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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二版）2023 年，全市高新

技术企业、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省

级瞪羚企业数量分别增长 17.5%、

35.6%、45%，新增国家级制造业

单项冠军 1户、新增国家工业互联

网试点示范企业 3户、国家级智能

制造示范企业 2户、省级智能工厂

3户，均居全省地级市第一。

网联
从“开盲盒”到云上互联智造

智改数转是制造业数字化转

型的基础，制造业要想在更大的平

台发展，就必须实现“网联”。

借助越来越发达的信息技术，

我市越来越多的制造业与互联网深

度融合，进一步拓展行业应用，提升

发展水平，形成以工业互联网为重

要载体的先进制造业发展格局。

“企业上云，是数字化转型中

重要的一环，也是企业进一步发展

的必然选择。”宝鸡市兴宇腾测控设

备有限公司负责人对记者说，作为

宝鸡市传感器产业链链主企业，他

们始终将技术作为企业发展的核心

竞争力，公司每年拿出销售额的7%

以上投入研发。这几年，他们依托中

国移动“移动云”，成功打造了传感

器管理云平台，成为公司数字化转

型的独特法宝。

这位负责人介绍说，他们的新

产品都接入了云平台，只需登录这

个云平台，就可以实时看到产品的

应用数据，平台还能为客户提供人

员管理、设备管理、数据接口管理、

数据管理、数据统计分析等服务。除

了在电脑上操作以外，安装云平台

的App，客户以及公司技术人员还

能在手机上实时操控，非常方便。据

统计，截至目前，这个云平台累计连

接传感器超 4.4万支，极大地满足

了客户对传感设备接入、管理、数据

分析等方面的便捷要求，解决了传

统传感器向智能传感器转型难的问

题，提高了产品的附加值，通过产品

上云，极大地促进了公司传感器产

品的销售，推动企业年产值增速达

30%以上。同时，这个云平台也被

工信部评为企业上云典型案例。“过

去，设备报警后，维修人员和我们的

技术人员找问题就像‘开盲盒’，不

赶到现场、不打开设备，谁都不知道

原因。现在有了云平台，企业和客户

都方便多了。”该负责人高兴地说。

企业入网，产品上云。近年来，

宝鸡出台《宝鸡市深化“互联网+先

进制造业”发展工业互联网实施方

案》《宝鸡市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三年

行动计划》等文件，全力打造区域、

行业和企业工业互联网平台，实现

跨地区、跨行业互联互通、协同配

套，并依托各类工业互联网平台，使

企业走上了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

发展的快车道。

对于这个变化，施耐德（陕西）

宝光电器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介绍他

们使用云平台的感受时，用了“八爪

鱼”的比喻来描述。

该公司市场部负责人告诉记

者，随着客户对新质生产力的重视

程度越来越高，他们也将产品研发

的重心放在了数字化上。近几年，

该企业研发的数字化智能开关以

及相应的管理云平台在市场上非

常受欢迎。

“我们的云平台分为三层架

构。”这名负责人介绍说，第一层架构

是指在这个平台下所有产品是互联

互通的。在互联互通的基础上，他们

还为产品添加了运算模块，这个模块

就是云平台的第二层架构。在这一层

架构中，所有产品的实时数据都会

上传到这个模块，经过模块的自我

计算，会定期对该产品的运维状态

打分，并自动生成运维建议，发送给

客户和企业技术人员，如果参数出

现问题，还会自动报警。“就像八爪

鱼的触手，在受大脑控制之外，还会

自己做一些决策。这对客户来说，更

为便利，效率也更高。”该负责人说，

到了云平台的第三层架构，所有数据

将汇总在一起，平台运用算力对大数

据进行对比分析，并由管理方进行评

估，对产品进行远程操作。

随着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深

入进行，我市越来越多的企业围

绕车间、产业链、供应链加快数字

赋能，开展多场景、全链条、多层次

的应用模式创新，通过“上云”“用

数”“赋智”，推进企业跨越式发展。 

宝鸡机床集团有限公司通过

数字化转型促进了企业大提升，他

们打造的“宝机云”工业互联网服

务平台，对每一台数控机床进行全

生命周期管理，每一份订单都会形

成一套从原料到产品交付、生产各

个环节、供应链上下游的完整信息

系统，即使机床订单已经交付客

户，各种系统升级、故障报修，都可

以在云上完成。

集群
从“闭门造车”到携手出海

按照市政府提出的“1+N+N”

工作思路，即 1个区域性工业互联

网平台、N个行业平台、N个龙头

企业平台，我市积极赋能中小企业

数字化转型。经过努力，宝鸡在西部

地区率先建成并规范运营市级工业

互联网平台，引导企业通过上云上

平台加快转型升级步伐。

宝鸡工业互联网平台可以为

企业提供远程办公、远程会议等云

服务产品，还能为有需求的企业提

供在线的专业培训。最关键的是，宝

鸡工业互联网平台免费支持全市企

业成为平台的终身用户，免费发布

企业基本信息、供需对接信息，免费

为企业联系对接人才、技术、设计、

销售、物流、咨询、检测等内外部资

源。记者了解到，市级工业互联网

平台运行以来，已入驻企业4000多

户，形成各类配套资源库 5800 多

条，访问人数达到 676 万人次。目

前，陕汽、宝鸡机床、渭河工模具等

公司都已建成了企业级工业互联网

平台，更多的公司正在加紧建设。

在网联时代，有远见的企业都

拓宽视野、放开思路，利用先进的

互联网技术促成数字化转型。通过

数字化转型，企业也摆脱了时间和

空间的桎梏，从过去单打独斗、一

叶扁舟出海拼搏，变为互联互通、

取长补短、合力出击，真正打破了

传统产业边界，形成一套共生的数

字生态系统。

以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为代

表的龙头企业重点攻关高端钛材深

加工技术和新材料研发能力，并通

过线下或线上，与产业链上的其他

企业进行分工合作，带动了更多的

涉钛企业根据自身规模和特点，在

不同领域共同发力，从而进一步延

伸产业链，使宝鸡形成“钛铸锭—钛

锻件—钛加工—钛部件—钛设备”

的完整产业链条，生产的300多个

品种、5000多种规格的钛产品被广

泛应用于航空航天、新能源、医疗设

备等领域，远销70多个国家和地区。

位于西安的智诚环球跨境电

商产业园，近年来依托海外仓产生

的海量数据分析筛选出爆款商品，

再通过宝鸡综合保税区内的陕驿内

外贸一体化数字工厂进行订单式生

产，获得了良好的市场效益；位于

陈仓区的陕西丝路机器人智能制造

研究院通过与中国移动合作，引入

5G技术，创新打造出可以自己下达

工作任务、自我规划工作路径、自我

调节焊接过程的智能焊接机器人，

成为 5G工业场景下的典型创新应

用案例……

在宝鸡，无论企业规模大小，都

能在这套数字生态系统中发挥自己

独特的优势，达到“攥指成拳”的效

果。中小企业可以通过系统的帮助，

使用原本价格高昂的设计软件，从

而降本增效。可以依托数据处理技

术实现业务流程优化和完善，提高

运营效率。龙头企业和大企业则可

以通过海量的大数据记录与分析，

进一步提升生产效率，提高产品质

量，还能依托系统自建企业级工业

互联网平台，引导中小企业用平台

推动产业集群形成和发展。

记者从市工信局了解到，截至

目前，宝石机械、宝鸡机床等多个工

业互联网项目入选国家级工业互联

网类典型案例。2022年，市工业互

联网平台赋能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

“1+N+N”模式入选地方政府推进

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典型案例，宝

鸡成为西北地区唯一获此殊荣的城

市，全市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持续

走在全省前列。

管理
从提升效率到精细科学 
夏日炎炎，在位于宝鸡高新区

凤凰三路南段的陕西茂松科创有限

公司生产车间内，繁忙而有序。作为

一家成立不到7年的钛及钛合金产

品生产企业，这家公司已先后摘得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陕西省“专精特

新”企业等多项荣誉，年产钛锭超过

5000 吨、锆锭超过 1000 吨，去年销

售收入近2亿元。

走进茂松科创的办公区，一楼

打头的位置就是数智化中心办公

室。这样一个专门为企业数字化、智

能化服务的常设部门，在以熔炼、技

术研发、生产、销售为主的民营金属

制造企业中并不多见。

“我们在2021年开启数智化系

统项目，经过3年时间，数智化战略

已成为公司发展的‘杀手锏’之一。”

茂松科创数智化中心主任索超超

说，在这个系统的帮助下，他们公司

无论是生产、物流、办公、销售，还是

公司内部管理等环节，都比同行业

的其他企业更为科学，也更为高效。

数智化管理系统让企业生产

更科学。索超超举了个例子说，过去

生产铸锭，需要有经验的技术员和

工人相互配合，就像按药方抓药一

样，凭借经验向熔炼炉内投放各种

种类和重量的原料。这样炼出的成

品，质量上限和下限都难以保障。现

在，管理系统可以借助大数据，记录

并分析出某个产品的原料最优配

比，通过产品验证工艺、数据提升工

艺，最终交付高质量的产品。同时，

在系统的帮助下，茂松科创基本实

现了无纸化办公，并在仓储、生产、

销售之间打造了一条信息化的“高

速公路”。该企业的每一块铸锭，都

有自己的“身份证”，它的原料配比、

生产来源、加工过程都被详细记录

下来，需要调用时，只需在客户端中

轻轻一点，就能看到详细数据。对于

生产和销售来说，这种沟通则更为

便捷。现在，从生产计划下达的那一

刻开始，系统就会自动同步生产状

态，让生产人员可以第一时间跟进

处理，也让销售人员第一时间掌握

一手数据。信息流在各部门之间高

速流转，生产效率当然快人一步。

我市还有许多企业紧紧抓住

数字化的脉搏，用科技赋能产业发

展，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位于眉县

的帛宇纺织引入数字化系统，实现

客户下单、生产制造、产品交付的数

字化全覆盖；陕西汉德车桥有限公

司在行业内率先上马了大规模智能

制造工厂转型升级项目；陕西西凤

酒股份有限公司的白酒数字化工厂

建设项目以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

装备、集成管控系统应用为手段，为

西凤酒奠定了设计开发新产品的

智能化基础……截至去年底，我市

已创建 5户省级智能工厂，成为全

省唯一有省级智能工厂的地级市；

今年上半年，全市新增两化融合贯

标企业58户，新增数量位列全省第

一。全市有十余户企业被命名为国

家级智能制造示范企业及省级智能

制造示范企业。这些成绩，标志着我

市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走在了西部城

市的前列。

当然，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

我市众多企业也面临着各种各样

的问题与困难。有些企业有转型的

需求，也有转型的愿望，但受限于资

金，无法及时转型；有些企业缺乏

技术型人才，无法满足转型后的技

术要求；还有些企业负责人安于现

状，存在不愿转、不会转、不敢转的

思想。

采访中，许多数字化转型的参

与者也为宝鸡提供了其他城市的转

型经验和做法。长沙市聚焦全市 17

条重点产业链，搭建供需交流平台；

福州市即将展开中小企业数字化转

型电子器件制造及配套试点行业数

字化解决方案遴选竞赛，聚焦细分

行业数字化转型共性需求，解决中

小企业“不愿转、不敢转、不会转”的

问题，最高将给予 200 万元奖励；

杭州市第一批 50名企业科技特派

员已经派驻企业，他们将聚焦中小

企业“智改数转”难题，为企业数字

化转型服务……

别的城市都纷纷迈开长腿，甚

至跑步前进，我们更要解放思想，

快步追赶。在采访中，许多企业负

责人也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在基础

建设方面，要和网络运营商携手加

快市级以及企业级工业互联网平

台的升级，进一步完善平台架构，

使平台成为数字化转型的坚强底

座；在服务方面，相关部门要进一

步优化营商环境，加大人才保障、

政策扶持的力度，以一流服务打造

数字化转型的良好生态；最重要

的是，各企业要激发转型的内生动

力，认清数字化转型的时代大势和

市场需求，迅速顺应改革，促进观

念变革，坚定数字化转型的决心和

信心。唯有如此，才能保证企业在

市场中的身位和价值。

记者了解到，市上有关部门已

经采取了邀请专家实地指导，坚持

“一企一策”，为企业量身打造数字

化转型系统解决方案、举办对接活

动、举办培训活动等措施，努力为企

业解决转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走深走实。下

一步，他们还将围绕“一四五十”战

略和工业强市“15513”工程，重点针

对数字化“赋能赋智”、工业互联网

支撑、中小企业上云、标杆示范引

领、企业对标贯标和工业园区数字

化试点等六大行动，全面开展企业

数字化评估诊断，加强人才培养；

推动制造业向生产服务型转变、生

产性服务业向价值链高端延伸；推

动企业设备、研发、供应链、运营管

理等上云上平台；鼓励县域工业集

中区开展数字化建设试点，推动园

区向智能园区发展，从而持续提升

“宝鸡智造”核心竞争力，努力实现

全市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持续走在

全省前列。

数字化转型浪潮已至，宝鸡已

经准备好了。

陕西西凤酒股份有限公司制酒车间

施耐德（陕西）宝光电器有限公司生产线上的机器人在宝石钢管，生产有条不紊地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