，通过推出“工业+体验”旅游新模式，走出了一条健康养

生与休闲养心相结合的特色发展路子。

“以三千年的阿胶文化为载体，以工厂为舞台、产品为道

具、消费者体验为核心，将生产场景与互动体验巧妙融合，让

游客感受中药瑰宝的滋补价值，赋予游客深度体验和健康财

富，企业也实现了游客变顾客、顾客变游客。”东阿阿胶产业园

副总经理张守元说。

以数字化创新客户运营模式，持续推动文商旅走向深度

融合，正让老字号品牌焕发新生机。

记者了解到，依托阿胶世界体验平台，东阿阿胶综合运用

5G、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打通原料、生产、营销全链条，

建立全渠道数字化营销平台，启动“工厂直达顾客”个性化定

制模式，先后推出定制膏方服务、定制体质调养方案等柔性化

定制服务，实现了全年熬胶服务 64 万人次，带动线上销售大

幅提升。

另外，通过科学统筹、技术创新等手段推动减污降碳、协

同增效，东阿阿胶实现了生态环境建设与企业高质量发展双

赢。企业打造了“湖光碧草”的花园式工厂，厂区建设的光伏

发电系统，能够满足整个园区 20%的用电量；12万平方米的水

域景观中，工业生产废水通过中水回运的循环利用，年增加人

工湖补水量 5万立方米；通过系列节能减排降碳举措，年减排

二氧化碳 3400余吨。目前，公司已被评为首批国家中医药健

康旅游示范基地。

张守元说，未来，东阿阿胶将持续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

合发展，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不断创新“工业+旅游”展

现形式，讲好中国中医药故事，致力于打造国内工业旅游和中

医药研学旅游标杆。

将生产场景与互动体验巧妙融合

“工业+体验”让老字号品牌焕发新生机

11月4日，在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老裁缝家纺车间，工人正在调试机器刺绣设备。近
年来，当地为加快企业智能化改造和数字化转型，出台了专业机构把脉问诊、典型案例示范
带动、创新平台赋能增效、金融工具精准扶持等4条举措，计划用3年时间完成全市5700家
左右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智改数转”全覆盖，新上项目应用智能化和数字化生产管理体系全
覆盖，以此助力企业提质增效。 本报记者 杨登峰 摄

“智改数转”
助力企业提质增效

新华社记者 张漫子

一平方公里能够创造出多少价值？翻开

中关村软件园 5 年来的经济密度图，一条上

扬曲线跃然眼前：969 亿元、1104 亿元、1295
亿元、1652亿元、1831亿元，节节攀高。

脚下这片被称为“后厂村”的土地，每平

方公里创造的价值，5 年来增长了近一倍。

仅今年，园区已新增上市公司 1家、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业 3家、专精特新企业 16家。

记者随机敲开一家企业的门。一群工程师

正在搭建新一代的AI生产力平台——“灵娲”。

“无处不在的AI应用场景，催生了大量的

模型和算法需求。用传统方式，一个AI算法从

提出规划到最终上线，需要 10到 15人的团队

连续数月的投入。周期长、成本高、效率低，制

约了AI的规模化落地。”一名工程师告诉记者。

“创新这个第一动力，对于今天的企业来

说格外重要。不创新不行，创新慢了也不

行。”北京眼神科技有限公司品牌市场总监张

会颇有感触地说，在中关村软件园，创新不仅

是一种选择，更是一种习惯、一种氛围。

锚定前沿赛道，从能科科技、智芯仿真，

到华如科技、中科汇联，一批企业在创新之路

上飞奔。连续加码的研发投入、连年上扬的

增长曲线，展现出创新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注

入的动力、活力。

做长创新链、做强服务链、延长价值链、

打通资本链，园区前沿产业生态日趋完善，萌

发新的产业热点、造就新的增长极。如在人

工智能、大数据领域，园区构建了上下联通的

智慧产业生态链，让数字孪生、智慧大脑、

5G+MEC、智慧交通等场景逐步落地。

一条上扬曲线背后的创新密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