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4月12日 星期五

版面编辑：张 灵 视觉编辑：孙 涛 5数字经济

拥
抱
﹃
人
工
智
能+

﹄

推
动
产
业
升
级

刘
兴
亮

人工智能在近几年的发展可谓日新月
异。此前我们已经明确预判，未来社会将
如同互联网颠覆了当时的传统社会结构，
让全球进入信息时代一样，人类社会将在
肉眼可见的短期内迅速步入人工智能
时代。

就如同各行各业都披上互联网的外
衣、进入互联网+时代一样，人工智能也
将“+”在所有行业的肌理和脉搏之中。

以下是人工智能时代对社会与人的三
层要求。

第 一 层 是 人 工 智 能 行 业 本 身 的 发
展。这就对 AI 从业者提出挑战，要及时
更新知识提升技能，跟上人工智能发展
趋势。

第二层是人工智能的应用对社会的
经营与生产部门的覆盖，即由最基础的智
能化能力衍生出各种各样的应用。如
OpenAI 公司先后抛出的语言模型和文生
视频模型，也许还有更多的模型正在路
上。而这一领域的趋势，或许对传统的数
学、物理等领域的学习和探索带来难以估
量的提升。

第三层是人类自身学习人工智能的能
力，以及人类大脑与人工智能系统的协调
工作的方式。哪些工作是留给人类而不可
被取代的，将成为一个问题。

未来新趋势就可能是“人工智能+”。
AI+将被广泛用于表述人工智能技术

与各行各业结合，推动产业升级和创新发
展的概念。这个概念的核心在于利用 AI
的强大技术能力，以及深度学习和适应新
任务的能力，来提高传统行业的效率、创新
能力和竞争力。

从某种角度看，人工智能的发展实际
上就是仿生学的升级，将人类大脑的运作模式作为模仿对象，用可
以思维的算法去接触材料并处理材料。

正如人的口算不如一个小小的计算器，人工智能虽然不能完
全替代人的大脑，但在涉及记忆力、计算力、关联能力、统计范畴等
诸多思维性的工作问题时，创造力的好坏虽然无法界定，但人工智
能将比人的大脑工作得更快更准确。

人类社会的发展就在于解放劳动力，提高生产力。如果说工
业革命在某种程度上解放了人类的体力，人工智能的发展则将大
大解放人类的脑力。

对于“人工智能+”，我国高度重视。政府将AI技术的发展和
应用作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策略，通过技术创新驱动产业
升级，提升国家整体竞争力。由此可见，国家队相关领域的投入也
将掀起新的产业发展高潮。首先是那些正在研究人工智能的科技
企业将面临一个澎湃的发展期，随后则是轰轰烈烈的“人工智
能+”的整体革新换代期。

届时，我们将看到经济社会有几个方面的变化。
全面的产业升级。人工智能可以帮助传统产业通过技术创新

实现智能化转型，提高产业效率和质量，增强国际竞争力。比如传
统汽车产业向智能汽车产业的转型升级，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
是交通工具向第三空间的转变。

创新服务模式。在服务业中应用AI技术，可以提升服务质量
和效率，创新服务模式，比如服务机器人。

更高的生活质量。AI 技术的应用不仅限于产业发展，还
能改善民生、提升公共服务质量。比如有的医院 App 有了智能
导诊功能，某些病我们不知道挂哪个科，只需要输入症状，
AI 就会推荐科室。看病的医生通过一个人工智能系统，对患
者的症状进行更快地检索和摸排，提出更准确更有效的治疗
方案。

更快的科技创新。AI技术研发和应用，可以推动科技创新，
培育新的增长点和经济模式。

（作者系知名数字经济学者、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
委员）

河北日报讯（记者米彦泽）日前，工信部
公布了2023年工业互联网试点示范项目名
单，我省入选9项，数量排名全国第7。

2023 年，工信部围绕新技术类、工厂
类、载体类、园区类、网络类、平台类、安全类
7 类 27 个具体方向，共遴选试点项目 236
项。我省在新技术类、工厂类、网络类、平台
类、安全类有项目入选。

新技术类试点示范项目工业互联网+
数字孪生试点示范方向，承德建龙特殊钢有
限公司申报的基于工业互联网的中棒数字
孪生系统入围。该系统针对承德建龙钒钛
高科棒材生产线，基于数字孪生技术，实现
实时生产状态的数字化、可视化，提高信息
感知效率，提升决策与执行效率。系统投用
后，企业能够实时监控生产线的运行状态，
预测设备的寿命和维修需求，提高生产效
率，降低了设备的故障率，提高了产品质量。

工厂类试点示范项目5G工厂试点示范
方向，唐山海泰新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报
的河北海泰新能源 5G+数字工厂项目入
围。该项目采用 5G+数字网络覆盖工厂全
环节的方法，将智能传感器技术、工业无线
传感网络技术、现场总线及控制网络的集成
技术，融合到各个光伏组件生产与业务环

节，实现生产过程精细化、设备控制参数化、
生产管理柔性化。

网络类试点示范项目工业互联网企业
网络集成创新应用试点示范方向，新兴铸管
股份有限公司申报的新兴铸管工业互联网
集成及应用建设项目入围。该项目采用了
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5G、人工智能等新
一代信息技术，将传统工业生产与现代化信
息技术深度融合，实现了工业生产的数字
化、网络化、智能化。将5G应用在焦化车间
和铸管生产等生产控制和视频监控环节，能
够实现生产线的实时监控、质量管理和生产
优化。

平台类试点示范项目工业互联网平
台+绿色低碳试点示范方向，河钢数字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申报的基于工业互联网的碳
中 和 数 字 化 平 台 入 围 。 该 平 台 基 于
WeShyper（威赛博）工业互联网平台，采用

“云、网、边、端”一体化架构设计，运用物联
网、大数据、区块链等数字技术，共包括碳计
量监测、碳数据管理、碳足迹管理、碳关税管
理、碳资产管理5大核心功能，是业内“碳功
能”最全面的数字化平台。

安全类试点示范项目工业互联网安全
分类分级管理试点示范方向，沧州明珠锂

电隔膜有限公司申报的工业信息安全综合
防护能力建设项目、河北衡水老白干酒业
股份有限公司申报的衡水老白干产供销财
一体化运营平台网络安全分类分级管理项
目入围。

沧州明珠锂电隔膜有限公司的工业信
息安全综合防护能力建设项目，通过建立健
全工控安全管理制度、信息安全应急预案
等，提升了工控网络安全防护能力，降低安
全风险，提高应急处置精细化、专业化水平，
加强突发工控网络信息安全事件应对能力。

衡水老白干产供销财一体化运营平台
网络安全分类分级管理项目，建设了衡水老
白干产供销财一体化运营平台，部署了工业
企业安全监测管理系统，并开展了联网工业
企业网络安全分类分级管理，进一步完善了
工业互联网网络安全。

安全类试点示范项目工业互联网安全
监测赋能试点示范方向，联通雄安产业互联
网有限公司申报的河北省工业互联网安全
态势感知平台项目、君乐宝乳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申报的乳制品工业互联网安全防护
及态势感知试点示范项目、中信戴卡股份有
限公司申报的中信戴卡工业互联网安全监
测平台项目入围。

河北省工业互联网安全态势感知平台
项目通过产学研一体化模式，构建工业互联
网安全保障体系，建设工业互联网安全态势
感知平台实时感知省工业互联网安全态势，
实现监测、预警、通报，并与国家平台实现
对接。

乳制品工业互联网安全防护及态势感
知试点示范项目，通过搭建数据安全态势感
知平台，能够让企业更好地应对数据安全挑
战，并保护其关键信息不受威胁。

中信戴卡工业互联网安全监测平台项
目，通过建设网络安全监测平台及安全管理
监控中心，协助信息安全人员进行事件分
析、风险分析、预警管理和应急响应处理，从
而降低信息安全事件发生概率及其带来的
损失，保障企业网络与信息系统安全稳定
运行。

省工信厅数据显示，我省累计有 24 个
项目入选工信部工业互联网试点示范项目
名单。该项目的评选，旨在提升工业互联网
网络、标识、平台、安全等设施建设和融合应
用水平，发掘推广更多新模式、新业态、新场
景，充分发挥工业互联网在提质、降本、增
效、绿色、安全方面的重要作用，为经济高质
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工信部发布2023年工业互联网试点示范项目名单

我省 9 个项目入选

智慧家庭应用
步入快速发展期

4月3日，南宫市北方硬质合金工
具有限责任公司工人利用智能电动压
机加工合金刀片。

南宫市合金产业始于上世纪 90
年代。近年来，南宫市通过政策扶持、
资金支持，引导企业以智能化改造推
动产业升级，开发高附加值深加工产
品，提高产品竞争力。目前，该市拥有
合金企业400多家，年产各类合金、焊
材产品 8500 吨，产品畅销全国，并出
口美国 、澳大利亚 、日本等国家和
地区。

河北日报记者 赵永辉摄

智能化改造赋能
合金产业升级

河北日报讯（记者方素菊）
4月10日，在石家庄举办的“千
兆光宽惠万家·云龍智联新生
活”河北联通云龍套餐发布会
上，河北省电子商务协会及河
北联通携手华为在全国首次
推出 FTTR（光纤到房间）+全
光家庭存储的云龍套餐，以
FTTR 全光家庭组网为基础，
新增智慧存储、云盘、智慧看
家等业务，为用户带来智能家
居生活新体验，助力数字河北
建设。

河北省电子商务协会负
责人罗辉表示，河北联通通过
与华为合作，推出了以 FTTO

（光纤到办公室）全光组网为
核心的全场景电商直播网络
解决方案，极大地提升了网络
的稳定性和速度，在激活国
内消费市场、推动实体经济
与数字经济融合发展中起到
了重要作用。FTTO 不仅具
备千兆 WiFi 上网快的特点，
还具备大带宽多并发功能，保

证直播电商 300 台终端稳定
上网。

河北联通副总经理胡乐信
介绍，自2023年2月发布FTTR
全屋光宽带产品以来，目前河
北联通全屋光宽带用户已超
130 万户，而且正以月均超 10
万户的速度在扩展。此次发布
的云龍套餐，可以为用户提供
AI 看护、家庭云智算中心、全
屋光宽带为一体的智慧家庭解
决方案，丰富人们的智能家居
生活。

在华为光产品线总裁陈帮
华看来，随着 AI 技术的普及，
家庭网络正迈向智能时代，超
高清视频、家庭存储、智慧看家
等智慧家庭应用步入快速发展
期。为满足家庭智能化的需
求，华为携手河北联通发布全
屋光宽带云龍套餐，致力于为
用户打造数字生活新生态。未
来，华为将在千兆光网和万兆
接入上持续创新，点亮更多家
庭的智慧生活。

河北日报讯（记者米彦泽）4月 1日至 2
日，2024 年钢铁行业智能制造联盟年会暨
钢铁行业数字化转型工程三年行动启动会
在石家庄举办。会上，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发
布《钢铁行业数字化转型评估报告（2023
年）》。评估报告显示，2022年度，应用工业
机器人成为钢铁行业普遍共识。机器人（含
无人化装备）应用密度达每万人54台（套），
较上年提升50%。

根据评估报告，参评的 49 家钢铁企业
中，绝大部分企业建立了数字化转型相关管
理组织和团队，并加强其规划落实，数字化
转型基础建设不断夯实，系统间的综合集成
能力进一步加强，企业在不同时期建设了支

撑生产制造、生产管理及经营管理等方面的
自动化和信息化系统，单项应用方面得分相
对较高。综合集成、协同与创新得分较上年
略高。

在基础建设方面，2022 年度，93.9%的
企业将数字化转型融入企业总体发展战略
规划中，并持续投入大量资金实施数智化改
造升级项目，其中24.5%的企业资金投入占
营收比例超 1%。2022 年度，企业资金投入
165.4亿元，平均每吨钢38.5元，较上年提升
23.9%，吨钢投入较上年提高8.7元。数据管
理工作稳步推进，63.3%的企业建立了数据
治理组织和专职队伍开展数据治理工作，较
上年提高12.2个百分点。

在单项应用方面，2022 年度，97.9%的
企业已普及车间级制造执行管理信息系统，
其中子系统联网率达到100%的企业比例达
31.9%，较上年提高 4.2个百分点。信息技术
在能源管理、环保监测、安全管控、物流仓
储、设备监控、生产过程优化等方面的创新
场景大幅增加，生产流程整体信息化水平
有所提升。

在综合集成方面，2022 年度，500 万吨
规模以上企业基本实现了管控衔接、产销一
体、财务与业务无缝对接。其中，78.7%的企
业应用信息技术实现订单排产与优化，相关
局部业务领域的系统衔接、数据共享方面还
需进一步提高。建设智能工厂和智能集控

中心正在成为新趋势，有40%的企业在其主
要产线应用了三维可视化仿真技术，较上年
提高2.5个百分点。

在协同创新方面，企业正加大力度构建
上下游客商高效紧密衔接的生态圈，实现信
息共享。数据显示，2022年度，企业均能在
不同程度上实现与上下游客商在线协同，其
中与供应商实现订单协同的企业占53.1%，
较上年提高 9.5 个百分点。79.6%的企业对
大数据模型进行了试点应用，18.4%的企业
已开展局部AI应用。利用工业互联网技术
实现智能化生产过程管控和智慧化企业运
营管理的企业达 79.6%和 57.1%，较上年分
别提高7.3个百分点和1.8个百分点，企业综
合协同智能管控能力呈稳步提升趋势。

评估报告有 14 个参编单位，其中就有
来自我省的河钢集团有限公司和德龙钢铁
有限公司2家单位。参评的49家企业中，有
河钢集团邯钢公司、河北津西钢铁集团、河
钢集团唐钢公司、邢台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河钢集团石钢公司、金鼎重工有限公司等9
家河北企业。

《钢铁行业数字化转型评估报告（2023年）》显示

应用工业机器人成为钢铁行业普遍共识

铁路沿线外部环境治理用上“千里眼”
河北日报记者 方素菊

“京广高铁 198 公里 669 米处 0031 号
球机发现轻飘物，请石家庄高铁车间综合
工区前往现场处理。”3月 20日，在中国铁
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石家庄供电段安
全生产调度指挥中心大厅，该供电段外部
环境治理室副主任王晋正在电脑屏幕前
将铁路沿线外部环境动态监测平台发出
的报警信息推送至属地工区。

铁路沿线外部环境动态监测平台是
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石家庄供
电段联合河北铁塔部署的数字化智能监
测平台项目。该项目利用安装在铁塔顶
端的全景高清智能网络摄像头和数字技
术，可实现针对铁路沿线外部环境的实
时监控、录像回放、电子地图、自动告警
等功能。

“依托遍布城乡的铁塔基站，我们在
京广高铁石家庄至定州东区段设置了 35
个视频监测点位，相当于为我们的外部环
境动态监测安装上了‘千里眼’。”王晋用
手轻轻一点鼠标，电脑屏幕上便出现了视
频监控的实时画面，并且可以随意放大、

缩小，现场细节清晰可见。
王晋介绍，每个视频监测点位均搭载

高空摄像头，借助视频自动巡航和全天候
在线优势，结合 AI 图像识别技术，可识别
轻飘物、危树倒伏、彩钢房、垃圾堆、烟火、
人员（动物）以及车辆异常闯入等 11 类场
景。“一旦平台发现疑似行为，会进行研判
报警，我们人工审核确认后，会通过系统
直接向属地工区推送预警信息，工区人员
可以第一时间到达现场进行核实、处置。”
王晋说。

铁路沿线外部环境动态监测平台的应
用，让京广高铁石家庄至定州东区段的外
部环境治理进入数字化时代。

“以前外部环境工作面临着缺少提
前预警、相关线索取证难、管辖线路点多
线长导致人工线下巡查任务繁重等难
题。现在通过平台，我们可以实时动态
监测铁路沿线外部环境，一旦发生异物
侵限等异常行为，能根据手机推送过来
的预警信息，快速到达现场进行处
置。线上报警与线下处置协调联

动，方便多了。”石家庄高铁车间综合工
区职工杨红杰说。

据介绍，铁路沿线外部环境动态监
测平台通过“高空看”“智能判”“地上查”

“网上管”，织牢铁路沿线外部环境“安
全网”。

高空看。通过安装在铁塔顶端的云台
或球机，针对铁路沿线1至2公里半径范围
内的外部环境，实现全域全时段全覆盖视
频监测。

智能判。以高点监控视频数据为基
础，利用人工智能 AI 技术，对异常活动及
时发现，研判预警，由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
有限公司石家庄供电段外部环境治理室人
员审核确认后，再将告警信息推送至属地
综合工区。

地上查。属地综合工区人员接到告警
信息后，前往隐患点进行核查、取证、处置
以及跟踪后续处理进度，待整治完成后，将
结果通过手机反馈至平台。

网上管。平台对数据进行实时汇总
分析，从而形成发现、推送、整治、反馈的
闭环管理流程，为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
限公司石家庄供电段外部环境治理工作
提供实时、准确、连续的数据支撑。

数据显示，铁路沿线外部环境动态
监测平台自去年 10 月份投入运行以来，
共排查出 391 处隐患告警，其中防尘防
虫网等网类 88 起，地膜塑料大棚等塑料
类 275 起，垃圾堆放类 23 起，其他类 5
起。这 391 处告警均已完成现场核实与
处置，有效遏制和消除了外部环境隐患
对铁路供电及运输造成的影响。

“接下来，我们将进一步加强路地双
方沟通联系，将隐患信息通过监测平台
及时推送至属地双段长，路地联动进行
现场核实整治销号，共同做好铁路沿线
外部环境治理工作。”中国铁路北京局集
团有限公司石家庄供电段副段长陈学
民说。

大咖论“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