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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滢

摘  要 ：智能制造不仅可以帮助企业通过数字化、高度自动化应用整合价值链、有序管理产品、提

高生产效率、节约管理成本 , 还可以促进区域产业协同发展。本文通过对京津冀制造业发展现状的比较，

分析京津冀制造业协同发展的障碍，并提出通过智能制造推进京津冀制造业协同发展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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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制造促进区域产业协同发展研究
——以京津冀制造业为例

过网络化的统一规划管理，可以

跨越区域选取优势资源重新整合

上下游产业链，突破企业界限、

精细产业分工、精确对接产业链

环节，从而降低沟通交易成本，

扩大区域协作范围，促进区域产

业协同发展。

( 二 ) 跨越时间——提升区

域产业升级效率

“新一代智能制造本质上是

‘人工智能 + 互联网 + 数字化’制

造，新一代智能制造实现了先进

制造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的深

度融合，是真正意义上的智能制

造。”互联网及数字化的应用彻

底改变了传统产业的运行方式，

人工智能模式下的管理将更加高

效，数字化的生产将更加准确，

销售服务将更加人性化。新一代

的产业技术革命中，传统产业加

速升级，传统企业模式得以转

型，区域产业协同升级效率提升。

( 三 ) 跨越专业——加强区

域间技术协作

产业创新得益于技术创新。

网络时代之前，技术交流渠道匮

乏，即使是互联网发达的今天，

技术的合作、转让、应用仍旧十

分不易。在“互联网 +大数据 +人

工智能”技术的支持下，新技术可

通过网络系统进行发布、查找，

供求双方可通过网络系统配对，

区域间的技术协作不再受地域和

空间的限制，技术也不再局限于

专业内部使用，以网络为媒介，跨

专业、跨地域的技术合作成为现

实，区域产业创新将得到进一步

推进。

( 四 ) 跨越系统——推进区

域内人才共享

在智能制造系统中，人才不

再局限于某一个企业 \ 某一个城

市，而是根据产业链构成、专业

技术领域等因素分布于人才系统

数据库中。企业可根据需要，制

定人才政策及优惠条件，有针对

2018 年 5 月 28 号 的两 院 院

士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要推进互联网、大数据、人工

智能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以智

能制造为主攻方向推动产业技术

变革和优化升级。”智能制造不

仅可以帮助企业通过数字化、高

度自动化应用整合价值链、有序

管理产品、提高生产效率、节约

管理成本 ；还可以促进区域产业

协同发展。

一、智能制造对区域产

业协同的促进作用

 ( 一 ) 跨越地域——整合上

下游产业链

智能制造中产业数据通过互

联网展现，各地区产业的优势及

不足显而易见，产业链各环节的强

弱节点也更容易找到。改变了传统

制造业中，受地域限制产业链分工

不明确、对接不准确的问题。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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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 :

《北京统计年鉴 2019》《天津统计年鉴 2019》《河北经济年鉴 2019》《北京

市 2019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9 年天津市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统计公报》《河北省 2019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性地招贤纳士 ；也可与区域内其它

企业合作，短期性借用项目性人

才。在大数据技术的描画下，人

才的技术特点更加清晰，企业的

需求更加明确，区域人才共享的

实现更加轻松。

2015 年中央政府工作报告中

指出，“要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

在交通一体化、生态环保、产业

升级转移等方面率先取得实质性

突破。”因此，下面以京津冀为例

简要分析通过智能制造如何促进

区域产业协同发展。

二、京津冀制造业发展

现状比较

( 一 ) 工业总产值比较

由下图可见，虽因统计口径

不同，京津 冀所选择的数据略

有差异（北京市统计数据为规模

以上工业总产值 ；天津市统计数

据为全部工业增加值总量 ；河北

省统计数据 2002 年为全部工业

完成增加值，2003-2019 年为规

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但仍可看

出， 自 1985 年以 来， 北 京、 天

津、河北的工业总产值均呈现出

逐年上涨的趋势。

( 二 ) 制造业基本情况比较

2019 年京津冀制造业产业

持 续发展，产值继续 增长。在

规模以上工业中，北京高技术制

造业增加值增长 9.3% ；天津制造

业增加值增长 3.3% ；河北制造业

增加值增长 5.0%，制造业实现

利润总额 1764.3 亿元。且京津冀

都十分重视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

新兴产业的发展，新动能持续发

展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

分别增长 5.5%、3.8%、10.3% ；

新产品产量增长 迅速，天津新

能源汽车、工业机器人、服务机

器人等新产品产量分别增长 56.7

倍、40.0% 和 85.8%， 河北 集 成

电路、新能源汽车、液晶显示屏

产量分别增长 2.0 倍、74.5% 和

22.7%。

( 三 ) 科技研发基础比较

2019 年京津冀研究与试验

发 展（R&D） 经 费 投 入 分 别 为

2233.6 亿元、463.0 亿元和 566.7

亿元。北京的科技经费投入远远

高于天津、河北。北京全年专利

申请 量与授权量分别为 22.6 万

件和 13.2 万件，天津全年专利申

请 量与授权量分别为 9.60 万件

和 5.78 万件，河北专利申请量与

授 权 量分别为 10.13 万件和 5.78

万件 ；京津冀全年共签订各类技

术合同分别为 83171 项、13977 项

和 7270 项 ；技 术合同成 交 总额

分 别 为 5695.3 亿 元、923 亿 元

和 382.46 亿元，无疑北京的科技

研发在三地中是最具优势的，河

北与天津的专利申请、授权量相

似，但河北签订技术合同数量及

成交额均低于天津。

 ( 四 ) 人力资源比较

北京、天津、河北 2019 年末

全市常住人口数量分别为 2153.6

万人、1561.83万人、7591.97万人 ；

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

67756 元、42404 元、25665 元，

从三地比较来看，河北人力资源

更丰富，劳动力成本更低。

由下表可见，在后备人才方

面，河北普通高等学校人才资源

更加丰富，而北京拥有更多的研

究生教育类高端人才。

通过 对京津冀制造业现状

的简单比较，可以发现京津冀制

造业中许多领域发展还不够平

衡，在协同发展的道路上还存在

一些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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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019 年京津冀研究生及普通高等
学校学生情况

项目 研究生（万人） 普通高等学校（万人）

地区

北京

天津

河北

招生

12.4

2.55

2.01

招生

15.7

15.96

49.96

在学

36.1

7.33

5.52

在学

58.6

53.94

147.7

毕业

9.2

1.85

1.39

毕业

14.5

13.71

35.78

三、京津冀制造业协同

发展的障碍

( 一 ) 资源优势不平衡

由上面的比较可以看出，从

人力、资金、科技创新资源优势

来看，京津冀发展还不够平衡。

从人力资源方面来说，河北拥有

更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但创新力

不足，高端人才储备也不够，北

京、天津有更强的科技创新力，

拥有更多的专业技术人才，但由

于河北的平均工资较低，很难吸

引京津地区的人才在区域间流动。

( 二 ) 创新链与产业链对接

不畅

北京拥有大量的专业科研机

构，高端专业人才汇集，工业企

业有效发明专利数量众多，但北

京劳动力资源不多，制造业企业

数量也不足，很难快速将有效发

明专利投入生产，实现产业化。

而河北制造业人员企业数量很

多，且非常重视战略性新兴产业

的发展，具备大力发展制造业的

基础，但河北的工业企业有效专

利数量却不足，缺少创新的必要

条件，如何让京津冀的创新链与

产业链实现充分对接也是亟待解

决的问题。

( 三 ) 企业信息化应用不足

京津冀许多制造业企业已经

认识到信息化的重要性，并有一

部分已经开始使用计算机进行生

产及管理，但天津、河北工业企

业的计算机使用率还略低，产业

的协同不只是空间建设的协同，

更是管理理念、生产程序、仓储

运输、售后服务等产业链条的协

同，而信息化使用率过低则无法

支撑京津冀产业协同中的网络环

境要求，且京津冀工业企业的电

子商务应用率还有待提升。

而通过智能化技术联结创

新链与产业链，实现企业内、企

业间信息互通、数据共享是目前

非常有效的手段，智能制造也是

促进传统制造业转化升级、推进

区域产业协同的重要方式。

四、通过智能制造推进京

津冀制造业协同发展的建议

( 一 ) 构建差异互补的京津

冀智能制造业创新链产业链

以智能化升级带动京津 冀

制造业协同发展，就要实现制造

产业效率提升与区域协同发展相

结合。京津冀制造业协同发展需

要统一规划，共同成长。应充分

发挥北京、天津专业人才集中、

创新环境优越、软件业发达的

特点，结合河北地域广阔、制造

业企业较多、人力资源充沛的优

势，取长补短、统筹规划，有侧

重性地合理布局京津冀智能制造

业重点区域，实现创新链产业链

上下游的完美对接，构建协同发

展、差异互补的京津冀智能制造

创新链产业链。

数据来源 ：《北京市 2019 年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9 年

天津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

报》《河北省 2019 年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统计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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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完善京津冀智能制造

标准规范体系

京津冀制造业智能化协同化

需要将京津冀制造业作为一个整

体来发展，需要实现上下游产业

链的对接，这一对接不仅是空间

上的，更多是网络上的。因此，

建议制定完善京津冀智能制造

相关标准规范体系，京津冀制造

企业统一数据标准，从源头规范

数据格式。这样既有利于产业链

企业间共享数据、有效联结，也

利于制造业企业部门间数据的统

一与沟通，从产品设计、生产、

仓储、物流、销售、售后等环节

统一规划管理、统一行业标准，

实现上下游产业链与供应链的对

接，以助力推动智能制造进程，

实现精益生产。

( 三 ) 建立京津冀智能制造

新技术交易平台，拓展应用领域

在京津 冀创新链产业链的

技术环节，北京拥有数量众多

的高科技成果未能实现产业化，

天津虽然有一批高科技成果已实

现了应用和产业化，但也存在着

技术与企业的“最后一公里”问

题。科研机构拥有技术，但由于

宣传不足或操作困难等问题无人

问津 ；而河北许多企业苦于无先

进技术，或处于引进技术不适合

企业生产的困境中，双方都有需

求，却缺乏沟通的渠道。因此建

议建立京津冀智能制造技术交易

平台，由供需双方将技术信息发

布到平台上，双向选择，直接交

流。有意向的双方面对面协商，

充分利用现有技术及生产能力。

科研机构可以为企业定向研发适

合企业现有生产能力的技术 ；企

业也可为科研机构提供研发的资

金及试验场所，实现共赢。

( 四 ) 培育京津冀智能制造

示范创新产业链

目前京津冀地区已经有多家

智能制造示范企业、试点企业，

建议在现有的基础上，整合三地

优势，合作共建几条京津冀智能

制造示范创新产业链。可选取较

为成熟适合产业化的创新成果，

通过京津冀智能制造网络技术平

台予以发布，由京津冀智能制造

企业进行对接，不同生产环节可

由京津冀不同的智能制造企业予

以完成，设计部门、生产部门、

运输部门、销售部门通过网络进

行沟通，借助大数据技术、物联

网等技术对产品进行生产流程规

划、规范化 生产管理、仓 储 运

输、产品销售、售后服务，通过

网络技术构建京津冀智能制造创

新产业链的新模式。

( 五 ) 建立京津冀智能制造

人才数据库，试行人才随项目流

动机制

在京津冀智能制造发展中，

人才是最重要的环节。目前北京

拥有大量的专业人才，天津、河

北许多企业在智能化建设中却

缺乏相应的人才，而人才流动却

受许多客观原因限制。对企业来

说，既需要掌握关键技术的专

业型人才，也需要有实际经验的

应用型人才；对人才来说，他们

拥有专业能力，却没有通畅的渠

道了解企业的需求。因此，建议

建立京津冀智能制造人才数据

库，按照领域、专业、特长等条

目录入人才及企业需求信息，双

方按照条件筛选。另外，建议试

行人才随项目流动机制，企业在

智能化改造中许多项目都是阶段

性的，掌握高精尖专业技术的人

才在某一企业项目结束后可随项

目流动到另一执行项目的企业，

既可为企业节约智能化改造的成

本，也可让专业技术人才发挥更

大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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