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由研究咨询机构爱分析联合

杉数科技、卡奥斯共同组织编写的

《2022工业“智能决策”白皮书——点亮

企业增长的“灯塔”》发布。白皮书聚焦

工业企业数智化转型建设中的复杂决策

问题，首次对智能决策概念进行定义，

梳理了工业智能决策技术的应用价值，

通过数百家标杆客户的智能决策实践

研究，前瞻性地提出以“机器学习+运筹

优化”等多种智能技术深度融合打造企

业“决策大脑”，以全局优化为目标，致

力于用科学方法实现企业综合收益的最

大化。

多重因素推动
智能决策时代到来

当前，我国工业正处于由数字化向智

能化发展的重要阶段，智能化在信息化与

数字化建设的基础上，通过智能技术实现

了从数据到信息、知识、决策的转化，为实

现企业收益最大化提供有效支撑。智能

决策是工业互联网智能化的“大脑”，它以

全局优化为目标实现企业综合收益最大

化，成为了撬动企业新增长的有力杠杆。

咨询机构Gartner预测，到2023年，超过

33%的大型机构将采用智能决策的实践。

白皮书指出，经济新常态下，精细化

运营成为企业增长的关键动力，对业务决

策的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数据基础

建设逐步完善，机器学习与运筹优化技术

的结合与突破，都为智能决策提供了更加

成熟的技术可行性。

杉数科技联合创始人&首席产品官

王曦博士说：“智能化建设是工业互联网

建设的价值‘C’位,智能化在信息化与数

字化建设的基础上，通过智能技术实现了

从数据到信息、知识、决策的转化，挖掘数

据潜藏的意义，摆脱传统认知和知识的边

界，为企业提质增效、释放生产潜能、实现

企业收益最大化提供有效支撑，成为工业

互联网建设价值的核心。”

爱分析首席分析师&合伙人黄勇表

示：“全球产业链正经历深度重构，同时受

疫情影响，短期过热的海外市场需求将在

国外经济滞胀背景下受到抑制，短期增长

动力减弱。面对复杂变化，中国制造业需

要向智能制造转型升级，走出新增长曲

线。作为实现智能制造的重要抓手，工业

互联网建设已经开始释放出强大价值潜

能。智能化是工业互联网建设的必由之

路。”

赋能企业数智化转型升级

杉数科技工业与智能制造行业副总

裁黄翔说：“制造企业面临越来越复杂的

内外部环境，如何利用‘技术杠杆’实现

智能升级迫在眉睫，而智能升级的最高

阶段则是‘决策智能化’。作为致力于

决策优化技术的人工智能公司，杉数科

技的‘核心引擎 + 组件化’的服务方式

可以更好的适应变化，比如在轨道交通

首次实现检修计划和人工智能的结合；

在汽车汽配，打破供应、生产、销售、需求

端壁垒，实现全价值链优化；在流程制造

领域，从前端供应到中段生产再到后段

产销协同，智能决策作用立杆见影并正

在用其特有的方式创造更多价值。”

目前，已有不少企业受益于智能决

策。安徽六国化工总经理马健表示：

“智能决策整合产销链条多系统数据，

提供实时、准确的关键产销信息，全面

反映公司供应链状况，为高层决策提供

支持。从系统上线 1年的数据来看，收

收益明显：节省运输费用 5%（调拨运

输）；降低经销商 20%库存积压，节省整

体综合库存成本总计6000万元；提高库

存周转率 10%，部门间协同效率增强

20%，需求计划、生产计划、人力投入时

间缩短50%以上。”

“以往主要业务问题依赖人工经

验，缺乏全局统筹及易用工具，统筹学、

智能决策解决方案的引入，解决了诸多

业务痛点。“南方航空工程技术分公司

副总经理王锦申举例说，南航的发动机

管理优化项目、飞机排班解决方案就是

智能决策的良好实践，智能决策解决方

案帮助企业的临租成本降低 8%，修理

成本降低 1.2%，非计划下发率降低

15%，这都是可喜变化。

智能决策或将成为
领先企业的必备

当前，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产业

链深度重构，市场供需两侧不确定因素

增加，加快塑造企业韧性成为我国工业

企业抵御市场风险、实现中长期战略

目标的必答题。从全球发展的经验

规律来看，制造业产业升级是赶超发

达国家的关键，以智能化转型实现智

能制造是提升制造业质量效益的必

由之路。

目前，从公共服务、企业经营到个

人生活，智能决策已经渗透越来越多的

行业，赋能更多的场景，改变生产生活

的方方面面。近年来，很多工业头部企

业已经通过智能决策实现了跨越式的

业绩突破与业务变革，智能决策也在碳

足迹、碳排放等能耗、减排等工业领域

的关切问题中凸显了越来越重要的作

用。随着市场认知深化与技术迭代，智

能决策技术也将广泛应用于更多工业

场景，帮助企业实现智能化转型，赋能

实体经济。

白皮书表示，随着标准化带来的规

模效应，智能决策技术将成为工业企业

实现智能制造必备的技术方案，将赋能

中国经济实现弯道超车。

2022.3.28 星期一

■ 编辑：王查娜（010）68667266转288 E-mail：Wangcn@chih.org ■组版：王新明
企业·事件1414

业界传真

▶ 王查娜

▶ 科技日报记者 刘传书

济南高新区与中泰证券

达成合作

本报讯 3 月 21 日，济南高新区

与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举行合作

签约。中泰证券将深耕济南高新区，

充分发挥专业、人才和资金优势，为

高新区提供优质金融服务，助力高新

区金融生态不断优化、资本市场健康

发展。

据了解，济南在金融与科技创新

方面优势突出，随着济南市获批全国

首个科创金融改革试验区，济南成为

全国首个科创金融改革试点城市，同

时，“科创济南”的加快建设，为城市高

质量发展提供了强劲支撑。而中泰证

券是立足山东、服务山东的本土券商，

也是济南市金融行业龙头企业，已深

度融入服务济南市新旧动能转换、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重大

国家战略发展规划。

下一步，中泰证券将充分发挥自

身优势，整合证券、资产管理等各类金

融资源，为济南高新区提供“一站式”

综合化金融服务，进一步拓展合作的

宽度、深度。济南高新区将以此签约

为契机，全力打造优质金融环境，为中

泰证券在济业务拓展和健康发展，提

供一流服务保障，实现互利共赢、携手

发展。 高欣

克莱特成功登陆

北京证券交易所

本报讯 3 月 21 日，威海克莱特

菲尔风机股份有限公司成功登陆北

京证券交易所，成为威海市首家北交

所上市公司。

据了解，克莱特是一家专业从事

通风机、通风冷却系统等通风与空气

处理系统装备及配件设计研发和生

产制造的高新技术企业，主营业务为

从事轨道交通通风冷却设备、能源通

风冷却设备、海洋工程和舰船风机、

冷却塔和空冷器风机、制冷风机等中

高端装备行业通风设备产品及系统

的研发、生产、销售及相关检修服

务。该公司是工信部第一批专精特

新“小巨人”企业、山东省制造业单项

冠军企业。

值得一提的是，克莱特刷新了北

交所速度，从申报受理到上会审核通

过仅用时 81 天，被行业人士称为“百

日过会股”。

克莱特上市所募集的资金将主要

用于新能源通风冷却设备制造车间项

目和新能源装备研发中心项目建设。

项目达产后，将进一步增强该公司的

核心竞争力，巩固和完善其行业领先

地位，具有良好的市场发展前景和经

济效益。 韩雪梅

近日，中国科学院和深圳华大生命

科学研究院等多家机构的研究者，通过

体细胞诱导培养出了类似受精卵发育3
天状态的人类全能干细胞。这是目前

全球在体外培养的“最年轻”的人类细

胞，是继科学家成功诱导出人类多能干

细胞后，再生医学领域的又一颠覆性突

破。相关研究成果于北京时间 3 月 22
日凌晨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Na⁃
ture）上发表。

据了解，研究者们开发了一种非转

基因、快速且可控的“鸡尾酒”细胞重编

程方法，能够将人的多能干细胞转化为

全能性的 8细胞期胚胎样细胞，即相当

于受精卵发育 3天状态的全能干细胞。

该成果将助力实现未来人体器官的体外

再生，对解决器官短缺、异体和异种移植

排斥反应等问题，有着重大的意义。

2012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颁

发给了成功将已经成熟的体细胞诱导

成为囊胚阶段的多能干细胞的日本科

学家山中伸弥。人类囊胚期的细胞是

受精卵发育5-6天的状态，其进一步发

育的能力比较受限。

而本研究将该领域往前推进了一

大步，首次获得了受精卵分裂仅 3天的

胚胎细胞。在受精卵发育早期，每天都

发生着巨大变化，正是这 2—3天，使科

学家第一次通过体外诱导得到了人类8
细胞期胚胎样全能干细胞。这是迄今

为止在体外诱导获得的“最年轻”的人

类细胞，具备非常强的发育潜力。这项

研究也将有助于解开人类胚胎早期发

育的密钥。

据介绍，这些全能性的 8细胞期胚

胎样细胞重建了受精卵仅分裂 3 次后

的胚胎状态，相比过去的多能干细胞，

这种细胞可以分化为胎盘组织，并可能

发育为更成熟的各类身体组织。

“该进展也是再生医学和单细胞测

序技术相结合的典范。”论文通讯作者

之一的深圳华大生命科学研究院刘龙

奇博士介绍，“通过大规模单细胞多组

学图谱的方法，对干细胞技术手段在体

外或体内获得的细胞或组织进行高效

鉴定和机制解析，将极大地加速再生医

学领域的发展。”

这是研究人员首次在真正意义上

将人多能干细胞“转化”为全能性的胚

胎细胞，使得人们可将“成年”版本的细

胞，逆向转化为具有更多可能性的“婴

儿期”版本的细胞。同时，由于这次得

到的全能细胞更接近早期胚胎的原始

状态，若将其用于再生医学，培育得到

的器官也将更接近于真实器官的状态，

更有利于移植。

这项突破得益于单细胞测序技术

的进步。在过去，研究人员可能得对成

千上万个细胞进行处理和培养，成功的

概率不到10%。如今，基于华大自主开

发的单细胞建库测序平台（DNBelab
C4），结合华大智造的DNBSEQ测序技

术，科学家能以高灵敏度和准确性的方

法进行多维的单细胞分析，快速得到具

有重要发育潜能的细胞，并研究这些细

胞的发育去向。

本研究中，研究团队还将诱导得到

的全能干细胞分类并注射到小鼠体内

进行进一步的发育，然后使用华大的单

细胞测序技术进行大规模细胞图谱分

析。最终，研究人员确定了实验得到的

全能干细胞与人类 8 细胞期胚胎细胞

高度相似，证明了该细胞的全能性。这

为未来使用患者本人细胞进行器官培

养，并用于自身器官移植和替换，提供

了科学依据。

该研究由中国科学院和深圳华大生

命科学研究院牵头，英国剑桥大学、吉林

大学以及孟加拉国拉杰沙希大学等多个

研究团队共同参与。本研究已通过伦理

审查，严格遵循相应法规和伦理准则。

植物生长离不开营养元素的供给，

只有当肥料与水充分地“溶合”，才能被

植物所吸收，茁壮成长。在围绕技术+
服务构建起来的SaaS体系中，这个道理

同样适用。3 月 22 日，在保利威 Ser⁃
vice+战略发布会的超级 SaaS 圆桌上，

业界人士齐聚一堂，围绕企业私域 3.0
时代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 SaaS、服务、

增长三大关键词，进行了深入探讨。

“2022年，是 SaaS行业爆发之年。”

保利威创始人、CEO谢晓昉率先抛出观

点：“我们正从消费互联网迈向产业互

联网，数字化转型成为企业刚需。而

SaaS应用，则是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

的关键一环。”

尽管 SaaS产品即采即用的特点受

到众多企业的青睐，但是，技术始终难

以直接给企业业务赋能，产品用量难以

实现跃迁突破，在数字化的进程中，企

业对 SaaS 的需求重心明显从 Software
（软件）迁移至Service（服务）。

谢晓昉认为，SaaS企业的技术很难

直接为客户的业务起到推动作用，只有

将技术“溶”入服务之中，成为业务的连

接载体，才能帮助客户更好地发挥技术

的价值，推动企业业务增长。

“正因为每个人对服务都有自己的

理解，才让服务的价值得以凸显。”崔牛

会创始人崔强指出。

“每个人都在定义服务，而定义的

钥匙每个人都有一把，因此，一切皆可

成为服务。”甲子光年创始人张一甲认

为，“只有选择有价值的市场，才会让服

务的价值得到放大。”

在山行资本合伙人朱思行看来，

SaaS 并不是一个静态的功能。SaaS 企

业只有将自身与用户绑定在一起，了解

用户需求，服务他们的需求，甚至不断

满足新的需求，才能形成一个良性的服

务生态。

华为云中国区CTO肖苡表示，华

为云作为底层技术平台，一直致力于通

过联动 SaaS行业帮助企业实现业务成

功，“让技术价值得以凸显，这才是服务

的成功。”

肖苡表示，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企

业发展的必然趋势，而数字化转型的核

心能力在于“连接”“数据”和“智能”，

即连接企业员工、客户与设备，整合与

打通企业内外部数据，并以数据驱动业

务发展智能化。

“得益于同时具备三种能力，视频

SaaS成为企业在数字化时代下的‘新基

建’，对企业数字化学习、数字化营销以

及数字化协作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肖苡说。

肖苡同时强调，在此过程中，视频

SaaS直播的形态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无延迟MR直播能够重塑互动

和场景，打破虚拟与现实的次元壁，让

现实世界和虚拟现实充分融合，给企业

直播提供更广阔的想象力和表现力。

这为直播带来了新的想象空间，必定会

为企业创造更丰富的连接场景与价

值。”

同时，肖苡透露，华为云的数字人

已经构建了一站式、多地全流程协作的

云化数字人生产线。“希望在不久的将

来，能够让每个人、每个企业都方便地

拥有数字人形象，让数字人与直播共同

服务于千行百业。”

“2022年，是企业品质直播元年。”

在谢晓昉看来，在 SaaS行业里，技术和

服务是 1 和 0 的关系。他说，过去 9
年，保利威服务超过22万+行业头部企

业及机构，为企业提供培训、品牌营销、

数字会展等众多场景直播，赋能企业数

字化培训与数字化营销。如何用视频

SaaS激活企业私域价值，让视频创造产

业价值一直是他深度思考的问题。

“未来 10 年，是产业互联网的 10
年，也是SaaS行业的10年，更是企业私

域时代的10年。”谢晓昉说，“这意味着，

企业最大的增长机会，来自企业私域流

量——谁拥有规模更大、活跃度更好的

私域流量，谁就能在未来的竞争中拥有

更大的机会。”

“视频SaaS则是激活企业私域的最

有效途径。”谢晓昉认为，企业私域时代

激荡之下，信任成为企业和用户之间的

关键联结，企业可以通过高品质直播塑

造良好的表现力、转化力。

智能决策为工业企业装上智慧大脑

视频SaaS成为企业
在数字化时代下的“新基建”

▶ 本报记者 张伟

再生医学新突破
中国科学家诱导出人类全能干细胞

近日，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纺织服装企业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加紧赶制生产订单，满足国内外市场需求。近年来，即墨

区依托纺织服装产业优势，鼓励企业加速科技创新，推动工业互联网改造，打造智能化生产车间。图为在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

的青岛华盛袜业有限公司，制袜工人在生产出口到海外的产品。 新华社发 梁孝鹏/摄

3月18日，成都第

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

运动会执委会宣布，正

式启动“世界大学生数

智竞技邀请赛”，这是AI
竞赛首进大运会。电子

竞技作为年轻人喜爱的

一种体育赛事，引入“AI
数智竞技”将大大提升

大运会在全球年轻人群

中的影响力。

图片来源：成都

大运会执委会

沈阳高新区企业携手抗疫

本报讯 面对当前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的严峻形势，沈阳高新区企业

各尽其能，展现企业在疫情防控中的

责任与担当，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贡献“沈阳科技力量”。

沈阳新松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响

应沈阳市疫情防控部署，3月 19日起

实行封闭工作模式，全员吃住在厂

区，由企业统一安排员工生产生活，

实现了防疫与生产两不误。

沈阳溢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组

织员工坚持每天 24 小时不间断生

产，加班加点保障空间雾化消毒机和

次氯酸消毒液等拳头产品的社会供

给。

东软医疗研发的 512 层全景多

模态 CT、辽宁盛京堂生物科技研制

的国内最先进的纳米抗菌口罩、沈阳

金晨伟业开发的具备杀菌消毒功能

的风幕机产品，以及迈思医疗生产的

高流量呼吸湿化治疗仪和医用无创

呼吸机等高科技防疫产品正在防疫

一线忙碌作业…… 越来越多的“沈

阳智造”在疫情防控的关键时刻筑起

了守护生命“铁壁铜墙”。 王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