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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应立足港口、制造业和民营经济发达等优势，抓住疫情倒逼企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的机遇，

加快推进制造业与数字经济的深度融合，推动智能制造在“新“”芯“”欣”上做文章

疫情对产业发展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一些传统行业受冲击较大，而智能制造等新兴产业展现出强大成

长潜力。3 月 13 日，宁波市委、市政府出台了《关于抢抓机遇加快重点领域新兴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

明确提出加快培育壮大医疗健康、工业互联网、“5G+”、数字经济、智能物流等五个重点领域新兴产业，

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引擎。3月 16日，浙江省委书记车俊在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大会上强调，要建设全球

先进制造业基地，在引领数字化变革中构建浙江制造新的竞争优势。当前，宁波正在由制造大市向智造强

市转型，聚力推进“246”万千亿级产业集群建设和国家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创建。后疫情时代，要按

照“两手硬、两战赢”的要求，充分发挥宁波智能制造作用，助力疫情防控和产业稳增长。

疫情对制造业短期发展带来较大冲击

短期内，疫情对宁波制造业重点产业企业的信心、订单、用工、资金链、供应链都产生了较大影响。

据 2月下旬对宁波“246”万千亿级产业集群企业的问卷调查显示，受疫情影响，被调查的 426家企业中，

近四分之三的企业对 2020年营业收入增长持悲观态度；超五成的企业认为订单会延迟交付，甚至出现订单

违约风险；近六成企业反应用人问题仍是困扰企业较为突出的问题；超三成的企业反映现金流压力较大，

存在流动资金链断裂风险；近六成的企业反映供应链受损，导致产链衔接不够。

智能制造发挥了重要作用

制造业是复工复产的先行军，宁波正在由制造大市向智造强市转型。根据 21 世纪产业研究院发布的

《2019中国智能制造指数（CIMI）报告》，2019年智能制造指数城市排名宁波位居第五，前四名分别是深

圳、上海、北京、合肥。智能制造是新一代信息技术和先进制造技术深度融合产生的新型生产方式，在发

挥新技术、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赋能作用，在降低人工依赖，提升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优化产业链、

供应链配置水平等方面具有优势，而这些正是疫情期间制造业复工复产及后疫情时代制造业发展要解决的

痛点和难点问题。

具体而言，宁波智能制造在助力抗疫和加快复工复产中发挥了四方面作用：一是发挥新技术赋能效用，

有效支撑公共卫生安全防控的相关产品攻关和应用。比如，宁波华数机器人有限公司自主开发的“红外智

能体温监控系统”，有测温灵敏度高、热图像直观、探测范围广、速度快、不干扰被测目标、使用安全等

特点，成为宁波医院、菜场、机场及驰援武汉的“测温神器”。

二是采用“先进制造业+工业互联网+数字化解决方案”新模式，减少用工依赖开展生产经营活动。春

节期间，均胜集团发挥智能制造和自动化生产技术优势以及数字化系统解决方案经验，最快时间内完成了

新一代全自动口罩生产线设计的技术攻关，缓解了口罩供应巨大压力，同时，通过柔性化生产场景和远程



协助的手段对工业自动化系统集成度较高的生产项目开展复产。

三是通过提供技术支持和供应链保障，促进产业链上下联动和区域协同发展。比如，为帮助中小企业

应对疫情影响，浙江中之杰智能系统有限公司通过在自有的工业互联网平台上架构云制造平台·一云通，

帮助中小企业实现线上业务协同，并通过发挥平台的集成性和一体化优势，打通供应链上下游。

四是积极拓展线上新业态，打通线上线下服务功能。比如，一些智能制造企业加快了线上业态和云服

务的开发。宝略科技采用空间大数据技术研发“鄞州区企业疫情防控大数据平台”，为企业有序复工提供

“快速通道”，还运用无人机防疫技术，对重点防控区域进行实时动态监控，并通过远程视频直播等方式

将风险及预警情况上报给网格管理人员。

智能制造在应对疫情影响中的作用得到广大企业认可。问卷调查的 426家“246”万千亿级产业集群企

业中，针对企业应对疫情影响的计划举措，有近五成企业表示要加大创新研发投入，近四成企业表示要加

强智能化技术改造。

需把握三个着力点

智能制造是全球制造业发展的重要趋势和主要方向。后疫情时代，长三角一体化背景下，宁波应立足

港口、制造业和民营经济发达等优势，抓住疫情倒逼企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的机遇，加快推进制造

业与数字经济的深度融合，加快新兴产业发展，抢占数字经济新一轮风口，推动智能制造在“新“”芯“”

欣”上做文章。

瞄准智能制造的新方向。第一，新基建。大力推动 5G、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发力于

科技端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夯实智能制造发展的硬基础。第二，新趋势。在疫情催生的“无接触经济”

时代背景下，量子技术、5G、人工智能、区块链、数字孪生、边缘计算、大数据、生物黑客等技术，将对

智能制造“数据+算力+算法”核心技术体系以及数字化车间、智能工厂产生更深远影响，将引发协作机器

人、云边协同的工业智能应用产品、基于算法的工业智能平台等诸多智能制造产业发展方面的创新。第三，

新格局。立足宁波都市圈，面向长三角，辐射全国，推进区域协同智能制造发展，着力打造全国智能制造

应用新高地。

构建智能制造的主“芯”骨。第一，抓龙头企业，对标打造全球“灯塔工厂”“。灯塔工厂”是指在

第四次工业革命尖端技术应用整合工作方面卓有成效，堪为全球表率的领先企业，是全球“数字化制造”

和“工业 4.0”的行业领跑者和示范者。截至目前，全球 44家，中国 12 家，宁波尚无一家。基于“灯塔

工厂”在全球智能制造中的引领地位以及在提质增效、智能集约、绿色安全等方面的卓越表现，作为国家

级制造业单项冠军数居全国首位的城市，宁波应力求在“灯塔工厂”建设上实现零的突破。第二，抓重点

行业，对标打造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智能制造产业集群。依托宁波“246”万千亿级产业集群建设和国家制造

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创建，推进制造企业实施智能化技术大改造，强化石化、汽车产业集群智能制造标杆

的作用，提升高端装备、纺织服装、家电等一批特色优势产业集群的智能制造水平，提升广大制造企业抗

风险韧性和增长效能动力。

营造欣欣向荣的智能制造发展环境。着力营造活力创新、乐居乐业、欣欣向荣的宁波智能制造发展优

良环境。智能制造发展需要硬的“机器装备”与软的“数据互联及应用软件”的结合，实体的“制造的物

理运作系统”与数字化的“数字化服务系统”结合，以及由大数据驱动的持续循环运作的全过程全流程全

链条闭合的数字化制造体系。宁波实体制造基础雄厚，但在核心软件、系统集成、高端生产性服务、高端



科创要素引留等方面存在弱项。要聚焦弱项发力，依托现有的智能制造相关产业、技术研究院所以及甬江

科创大走廊、宁波前湾沪浙合作发展区等大平台，面向未来产业和技术趋势，着力营造鼓励全球配置资源、

鼓励区域协同创新、鼓励高端化专业化生产性服务业发展、鼓励高端科创要素引留的良好发展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