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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制造业新规出炉

《习近平文化思想

学习纲要》出版发行。

▶ 本报记者 罗晓燕 李洋 邓淑华

AI智能体将迎来爆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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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向2024世界

传统医药大会致贺

信。

习近平在第四次

“一带一路”建设

工作座谈会上强

调 ，坚定战略自

信、勇于担当作

为，全面推动共建

“一带一路”高质

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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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松山湖科学城
“国之重器”硬核上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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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工业互联网
有望重塑制造业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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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园区
成现代煤化工产业集聚地

第二届链博会签署协议涉及金额超第二届链博会签署协议涉及金额超15201520亿元亿元

让全球供应链成让全球供应链成““共赢链共赢链””

习近平向 2024 年

“读懂中国”国际会

议（广州）致贺信。

《求是》杂志发表

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文章《必须坚持

守正创新》。

11月26-30日，第二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

博览会在北京举行。据不完全统计，本届链博会

签署合作协议、意向协议 210 多项，涉及金额

1520多亿元，比首届增加1.3%。

在第二届链博会闭幕新闻发布会上，中国

贸促会副会长张少刚表示，本届链博会实现了

促进上中下游衔接、大中小企业融通、产学研

用协同、中外企业互动的目标，构筑起推动产

业互融、创新互促、市场互通的平台和桥梁，推

动国际社会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全球产业链

供应链伙伴关系。

“链”出“新”活力

向“新”而行，是本届链博会的突出特点。

走进本届链博会新设的先进制造链展区，中

国中化展出的多款民用航空轮胎引人关注。其

中，首条装配空客A320飞机的中国产子午线轮

胎前不久试飞成功，弥补了我国国产航空轮胎供

应链中的空白。

“中国中化基于热力耦合构型优化等创新技

术研发的高性能民航子午线轮胎，为民用航空产

业链提供坚实保障。”中国中化展台工作人员向

记者介绍说，目前，中国中化研制的产品实现了

中国商飞与空客、波音三大主机厂主力机型全覆

盖。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希迪智驾展示了可

实时操控在 1000多公里外一台挖掘机的远程驾

驶舱。希迪智驾公共事务部副总监向怡颖告诉

记者，这是希迪智驾“元矿山”矿区整体无人化解

决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

链博会期间，希迪智驾首次展示无人矿卡自

动驾驶产业场景与无人矿卡工程机械产业链。

“经过权威测算，希迪智驾无人矿卡作业效率已

达到有人驾驶的1.04倍。”向怡颖说。

在智能汽车链展区，科天新材料公司展台一

辆可实现原地转向、横移的新能源车，吸引了参

观者的目光。让这辆汽车能够原地转向的关键

在于其搭载中国原创的自动轮智行底盘技术。

科天新材料是麦迪克的上游供应商，由科天

新材料提供的陶瓷铝晶材料加上麦迪克的自动

智行底盘技术实现了底盘减重。“自动轮智行底

盘集成转向、制动、驱动、悬架等功能，可减少零

部件数量40%、整车减重30%以上，同时造车成本

降低 30%。”长春市麦迪克智行汽车科技有限公

司市场部经理包大伟告诉记者。

重新定义“共赢”概念

“链博会重新定义了‘共赢’的概念。”张少刚

介绍说，中外企业或联合参展，或共同发起倡议，

或深入洽谈商机，或共话供应链发展。链博会让

供应链成为“共赢链”。

链博会期间，德国的博世与中国的小鹏汽

车、英国的力拓集团与中国的宝武钢铁集团等企

业联袂亮相智能汽车链展区，展示从原材料、零

部件供应到整车制造的汽车产业链供应链上下

游协同与合作。

“打造一个包容、充满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

对于我们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至关重要。链博

会致力于促进产业融合与技术创新，为展示产业

合作最佳实践、拓展生态链接搭建了绝佳平台。”

力拓集团首席商务官巴特尔说。

“相比第一届，我明显感觉到今年链博会规

模更大、国际化程度更高、合作氛围更浓厚。”作

为链博会“回头客”，稳健医疗集团副总裁刘卫伟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供应链面临许多挑

战，希望通过参加链博会这样的活动，大家共同

应对挑战，一起做大做强。

同样是第二次参加链博会的霍尼韦尔，展示

了其在智能制造、能源转型、航空交通等领域的

创新技术与解决方案。“我们希望通过这一盛会，

向中国广大客户和合作伙伴展示我们的创新实

力。”霍尼韦尔中国总裁余锋告诉记者，未来霍尼

韦尔将与中国合作伙伴共同推动产业升级，加强

产业链供应链开放合作。

12月5日，2024年第27届中国（海南）国际热带农产品冬季交易会在海口市举行。本届冬交会展会总面积约8万平方米，展品涵盖瓜果蔬菜、粮油、茶叶、

咖啡、畜牧、水产、农资农机农技、跨境电商、休闲农业等品类和业态。图为在海南冬交会中国电科展台拍摄的海洋渔业智慧场景展示。

新华社记者 杨冠宇/摄

近日，《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六次缔约方大会在

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举行，“跨世纪三北工程 新时代中国实

践”主题展在中国馆开展。中国馆总面积超过600平方米，是除

东道国之外最大的国家主题馆，展示“三北”工程为代表的中国

荒漠化防治成效与经验，讲述中国人民艰苦卓绝、久久为功的

治沙故事，并开展系列边会活动。图为参会者在中国馆参观。

新华社记者 王东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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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叶伟）近日从在重庆

市举行的 2024 装备制造业发展大会上获

悉，今年前10个月，我国装备制造业增加值

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达 34%，连续 20 个月

保持在 30%以上，增加值同比增长 7.4%，对

工业增长贡献率达42.7%。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创新成果竞

相涌现，一批重大装备产品实现应用。如

新能源汽车年度产量首次突破 1000万辆，

产销连续9年位居世界前列。同时，智能制

造、绿色制造水平明显提升，目前已经建成

装备领域国家级智能制造示范工厂214家、

灯塔工厂34家、绿色工厂1850家，工业机器

人密度达到每万人470台，跃居世界第三。

装备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性、战

略性产业。工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

步，工信部将着力促进装备制造业稳定增

长，推出新一轮装备制造业稳增长政策，推

动出台增量措施，深入实施大规模设备更

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提振汽车等大

宗商品消费，积极培育智能网联新能源汽

车、低空装备、服务机器人等新增长引擎，

为工业经济稳增长多作贡献。

同时，工信部将在实施重点产业链高

质量发展行动中，推进工业母机、智能制造

系统和机器人等重大科技项目，全链条推

进技术攻关和成果应用，促进科技创新和

产业创新融合发展，加快建设中试验证平

台，不断提升产业基础公共服务能力。

此外，工信部还将着力推进高端化、智

能化、绿色化发展，以标准提升引领装备

制造业优化升级，支持企业用数智技术、

绿色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打造智能制

造升级版，加快建设一批绿色工厂、绿色

园区和绿色供应链，推动装备制造业绿色

低碳发展。

据新华社电 12月 5日从天津大学获

悉，天津大学焦魁教授团队通过高精度数

学建模，提出了全新燃料电池数字化设计

方法，可快速提出、优化燃料电池设计方

案，提升电池性能、缩短研发周期并降低研

发成本。相关成果日前在国际学术期刊

《能源与环境科学》发表。

据介绍，燃料电池是继水力发电、热能

发电和原子能发电之后的第4种发电技术，

因洁净、高效、无污染特点备受关注。其

中，氢燃料电池由于零污染与高效率特质，

已逐渐应用于公共交通、船舶等多种应用

场景。但过去受制于成本问题，相关产业

链尚未“大展拳脚”。

焦魁介绍，当前相关厂商面临缺少商

用燃料电池的高效高精度仿真模型与数字

化辅助设计手段，以及创新性的电池设计

方案等难题，对燃料电池功率密度提升与

成本控制造成了阻碍。“研究燃料电池内部

机理并优化设计，对推动燃料电池商业化

进程非常重要。”焦魁说。

焦魁教授团队在燃料电池设计理论与

方法领域建立了高精度仿真模型，并对电

池结构进行优化。团队提出一种适用于商

用燃料电池的设计方法，计算效率较传统

三维模型提升10-20倍，可快速提出多种电

池设计方案，缩短研发周期。

使用这种新方法，团队开展了严谨

的验证工作。结果表明，所有的仿真趋

势与实验趋势都高度一致，证明了模型

在性能与机理层面所具备的高精度预测

能力。

这种设计方法还能优化燃料电池的分

配区结构，让电池性能获得显著提升。“以

氢燃料电池为例，我们使用这种新方法设

计的燃料电池，研发周期可缩短至原来的

1/3。”这篇论文的共同通讯作者李飞强表

示。

据了解，此次提出的数字化辅助设计

方法具备通用性，能够应用于任意商用燃

料电池，此外还可拓展至其他电化学装置

领域，如锂电池等。 张建新 白佳丽

十大前沿技十大前沿技术突破性场景揭晓术突破性场景揭晓

本报讯（记者 李争粉） 近日，长城战略咨询在 2024
中国（合肥）场景创新生态大会上发布《中国场景创新研究报

告（2024）》，对 2023-2024年度中国场景创新体系、创新趋势

进行研判，并首次遴选和发布年度最具创新性和突破性的十

大前沿技术突破性场景。

据了解，长城战略咨询使用 GEI 新经济企业数据库中

2023 年所有获得融资的企业作为分析样本，最终发现 2415
家具有场景创新特征的新经济科技企业，识别出 419个应用

场景和 385 种新技术产品，并以此形成 2024 年度“5D-8T场

景创新体系”。《报告》以“更高效的产业”等五大应用领域和

云计算与平台技术群等八大技术群为核心框架，展示场景分

布情况，绘制 2024年“中国场景创新导航图”。

从场景领域创新活跃度看，419 个场景集中分布在“更

高效的产业”“新时代的消费”“更贴心的社会”“更智能的

城市”“数字基础设施”等 5 个一级领域和 44 个二级领

域 。 其 中 ，“ 更 高 效 的 产 业 ”包 含 165 个 新 场 景 ，占 比

39.4%；“新时代的消费”包含 111 个新场景，占比 26.5%；

“更贴心的社会”包含 53 个新场景，占比 12.6%；“更智能的

城市”包含 52 个新场景，占比 12.4%；“数字基础设施”包含

38 个新场景，占比 9.1%。

从场景企业参与度看，419个应用场景中，新型储能、新

能源出行、数字座舱、辅助驾驶、生产线自动化分别有 96家、

79家、74家、67家、58家企业参与，是企业参与度最高和竞争

最激烈的场景。

同时，《报告》分析新技术应用方向和关键性应用价值，揭

示了场景技术创新趋势。

《报告》显示，纳入分析样本的 2415家新经济科技企业，

开发 385种新技术产品，分布于八大技术群和 70个细分技术

方向，支撑形成419个应用场景。

八大技术群中，云计算与平台技术群、人工智能技术群、

无人机器技术群、在线技术群、芯片与组件技术群、元宇宙技

术群、能源科技技术群、空天科技技术群分别支撑了 142个、

139个、133个、119个、96个、56个、37个和9个新场景。

此外，《报告》显示，人工智能设计创新药、类人机器人协

同制造、企业多能智能体、工业级实景三维重建、eVTOL空中

观光、城市级“车路云”一体化、绿氢“产储输用”一体化、长时

储能、5G-A无源物联、超大规模智算等场景入选 2023-2024
年度十大前沿技术突破性场景。

工信部将推出装备制造业稳增长新政

我国提出全新燃料电池数字化设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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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成果可以“先尝后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