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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热点

▶▶ 本报记者 李洋

海洋产业迈向新海洋产业迈向新““蓝海蓝海””
码上读报码上读报 扫码阅读全文

““中国智造中国智造””在欧洲在欧洲市场获市场获广泛认可广泛认可
正在进行的巴黎奥运会赛场内外，“中国智造”成为一道亮丽风

景。从现代化的场地设施到智能化的装备系统，“中国智造”不仅满足

了国际赛事对产品质量和性能的要求，更在多个领域实现技术的飞跃

和创新的引领。以人工智能、云计算、无人机、智能家电和新能源汽车

等为代表的“中国智造”走俏欧洲，给欧洲消费者带来新体验，助力欧

洲加快实现绿色低碳转型。

海信法国公司针对当地不少消费者喜欢新兴高科技产品的消费

习惯，组建了由当地人员与总部人员联合组成的产品研发团队，有针

对性地规划产品线路。比亚迪公司已在欧洲 20个国家推出多款新能

源汽车，开设门店超过260家……近年来，中国企业加大技术创新和研

发投入力度，持续推出新技术、新产品、新方案，欧洲消费者对中国品

牌的认可度不断提高。

今年 6 月，在德国慕尼黑举行的 2024 年欧洲智慧能源展吸引近

1000家中国企业参展，中国首次成为参展规模最大的国家。欧洲光伏

产业协会在展会期间发布的报告认为，中国新能源市场充满活力，为

全球光伏产业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汽车产业重塑竞争新格局汽车产业重塑竞争新格局
新能源汽车延续良好的发展态势。今年上半年，国内新能源汽车

产销累计完成 492.9万辆和 49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30.1%和 32%，市

场占有率达到 35.2%。其中，插电式混动车型上半年累计销售 192.2万

辆，同比增长 85.2%。在新能源汽车驱动下，中国品牌乘用车市场份额

进一步提升，上半年销量达 741.9 万辆，同比增长 23.9%，市场份额为

61.9%。其中，在榜单前 5名中，中国品牌占有 4席，包括比亚迪、奇瑞、

吉利、长安；而此前以传统燃油车销量为主的大众、丰田、本田等合资品

牌虽然仍位居前十，但正在失去市场主导力。这表明，过去合资品牌霸

榜中国乘用车市场的格局已被打破，中国品牌乘用车在市场竞争中实

现了跃升。

“今年上半年汽车出口是重要增长点，这既是企业技术和市场策略

成功的体现，也是中国制造在全球范围内影响力提升的具体表现。”中

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士华说。

多项数据折射数字经济增长之势多项数据折射数字经济增长之势
国家知识产权局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数字经济核心

产业的发明专利授权量达到40.6万件，占同期全社会发明专利授权总

量的四成半，近 5年年均增速达到 21.0%；共有 15.5万家国内企业拥有

数字经济相关发明专利，较上年增加3.1万家。

在数字技术加快创新突破的同时，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扩容提

速。数据显示，截至 6月末，5G基站总数达 391.7万个，比上年末净增

54万个；截至 2023年年底，我国算力规模达到 230 EFLOPS（EFLOPS
是指每秒进行百亿亿次浮点运算），居全球第二位，算力总规模近 5年

年均增速近30%。

随着数实融合纵深推进，数字化转型带动支撑产业创新演变，形

成新增长动力。

“从成效上看，大飞机、新能源汽车、高速动车组等领域示范工厂

产品研发周期缩短了大约 30%，生产效率同步提升了近 30%。”工业和

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日前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引用相关数据表

示，很多制造业企业插上了“数字翅膀”后，比同类企业飞得更快、效率

更高。

人工人工智能专业培养引领未智能专业培养引领未来来高水平人才高水平人才
近年来，人工智能领域的蓬勃发展，对基础知识扎实、科学素养良

好、专业水平出众的人才产生了迫切需求。

教育部公开数据显示，全国共有 498所高校开设了人工智能本科

专业。而对于人工智能专业的具体学习内容和课程设置，各高校有着

不同布局。西安交通大学人工智能专业共有八大专业课程群，分别为

数学与统计、科学与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人工智能核心、先进机

器人技术、认知与神经科学、人工智能工具与平台、人工智能与社会，

强调科学、技术与工程学科交叉、相辅相成。

而江南大学人工智能专业的课程设置略有不同，重点关注智能系

统及算法的相关内容，开设了模式识别与机器学习、深度学习等专业

核心课程，计算机视觉、自然语言处理等专业选修课程，以及人工智能

学科前沿、数字图像处理技术等专业自主课程。

专家认为，人工智能重塑的不是一个学科，也不是一个行业，而是

整个教育体系。人工智能专业与其他学科最大的不同在于，它不是简

单地培养人才，而是探索产学研相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

本报讯 （记者 李争粉）

8月3日，中国低空经济联盟理

事会成立仪式暨中国低空经

济高质量发展圆桌会议在北

京举行。会上，中国低空经济

联盟正式宣布成立，并围绕低

空经济应用场景、空域开放和

航线规划等议题展开深入讨

论。

中国低空经济联盟由民

航数据、民航二所、民航飞行

学院、沃飞长空、时的科技、沃

兰特、亿航智能、超图软件、航

天南湖、中交遥感等 100 多家

上下游企业及行业科研机构

共同发起创立，旨在携手低空

经济热点城市共同打造一批

可以快速复制的应用场景，并

协助有关部门制定行业标准，

完善配套设施，从而推动低空

经济高质量发展。

作为中国低空经济联盟

常务理事单位，超图软件总工

程师兼自规住建和大数据产

品线副总裁李学友在会上表

示，近年来超图基于自身在空

间智能软件技术及应用服务

等方面的坚实能力，在低空经

济领域取得了一些实践成果，

主要表现在：为民航、交通、数

据、自然资源等部门提供航线

规划、飞行管控、低空数字孪

生底座、低空数据要素交易、自然资源违法监

测等软件服务，参与了 21个民航数字孪生机

场建设，在重庆打造了全国第一个低空经济

数据交易专区，与四川九洲投资控股集团签

署了低空经济战略合作协议，帮助各地发改

委、数据局打造低空经济新型基础设施，参与

多个省区市低空经济规划设计。

2023年，超图积极布局和加大投入第二

增长曲线业务，正大力开拓低空经济业务，已

在低空AI 监测、低空经济数据运营、低空空

域管理等方面全面布局。目前，空间智能软

件技术在低空经济产业发展中已展现出巨大

潜力。

“未来，超图希望与联盟各成员单位一

起，积极投身各地低空经济的规划和建设中，

培育低空经济发展新动能，用空间智能护航

低空经济蓬勃发展。”李学友表示。

自然资源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

我国海洋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初步核算，

上半年海洋生产总值 4.9万亿元，同比增

长 5.6%，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 0.6个百

分点。海洋新兴产业持续壮大。海洋工

程装备制造业复苏态势明显，我国新承接

海工订单金额、手持订单金额同比分别增

长205.0%、11.6%，其中第二季度多个超级

大单的承接扭转了海洋工程装备市场低

迷态势。海洋信息服务业加快发展，首套

北斗水上智能感知预警系统投用，海洋领

域AI大模型“瀚海星云”和“问海”在山东

青岛发布。

海洋新兴产业蕴藏着哪些新机遇？

我国在挺进“深蓝”的进程中还存在哪些

需求短板？

海洋新兴产业不断成长

7月30日11时，由芜湖造船厂生产的

1.46 万吨多用途重吊船在芜湖三山顺利

下水。与此同时，1000公里之外芜湖造船

厂威海基地的全自动化生产线上，一艘

7000车装载量的汽车运输船正在进行最

后的调试。

芜湖造船厂的爆发式发展，是海洋工

程装备制造业加速回暖的缩影。

自然资源部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

船企获得多个超级大单，海工新承接订单

金额是上年同期的3倍。

海洋新兴产业不断成长，还表现在上

半年我国海洋工程装备在海洋油气、海洋

清洁能源、海洋渔业等方面不断取得新突

破。

圆筒型浮式生产储卸油装置“海葵一

号”完成海上安装，大型海上风电多功能

运维母船“丰华23”号正式交付，我国自主

研制的全球首台 18兆瓦海上风电机组吊

装成功，深远海养殖网箱装备“深蓝 2号”

实现陆地完工。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

稳步发展，海洋药物研发有序推进。具有

维持血脂健康水平和增强免疫力的双功

效磷虾油新品发布，免疫抗肿瘤海洋一类

新药“注射用 BG136”顺利完成一期临床

试验，“蓝色药库”开发计划项目抗乙肝病

毒新药LY102获临床准入。

中国城市专家智库委员会常务副秘

书长林先平分析表示，近年来，海洋新兴

产业的发展呈现出积极向上的趋势。多

地正在通过高效的人才、技术、资本等要

素配置体系，加快打造更具竞争力的海洋

产业集群。比如，推动 5G、大数据、云计

算等数字技术与海洋产业深度融合，促进

海洋产业转型升级。通过加强产学研结

合，重点开发生产海洋防腐涂料、海洋无

机功能材料、海洋高分子材料等新产

品，推动海洋新材料的应用和发展。

“随着全球对清洁能源需求增加，海

洋风电、海洋能等可再生能源领域将迎来

巨大发展空间，深海矿产资源勘探与开发

将成为新的增长点，海洋生物医药、海洋

环保等领域也具有广阔发展前景。”中国

信息协会常务理事、国研新经济研究院创

始院长朱克力表示。

数智化应用场景不断丰富

一项来自自然资源部的问卷调研结

果显示，分别有 68.6%、70.4%的涉海企业

上半年研发经费和人员数量实现同比增

长，其中，超八成海洋电力业企业实现研

发经费和研发人员数量双增长。

浙江省海洋产业科技创新研究中心、

广西海洋工程装备产业创新中心、浙江省

海上风电产业联盟、青岛生物制造产业联

盟、青岛蓝色种业研究院、广东省现代化

海洋牧场创新示范基地等一系列海洋科

技创新平台的落地，为助力海洋新兴产业

发展壮大、海洋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

动力源。

与此同时，海洋数智化应用场景不断

丰富。在海洋渔业领域，金枪鱼智慧渔情

预报系统—海鹰AI发布，渔业大模型—范

蠡大模型1.0发布；在海洋油气领域，海上

智能钻采平台惠州 26-6 安装完成，海洋

油气完井工具“智慧工厂”建成投产，中

海油服“海上钻井平台关键设备智能监

测系统”投用；在海洋船舶领域，船舶数

字化管理系统软件 DMS 5.0 正式上线，

“象群”系列智能涂装机器人正式“上

岗”；在海洋探测领域，北斗水上智能感知

预警系统投用，数智化海上勘测试验平台

“中南院 520”交付，智能软体仿生鱼“文

鳐”问世。

沿海港口智慧化、绿色化建设步伐加

快。上半年，我国港口新增 7座大型自动

化码头，已建和在建的自动化码头数量继

续位居世界首位。

产业生态有待进一步完善

无疑，海洋新兴产业蕴藏着诸多新

机遇。但海洋产业领域的技术门槛较高，

我国在高端深海、超深海装备、海洋电子

技术等领域科技水平距国际先进水平仍

有差距，导致我国长期在海洋探测、开发、

管控等方面诸多不足，产业生态有待进

一步完善。

“从 0到 1”的原创突破到“从 1到 10”
的中试放大，再到“从10到N”的大规模产

业应用，各沿海城市正在加快“破冰”的步

伐。比如，近日，青岛市科技局牵头编制

的《青岛市深入实施“海创计划”加快打造

国际海洋科技创新中心行动方案（2024—
2026年）》正式印发，提出要建立完善以崂

山实验室为引领的四级实验室体系，布局

建设一批海洋领域高能级创新平台，争取

到 2026年新增 10家及以上海洋高端创新

平台。要突破100项以上海洋领域关键核

心技术，布局若干前沿和颠覆性技术，形

成一批标志性创新产品，培育一批海洋领

域高新技术企业，争取到2026年海洋高新

技术企业超过1000家。

朱克力表示，在挺进“深蓝”的进程

中，除了部分关键技术和设备长期依赖进

口的问题外，海洋产业人才储备不足，海

洋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意识仍需加强

也是需要破解的难题。

“随着海洋经济的快速发展，海洋新

兴产业的市场需求将持续扩大，产业发展

也将迎来新的机遇和挑战。深海资源开

发、海洋环保、海洋旅游、海洋信息服务等

领域未来市场前景广阔。”科技部国家科

技专家库专家周迪表示。

新华社北京 8月 7日电（记者邹多

为 唐诗凝） 这个夏天，巴黎奥运会上艾

比森户外 LED 大屏比传统屏幕降低约

20%能耗，欧洲杯赛场海信VAR显示屏助

力裁判精准判罚……

从冰箱、空调等白色家电，到个护智

能“小神器”，中国家电阔步走向海外，在

全球“圈粉”。

海关总署8月7日发布最新数据，家

电品类的出口表现让人眼前一亮：今年前

7个月，包括电扇、洗衣机、吸尘器、微波

炉、液晶电视在内的家电累计出口4091.9
亿元，同比增长18.1%，高出全国出口整体

增速11.4个百分点。

事实上，从 2023 年 3 月到 2024 年 7
月，我国家电出口已连续17个月同比正增

长。

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

示，我国广大外贸经营主体积极适应市场

需求，不断深化产品的创新迭代、优化升

级，加上海外需求改善、政策红利释放、通

关效率提升，推动了以家电、手机为代表

的消费电子产品等出口呈现连续增长态

势。

中国家电海外“圈粉”有什么密码？

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智造”，中国家

电的科技创新底色愈加鲜亮。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外贸企业不再模

式化地做产品代工，而是想方设法加大研

发和创新力度，不断突破技术壁垒，通过

打造更多有技术竞争力的产品，在行业内

迅速“冒头”。

从单一产品到多元业务，中国家电的

发展之路越走越宽。

加码新能源赛道、家电主业拓展至关

联产业、从相对饱和的C端市场延伸至利

润更高的B端市场……中国家电企业不

断扩充产品类型，企业从单一的产品制造

商身份，加速转变为用户生活方式的服务

商和方案提供商。

从产品出海向品牌出海，中国家电亮

点纷呈。

得益于供应链体系完善、产业集群效

应明显等诸多优势，中国家电企业的出

海蓝图逐渐向产业链、价值链高端攀升。

海尔坚持自主创牌，在海外多地开展

本土化研发、制造、营销布局；云鲸智能致

力于构建品牌矩阵，清洁电器等产品多次

位列海外购物平台热销榜第一……

“‘走出去’的同时更要‘走上去’。”

中国家用电器服务维修协会副会长赵捷

说，要继续提“质”向“新”，在世界舞台上

更好展示中国制造的创造力，“唱响”中

国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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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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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连续17个月正增长

中国家电全球“圈粉”

中国海油8月7日宣布，在海南东南海域发现的陵水36-1气田新增探明储量顺利通过国家有关部门评审备案，探明天然气

地质储量超1000亿立方米，为全球首个超深水超浅层大型气田。2018年，中国海油启动“7年行动计划”，明确到2025年建成“南

海万亿大气区”。截至目前，中国海油在南海北部莺歌海、琼东南、珠江口3个盆地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累计超1万亿立方米，“南

海万亿大气区”建设从蓝图走向现实。

图为对陵水36-1气田进行测试作业。 新华社发（中国海油供图）

从以海藻为基础研发的医用敷料、生物肥料，到自主研发的压载水处理系统，再到具有

海洋特色的“蓝色药库”，越来越多企业将科研成果深度转化，为海洋产业注入动能。图为

青岛海洋生物医药研究院研究人员在实验室进行研发测试（2024年6月7日摄）。

新华社记者 李紫恒/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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