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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时报记者 唐强

行业首条全自动生产线、关键工序100%自

动化、5G+应用创新智能工厂落地……这是重庆

智能制造的一个缩影。为加快推动制造业转型

升级，重庆市正以智能制造为突破口，着力推动

新一代信息技术和制造业深度融合。

重庆智能制造的故事，它不仅关乎技术的

革新，更是一座城市对工业4.0理想的追求。在

这里，机器轰鸣，生产线繁忙而有序。我们看到

了制造业之美，感受到了科技创新的突飞猛进。

重庆，这座充满活力的城市，正以智能制造

为引擎，驱动着产业的转型升级，向着高质量发

展的目标奋力迈进。在这个过程中，重庆上市

公司群体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183与1096背后

作为制造业重镇，重庆承担着建设国家重

要先进制造业中心的重大使命，希望从传统制

造重镇转型升级成“智造重镇”。

重庆工业基础较好，拥有制造业全部31个大

类，贡献了全市25%左右的GDP（国内生产总值）。

此前，重庆市市长胡衡华就已明确表示，建设

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中心，必须坚持把工业作为

立市之本、强市之基，把新型工业化作为必由之

路，大力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

2023年 6月，重庆市召开推动制造业高质

量发展大会，提出要着力打造“33618”现代制造

业集群体系。

第一个“3”代表三大主导产业集群：智能

网联新能源汽车、新一代电子信息制造业、先

进材料；第二个“3”代表三大支柱产业集群：智

能装备及智能制造、食品及农产品加工、软件

信息服务；“6”代表六大特色优势产业集群：新

型显示、高端摩托车、轻合金材料、轻纺、生物

医药、新能源及新型储能。此外，还有聚焦未

来产业和高成长性产业培育壮大 18个“新星”

产业集群。

在智能制造方面，重庆实施了 6900多个智

能化改造项目、示范项目，生产效率平均提升

58.5%。据重庆市经济信息委数据显示，目前，

重庆累计建成 183个智能工厂、1096个数字化

车间，全市规上工业企业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

普及率 86.1%，关键工序数控化率 63.9%，两化

融合指数位居西部地区第一，物联网智慧工业

终端用户数占比位居全国第一。

2024年 1—10月，重庆装备制造业产值增

长13.6%，发展势头良好。2024年11月，重庆市

经济信息委最新公示了首批42个市级先进级智

能工厂名单。所谓“先进级智能工厂”，就是在

智能工厂基础上，更加先进的工厂。这份名单

显示，主要涉及汽车、电子、装备等多个产业领

域，赛力斯、美利信、川仪股份、长安汽车等一批

上市公司悉数在列，与重庆“33618”现代制造业

集群体系高度契合。

赋能产业智能升级

在智能制造浪潮中，重庆加速推进产业的

升级与蜕变，离不开资本市场的深度参与。

资本市场对智能制造的赋能，不仅体现在资

金的支持上，更带来了先进的管理理念和市场化

的运作机制。更体现在对智能制造产业生态的塑

造上。重庆通过搭建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为智

能制造企业提供了多元化的融资工具。通过IPO、

并购重组等方式，重庆的智能制造企业得以迅速

扩大规模，提升技术水平，增强市场竞争力。

从一间弹簧厂起家，到如今造车新势力头

部车企，赛力斯经历各种磨炼之后，终于迎来了

高光时刻。终于在 2024年一季度实现扭亏为

盈，前三季度扣非净利润达到37.63亿元。

赛力斯的发展离不开资本市场助力。2020

年—2022年期间，通过两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

式，赛力斯成功募集资金约 96亿元用于新能源

汽车项目以及技术研发等。

近年来，5G通信基站的大范围建设和新能源

汽车产销量的快速增长，为美利信带来了快速发

展的机遇。作为资本市场新军，美利信于2023年

正式登陆A股，迅速利用募集资金投入“研发中

心”“新能源汽车系统5G通信零配件及模具生产

线”等项目建设，为公司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石。

再升科技作为在“干净空气”和“高效节能”

领域深耕的佼佼者，通过上市这一重要里程碑，

实现了品牌影响力的迅速提升。借助资本市场

的力量，公司得以迅速扩大生产规模，提升市场

占有率，再升科技“干净空气过滤材料智慧升级

改造项目”现已基本完成投建，即将进入产能逐

步释放的阶段。

作为老牌国企，川仪股份借力资本生产稳步

发展，从技术、管理、市场等多方面加快追赶国际

先进企业，旗下智能调节阀、智能压力变送器、智

能流量仪表等多款产品实现了国产化替代。

资本市场的赋能为重庆智能制造产业的提

升注入了强劲动力，重庆将继续深化资本市场

与智能制造产业的融合发展，加大政策支持力

度，优化产业发展环境。

锚定5000亿目标

“装备制造业是制造业的脊梁，智能装备及

智能制造是装备制造业的重要发展方向。”这是

重庆市经济信息委相关负责人的公开表述。

2024年年初，重庆市经济信息委印发了《重

庆市智能装备及智能制造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

行动计划（2023—2027年）》（以下简称《行动计

划》），按照《行动计划》，重庆将以建设成渝地区

世界级装备制造产业集群为目标，推动装备制

造智能化、数字化为主线，全面构建以 6大板块

为支撑的智能装备及智能制造产业体系。

近年来，重庆以“产线、车间、工厂”作为单

元梯度，对汽车、装备、医药、材料等传统及新兴

产业实施智能化改造，逐步实现“全要素、全流

程、全生态”数字化转型。

《行动计划》明确提出，到2027年，重庆市将基

本形成创新动力足、整机性能优、配套体系全、产业

韧性佳、市场竞争力强的智能装备及智能制造现代

产业体系，智能装备及智能制造产业营业收入突破

5000亿元，成为制造强市建设的重要支撑。

此外，《行动计划》要求，将加快数字化转型，

推动生产过程智能化。届时，重庆市规模以上企

业研发强度要提升至3.5%；全市首台套重大技术

装备产品突破300个，一批标志性大型成套设备

“国之重器”成功下线；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基本

进入数字化普及阶段，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

率达到87%，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到65%。

重庆市相关政策还进一步提到，加快人工

智能、数字孪生、5G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制造企

业的融合应用，形成一批智能制造新场景新业

态新模式。到 2027年，全市累计新建 2家以上

智能制造“灯塔”工厂、50家创新示范工厂、50家

智能工厂和500个数字化车间。

“渝”见智造 五千亿级产业集群的突围进阶

赛力斯：关键工序
100%自动化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条长、关联度

高、带动性强，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赛道。

汽车是支撑重庆市较快增长的核心产业

之一。2024年 1—10月，重庆市汽车制造业增

加值同比增长 23.9%。从数量上来看，全市汽

车产量 195.88万辆，同比增长 6.1%，其中新能

源汽车69.10万辆，增长1.1倍。

作为当下明星企业，赛力斯新能源汽车今

年 1月至 11月累计销量 38.96万辆，同比增长

255.26%。其中，问界M9上市12个月累计大定

超20万辆，连续8个月蝉联50万元级及以上豪

华车型销冠。

位于重庆市两江新区龙兴新城新能源汽

车产业园区的赛力斯超级工厂，建筑面积超

100万平方米，是“汽车产业大脑”生态下的世

界级超级工厂。赛力斯超级工厂全面打造核

心自主数字底座，应用智能技术实现生产环节

设备、数据的互联互通，关键工序 100%自动

化，实现100%质量监测追溯。

这里是问界M9诞生的地方，这座赛力斯

超级工厂融合了国际领先标准与前沿智能制

造理念，超过 1600台智能终端协同运作，每一

个机械臂的动作都经过精准设计与计算，每一

次自动化装配都体现着高效与精确。从冲压

车间到焊装涂装再到总装，车间几乎每一步生

产流程都实现了无人化或高度自动化操作，可

实现“柔性化、透明化、自动化、互联化、智能

化”造车。

值得一提的是，万吨级超级智能压铸单元

是赛力斯超级工厂的一大亮点，有效实现高效

生产、轻量化、高安全性，可将87个零件集成为

1个部件，减重 28%，将 222个零件集成化为 10
个，焊接点减少 1440个，有效提升生产效率和

产品质量。

目前，赛力斯共拥有三座智慧工厂，机器

人数量超过 5000台，高居行业第一。其中，赛

力斯超级工厂科技感十足，生产线机械臂来回

高速运转，3000多台机器人智能协同造车。

美利信：5G+应用
创新智能工厂

在重庆汽车产业链中，美利信是一家深耕

铝合金压铸行业20多年的大型企业，产业结构

主要聚焦5G通信基站结构件和“新能源+智能

网联”汽车两大支柱产业。

美利信抓住了汽车行业转型机遇，产品涉

及新能源汽车的电驱动系统、电控系统、电池系

统和车身系统铝合金精密压铸件等。今年上半

年，美利信汽车类零部件业务发展进一步提速，

该业务营收达到10.24亿元，同比增长36.89%。

美利信董事长余亚军告诉证券时报记者，

公司很早就在智能制造上进行了布局，从2019
年开始就引入了5G网络、物联网、人工智能、大

数据、工业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新工

厂建设 5G+MEC 专网基础上，实现了涵盖

3C1P、CRM、SRM、ERP、MES 以及底层装备等

软硬件系统之间的综合集成应用。

美利信已形成了 5G+生产过程数据采集、

5G+AGV智能运输、5G+智能仓储应用、5G+机器

视觉质检、大数据辅助决策、能碳管理等多应用

示范场景，实现了工厂内人、机、料、法、环等生产

要素基于5G网络的全面连接，形成一个支持生

产计划、制造执行、物流运输、品质管控、设备维

修、能耗管理等业务环节集成协同运行的精密铸

造创新智能工厂，有效提升企业综合竞争能力。

在余亚军看来，通过一系列的智能制造技改，首

先稳定了产品质量，其次减少了用工成本、提升

了生产效率，第三能够更好实现产品和材料的可

追溯性，第四完成智能信息化管理，发现问题、解

决问题、提升效益、改善质量。走进美利信模具

车间，被排布整齐的高精端模具制造装备及超大

型一体化压铸模具所震撼。美利信董秘王双松

对记者表示，公司的模具中心对标的是全球最顶

级的规格。在美利信模具车间，生产出了众多新

能源汽车一体化结构件压铸模具，开发了国内最

大的8800T超大型镁合金结构件压铸模具，并且

成功开发了全球首台16000吨双压射整体下车身

一体化压铸模具，实现了压铸行业新的里程碑。

目前，美利信与全球新能源头部车企，国

内一众造车新势力等均有深度合作。2023年

以来，美利信先后进入赛力斯、江淮、小米汽

车、欣旺达、斯堪尼亚等企业的供应体系，客户

还包括国内外知名一级零部件供应商采埃孚、

伊顿、舍弗勒、爱信等。

再升科技：拥有行业首条
全自动生产线

“再升科技始终围绕‘干净空气’的使命，专

注节能洁净领域，为专业无尘空间、移动无尘空

间、固定无尘空间等提供高标准、高水平、系统化

的产品，为高品质生活和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

再升科技副总经理杨金明对证券时报记者表示。

再升科技从传统的工业过滤领域逐步向

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家电、建筑等多个领域

延伸，是全球唯一能够同时制造高性能玻纤滤

料、低阻熔喷滤料、高效PTFE膜三大主要空气

过滤材料的专业公司。

杨金明透露，再升科技自主开发的飞机棉

已经成功装配C919，获得了中国商飞颁发的实

验资格证书，实现了飞机隔音隔热材料国产替

代，填补了国内空白。

目前，再升科技已是拥有全球最大的微纤

维玻璃棉生产基地的企业之一，截至2024上半

年，公司微纤维玻璃棉生产线年产能达12万吨。

“为了进一步推进智能制造与数字化转

型，在之前创建的两个数字化车间、5G+工业互

联等智能化基础上，我们还要建设元宇宙工

厂，打造行业领先的智能工厂。利用物联网、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对生产设备进行智

能化改造，实现生产过程的自动化、智能化和

信息化。”杨金明说。

基于未来数字化转型需求，再升科技已组

建数字化装备部，力求将机器视觉、物联网、大

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与制造

业务和工厂管理需求相融合。

再升智能制造工厂中，通过整合自动化技

术、信息技术、AI技术等，实现从传统制造向智

能制造的生产制造模式升级。

据悉，再升智能制造工厂生产线，实现了

国内该行业多项“0”的突破。其中，机器人自

动打胶、在线自动检测、AGV自动运输、自动分

切、自动称重、自动包装等，为细分行业首创技

术的整体化应用。

在生产线车间，再升科技工作人员表示，

该车间现在机器一个标准节拍大概 65秒就能

够下线一台新产品，以前都是需要在 2—3分

钟。我们核心优势是在于可以做到 100%的全

检，保质保量。目前，自动化覆盖率已从此前

的 20%提升到 90%；人员从 27人降至 13人；一

次成品通过率从以前的80%已提到了92%。

川仪股份：“对标赶超”
推进国产化替代

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制造业是仪器仪

表产业的重要分支，是保障国民经济重点行业

运行，构建工业互联网、推进智能制造的基础

技术手段和支撑。

拥有近60年历史的川仪股份，现已成为我

国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制造业的领先企业。

“川仪股份经历了跌宕起伏的发展历程，

正是一直坚持‘聚焦主业、持续创新’，才成就

了今天的行业地位。”川仪股份董事长田善斌

对证券时报记者表示。

2014年上市后，川仪股份率先布局了智能

化、数字化转型，新建了 45条智能生产线、7个

重庆市数字化车间、3个重庆市创新示范智能

工厂，主力产品产能提升近3倍，工艺水平和产

品质量得到有效保障。

来到车间，川仪股份技术人员对记者表示，

公司采用全自动智能制造生产模式代替人工手

工作业模式，现在一个工人可以操作一条甚至是

多条生产线。设备启动之后，从上料、组装、焊

接、转运、零件缺陷判断、加工质量检测等工序都

可以实现全自动智能管控，产品制造的一致性得

到很好的保障，制造质量等得到了极大提升。

此外，川仪股份还利用AI（人工智能）、物联网

技术等技术，有序推动公司设计、生产、管理等全

领域数字化转型升级，提升工业自动化仪表的稳

定性、可靠性、特殊场景的适应性，助推降本增效。

田善斌表示，在技术层面，川仪股份大力

推进“对标赶超”战略，深入贯彻“四个面向”重

要指示精神，坚持锻造川仪所长、服务国家所

需。首先，面向行业前沿技术，打造了智能压

力变送器、智能流量仪表、智能执行机构、智能

阀门定位器等一批世界级产品；其次，面向国

家重大需求，突破“卡脖子”难题，集中力量攻

克核电仪控产品关键技术；第三，面向经济主

战场，完成超微差压变送器等30余项新产品研

发，在石油化工、冶金等领域实现国产化替代；

第四，面向人民生命健康领域，加强新产品新

市场拓展，推出激光分析仪、粉尘仪、VOCs分

析仪、脱硫脱硝处理装置等。

2024年，川仪股份在内外部需求减弱和下

游资本开支增速放缓背景下，业绩保持韧性。

2020年至今，公司营业收入和归母净利润分别

实现年均15%和29%的增速。 （唐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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