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抢占“智”高点

工业互联网迎规模化发展

本报记者 宋维东

1月23日，辽宁省十四届人大二次会议开幕。辽宁省人民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24年，辽宁省将推进20个以上5G工厂、10个以上“5G+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先导区建设，累计

建成省级数字化车间、智能工厂超500个，建成省级工业互联网平台超百个。

辽宁省在工业互联网领域的持续布局，正是当下各地大力发展工业互联网的缩影。业内人士表示，当前，工业互联网迎来规模化发展新阶段。 各地要抓住难得历史机遇期 ，

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以工业互联网为主要支撑，推进数字、网络、人工智能技术赋能新型工业化，集中优势力量打一场战略决战。

发展成效显著

这些年来，我国工业互联网发展取得显著成效，政策体系持续健全，技术产业创新突破，数字赋能气势磅礴，生态建设日益完善。

在国新办1月19日举行的2023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新闻发布会上，工信部新闻发言人、总工程师赵志国表示，当前，我国工业互联网已进入规模化发展新阶段。“从产业

规模看，预计2023年核心产业规模达1.35万亿元。 ”赵志国说，从覆盖范围看，工业互联网融入49个国民经济大类，覆盖全部工业大类。 从发展势头看，全国各地工业互联网“百城

千园行”活动方兴未艾，推动万余家企业供需对接，带动投资超1700亿元。

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院长鲁春丛表示，工业互联网作为新型工业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关键驱动，对实现量的增长、质的提升、技的进步、数的转型、碳的治理、链的安全具

有重要作用。

随着工业互联网深入发展，工业互联网推动5G、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技术全面突破和迭代，不断提升数字经济发展高度。

“下一步，要加快创新发展，深入实施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突破一批关键技术，加快一批攻关成果产业化应用，再制定推广一批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团体标准，进一步

夯实工业互联网发展的技术产业基础。 ”赵志国说。

赋能行业发展

随着新兴技术加快融入工业互联网应用场景，工业互联网技术创新应用有望加快落地，助力工业互联网赋能行业提速发展。

以传统工业大省辽宁为例，其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需求迫切、空间广阔。 同时也要看到，辽宁产业门类齐全，发挥好工业互联网的创新驱动作用，加快新技术

应用、新模式推广、新业态培育意义重大。

近年来，辽宁也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推动工业互联网发展。 其中，《辽宁省工业互联网产业集群发展培育方案》提出，重点推进沈阳、大连和沈抚示范区“两市一区”工业互联

网产业集群发展，以“沈阳中德装备园、和平区、沈北新区”工业互联网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为重点园区，以沈阳浑南区、大连金普新区、营口自贸区、丹东仪器仪表、葫

芦岛兴城泳装等为特色园区，推进全省工业互联网产业集群建设。 到2025年，推动100个重点园区实现工业互联网集聚发展，园区内规上工业企业完成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升

级改造。

沈阳市工信局副局长董玥介绍，2023年，沈阳市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二级节点达到14个，省级以上工业互联网平台达到27个，获批3个省级“5G+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先导

区、5个“5G全连接工厂” 。

“2024年，沈阳市将扩大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二级节点应用规模，推进‘星火·链网’超级节点形成区域服务能力，累计建设省级以上工业互联网平台30个。 ”董玥说。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不少地方依托工业互联网促进融通发展，推动一二三产业、大中小企业跨界融通，鼓励龙头工业企业利用工业互联网将业务流程与管理体系向上下

游延伸，带动中小企业开展网络化改造和工业互联网应用，提升整体发展水平。

中国证券报记者此前在调研部分工业互联网平台企业和中小企业过程中，感受到了工业互联网给中小企业发展带来的巨大变化。在工业互联网助力下，不少中小企业切实

尝到了甜头，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效益。

浙江一企业负责人就表示，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工业互联网的大规模推广与应用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和条件。以浙江为例，一个县区、乡镇往往围绕某一产业集聚了众

多中小企业。这些企业的生产工艺流程相近，就可以选择代表性的企业进行改造升级，打造标杆，再在更多企业中进行复制推广，逐步形成各有特色、相互带动的区域发展格局。

“当前，工业互联网应用赋能新空间日益拓展，深入了制造业研、产、供、销、服等各环节，支撑大国重器、服务绿色低碳、促进消费升级、保障安全生产等领域，有力促进产业

‘智改数转网联’ 。 ”赵志国说。

相关上市公司受益

当前，国内“5G+工业互联网”融合创新发展已取得一定成效，应用范围不断扩大，程度不断深化，水平不断提高。川财证券研报表示，近年来，我国工业互联网已经由夯基垒

台的起步期加速转入规模化应用落地阶段。 从产业看，工业互联网不仅促进了单个企业降本增效提质，也带动了产业链上下游协同高效运转，产业生态初步形成。

“各类市场主体千帆并进、百舸争流，工业互联网产业联盟成员单位突破2500家，在技术创新、人才培训、国际合作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成为该领域全球最大的生态载

体。 ”赵志国说，“工业互联网上市企业数量连续7年保持增长，累计达到300家。 ”

值得一提的是，相关上市公司积极抓住机遇，运用工业互联网赋能业务发展。

日前，不少上市公司在投资者互动平台介绍了相关情况。北路智控表示，公司深刻认同工业互联网对两化融合的重要意义及应用领域，持续加强产品研发和客户开拓，进一

步拓展第二增长曲线，目前已在化工领域、非煤矿山等复杂应用需求端落地应用场景。

山鹰国际表示，公司持续进行智能改造和数字赋能，持续加大设备自动化、管理信息化及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的投入，积极推进山鹰数字化转型建设，公司产品良品率处于

行业内较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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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Vision� Pro预售火爆

国内相关产业链上市公司迎发展新空间

●本报记者 彭思雨

美国时间1月19日，苹果Vision� Pro

头戴显示产品在美国开启预订。 多方销

售渠道显示，苹果Vision� Pro预售火爆，

发货时间已经排到3月。苹果Vision� Pro

点燃MR（混合现实）行业热度，A股市

场硬件、 内容等相关产业链公司正加快

布局， 苹果重要整机组装代工企业立讯

精密昆山园区近期也开始积极招工。

机构人士表示，MR行业变革时刻

到来， 持续关注Micro� OLED显示、3D

传感器、3D应用等MR头显核心增量领

域， 长期关注产业竞争格局与产业趋势

变化。

发货期排至3月

苹果Vision� Pro已于美国时间1月

19日上午8点在美国苹果官网和手机

APP同步开始预售，共有256GB、512GB

和1TB三个内存版本， 售价分别为3499

美元、3699美元和3899美元，最低版本价

格相当于人民币25000元， 预计于2024

年2月2日在美国开始交付。

据报道， 这三款机型在美国许多地

点第一天就被抢购一空， 产品的交货日

期已经推迟到3月8日至3月15日。

苹果Vision� Pro在中国市场的关注

度颇高。中国证券报记者注意到，已有不

少金融机构人士和科技从业者通过海外

渠道订购首批产品。 据参与购买的机构

人士介绍，目前来看，第一批抢购者可在

2024年2月2日后陆续收货， 后续抢购者

的产品发货时间已经排到3月后。

虽然苹果官方尚未在中国市场上架

苹果Vision� Pro， 但京东国际已经支持

购买海外货源。 京东APP上显示， 苹果

Vision� Pro已开启预售抢购， 预售价为

38999元，相比美国市场价格有超10000

元的溢价。 销售页面显示，截至1月22日

已售出32件。

天风证券分析师郭明祺曾透露，苹

果目前尚未明确该产品的关键应用，考

虑到相对较高的定价， 因此初期准备的

数量不多， 目标用户是苹果的核心粉丝

以及渴望体验突破性技术创新的用户。

民生证券分析师表示， 苹果已采取

一系列措施布局内容端，主要围绕观影、

游戏和办公三大场景， 目前苹果Vision�

Pro已支持100万余款iOS、iPadOS应用，

初期还会提供超过250款Apple� Ar-

cade游戏，以及超过150款3D电影。

一些海外体验者纷纷分享对苹果

Vision� Pro的体验评价。 科技自媒体本

杰斯金表示， 单眼4K显示屏的视觉效果

和手遮挡功能带来令人惊叹的沉浸体

验。 但也有很多体验者反映，头显戴在头

上沉、产生眩晕感的问题仍然存在。

上市公司加快布局

苹果Vision� Pro的发布带动了MR

行业热度，硬件、内容等相关产业链上市

公司正在加快布局。

汤姆猫1月18日在投资者互动平台

上表示，《我的汤姆猫》《我的安吉拉2》

等产品已分别登陆苹果的游戏订阅服务

Apple� Arcade。 公司已与苹果洽谈为

Apple� Arcade游戏平台专门制作并发

行新的独家游戏产品， 并计划为Apple�

Arcade平台持续开发产品。

佳创视讯1月18日在投资者互动平

台上表示， 公司相关团队于2023年8月

底参加了苹果上海设计开发加速器首

次Vision� Pro实机体验与适配，双方于

2023年10月26日线上进行了闭门会谈，

苹果公司开发者关系团队对公司相关

项目持续进行一对一辅导。 公司有计划

于Vision� Pro上市日在其应用商店发

布一款游戏内容，当前该产品尚未发布

上架。

天娱数科在近期披露的投资者关系

活动记录表中表示， 公司高度关注Ap-

ple及其他硬件厂商在VR/AR/MR等领

域的最新产业布局与动态， 跟进各种技

术路线， 努力将AI数字人快速扩展到不

同行业、不同场景，并积极布局虚拟/混

合现实内容业务， 目前公司已在申请苹

果Vision� Pro开发套件。

立讯精密昆山园区近期也开始积极

招工。“昆山立讯官方直招” 抖音账号显

示， 年前还缺人，1月入职奖励最高2000

元，春节留任奖励最高2600元。 据了解，

立讯精密是苹果长期合作的重要整机组

装代工企业。

机构人士预测， 首批苹果Vision�

Pro备货在6万-8万台左右， 大约2-3周

后， 苹果Vision� Pro备货量将实现翻倍

增长。 2024年苹果Vision� Pro总销量预

计在50万-60万台。

天风证券研报认为，MR行业变革时

刻到来， 持续关注Micro� OLED显示、

3D传感器、3D应用等MR头显核心增量

领域， 长期关注产业竞争格局与产业趋

势变化。

民生证券认为， 消费电子行业亟需

积极探索全新增长点， 苹果Vision� Pro

上市后，三星、华为等国内外各大厂商也

将快速入局，Meta和Pico等原有产品以

及原有的销售渠道有望加速产品向市场

渗透。

冬储进入倒计时

钢贸商积极性有待进一步提升

●本报记者 董添

近期，钢铁行业冬储政策大

量出台，但钢贸商积极性整体欠

佳。 业内人士表示，临近春节，短

流程电弧炉钢厂陆续停产或已

安排停产计划，下游施工项目也

在缩减，行业供需双弱局势仍将

延续。

密集发布冬储政策

兰格钢铁网数据显示， 近期

中天钢铁、山西建邦、酒钢、山西

华鑫源、龙钢、山西建龙、西林钢

铁、乌钢、凌钢等多家钢厂密集发

布冬储优惠政策。

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到，今

年工地放假较早， 钢材需求快速

下降，市场整体库存并不低，因此

主动冬储的贸易商较少。 目前除

协议户被动冬储外， 仅有少部分

中小贸易商进行了半仓或轻仓冬

储， 大多数贸易商还在等合适的

价格入场。 但留给大家的时间已

经不多了， 下周开始贸易商将陆

续进入放假状态， 本周将是最后

的冬储时机。

兰格钢铁网北京地区负责人

甄洪清表示，近期，钢厂冬储政策

基本都已公布， 但北京市场主动

进行冬储的贸易商依然较少，目

前主要是协议户被动冬储为主。

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近年

来不少贸易商冬储受伤严重，因

此变得越来越谨慎， 并且当前价

格和政策很难刺激贸易商进行大

量冬储。

从价格看， 华福证券研报显

示，当前，钢贸商冬储意愿不强，

钢材累库进程不及预期， 库存处

于历史相对低位， 对钢材价格有

一定支撑。临近春节，短流程电弧

炉钢厂陆续停产或已安排停产计

划，下游施工项目也在缩减，供需

双弱局势仍将延续。

业绩出现分化

从业绩预告角度看，Wind数

据显示， 截至目前，A股共有7家

钢铁上市公司发布2023年度业

绩预告，略增1家，预增3家，扭亏

1家，首亏1家，续亏1家。 已发布

业绩预告的钢铁行业上市公司业

绩整体分化明显。

部分上游矿类企业业绩表现

较好。 金岭矿业预计，2023年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2.15亿元至2.5亿元， 同比增长

5.85%至23.08%， 主要原因是公

司主要产品铁精粉销售价格较上

年同期上升。

预喜的公司中， 不少提到加

大高端化转型及高端产品市场拓

展。 常宝股份预计，2023年度实

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4亿元至8.3亿元， 同比增长

57.1%至76.21%。

根据常宝股份公告，报告期

内， 公司经营业绩较去年同期

实现较大幅度的增长， 主要原

因为公司坚持 “专而精， 特而

强” 发展战略，坚持品牌经营和

价值经营， 根据市场变化做好

内部挖潜和精益生产， 推进产

品结构和市场结构调整， 持续

推动国内外品牌客户开发认证，

加大高端化转型及高端产品市

场拓展，产销量同比保持增长并

创历史新高，产品盈利能力改善

提升，制造成本有所下降。同时，

公司加大技术创新、 精益改善、

智能制造及节能减碳等方面的

措施，整体经营质量和品牌竞争

力显著提升，从而实现了经营业

绩的较大增长。

有的公司积极拓展新业务，

实现了业绩增长。银龙股份预计，

2023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16617.88万元至

18695.12万元， 同比增长60%至

80%。 公司2023年度业绩增长的

主要原因是， 轨道交通用混凝土

制品产业利润较上年度有所增

加， 主要包括阳江轨枕厂积极参

与国家“八纵八横” 高速铁路网

350km/h沿海铁路客运大通道

的重要组成部分———广州至湛江

铁路项目，为其生产SK-2双块式

轨枕， 并于2023年度确认收入，

成为公司业绩增长点；同时，公司

以提供劳务作业、设备租赁、货物

运输等方式为雄安新区至商丘轨

道板预制提供服务、 新乡板场为

菏泽至兰考高铁生产所需高铁轨

道板，均为公司2023年业绩增长

作出贡献。

多家大型房企出售旗下资产

●本报记者 董添

近期， 多家大型房企出售旗

下资产以换取现金流。例如，万达

接连转让旗下多个万达广场项

目， 融创出售旗下酒店和文旅项

目，碧桂园挂牌转让多项资产。

缓解现金流压力

近日，万达广场频频易主。天

眼查数据显示，1月19日，厦门殿

前万达广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简称“厦门万达” ）的股东信息

发生变更。 原全资股东珠海万达

商业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

称“珠海万达” ）退出，新增全资

股东为厦门金昇阳置业有限公司

（简称“厦门金昇阳” ）。 厦门万

达负责运营的广场厦门湖里万达

广场也随之易主。

1月15日， 武汉融创武地长

江文旅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35%

股权及4.37亿元债权在武汉光谷

联交所综合交易平台挂牌转让，

起始价为10.99亿元。该公司开发

的项目为武汉甘露山文创城。

1月10日， 合景泰富集团发

布公告， 其间接全资附属公司杭

州利烜商务服务有限公司（简称

“杭州利烜” ） 与美的置业的全

资附属公司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甬

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简称

“永丰房地产” ）订立协议，拟出

售宁波市美睿房地产发展有限公

司（简称“宁波美睿” ）50%的股

权。交易完成后，合景泰富不再拥

有宁波美睿股权。

销售有待恢复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3

年， 房地产开发企业到位资金

127459亿元，比上年下降13.6%。

其中，国内贷款15595亿元，下降

9.9%； 利用外资47亿元， 下降

39.1%； 自筹资金41989亿元，下

降19.1%；定金及预收款43202亿

元， 下降11.9%； 个人按揭贷款

21489亿元，下降9.1%。

中指研究院数据显示，2023

年， 百强房企销售总额为62791

亿元，同比下降17.3%。

业内人士表示， 短期内，房

企销售有待进一步恢复， 酒店、

商业广场等项目若具有相对稳

定的回报率和较高的流动性，会

受到不动产基金的青睐。 这是房

企快速回血的选择之一，也可帮

助房企快速瘦身，将精力集中在

主营业务。

从政策层面看，2023年11月

以来， 国有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

行密集召开房企座谈会， 支持房

地产企业合理融资需求。 2023年

12月，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

积极稳妥化解房地产风险， 一视

同仁满足不同所有制房地产企业

的合理融资需求， 促进房地产市

场平稳健康发展。此外，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 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

发的《关于建立城市房地产融资

协调机制的通知》明确，发挥城

市人民政府牵头协调作用， 因城

施策用好政策工具箱， 更加精准

支持房地产项目合理融资需求，

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通知还规定， 建立城市房地产融

资协调机制，筛选确定支持对象，

满足合理融资需求， 做好融资保

障工作。

中指研究院企业研究总监刘

水认为， 政策层面将集团风险和

项目风险区分后， 针对不同项目

情况分类支持， 可满足合理融资

要求，有助于房地产行业企稳。

抢占“智”高点

工业互联网迎规模化发展

发展成效显著

这些年来， 我国工业互联网发

展取得显著成效， 政策体系持续健

全，技术产业创新突破，数字赋能气

势磅礴，生态建设日益完善。

在国新办 1 月 19 日举行的

2023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

新闻发布会上， 工信部新闻发言

人、总工程师赵志国表示，当前，

我国工业互联网已进入规模化发

展新阶段。“从产业规模看，预计

2023年核心产业规模达1 .35万亿

元。 ” 赵志国说，从覆盖范围看，

工业互联网融入 49个国民经济

大类， 覆盖全部工业大类。 从发

展势头看， 全国各地工业互联网

“百城千园行” 活动方兴未艾，

推动万余家企业供需对接， 带动

投资超1700亿元。

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院长

鲁春丛表示，工业互联网作为新型

工业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关键驱

动，对实现量的增长、质的提升、技

的进步、数的转型、碳的治理、链的

安全具有重要作用。

随着工业互联网深入发展，工

业互联网推动5G、云计算、大数据、

人工智能、 区块链等数字技术全面

突破和迭代， 不断提升数字经济发

展高度。

“下一步，要加快创新发展，深

入实施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

突破一批关键技术， 加快一批攻关

成果产业化应用， 再制定推广一批

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团体标准，进

一步夯实工业互联网发展的技术产

业基础。 ” 赵志国说。

赋能行业发展

随着新兴技术加快融入工业互联

网应用场景，工业互联网技术创新应

用有望加快落地，助力工业互联网赋

能行业提速发展。

以传统工业大省辽宁为例，其

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

需求迫切、 空间广阔。 同时也要看

到，辽宁产业门类齐全，发挥好工业

互联网的创新驱动作用， 加快新技

术应用、新模式推广、新业态培育意

义重大。

近年来，辽宁也出台了一系列政

策推动工业互联网发展。其中，《辽宁

省工业互联网产业集群发展培育方

案》提出，重点推进沈阳、大连和沈抚

示范区“两市一区” 工业互联网产业

集群发展，以“沈阳中德装备园、和平

区、沈北新区” 工业互联网国家新型

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为重点园区，以

沈阳浑南区、大连金普新区、营口自贸

区、丹东仪器仪表、葫芦岛兴城泳装等

为特色园区，推进全省工业互联网产

业集群建设。到2025年，推动100个重

点园区实现工业互联网集聚发展，园

区内规上工业企业完成数字化、 网络

化、智能化升级改造。

沈阳市工信局副局长董玥介绍，

2023年，沈阳市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

二级节点达到14个，省级以上工业互

联网平台达到27个， 获批3个省级

“5G+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先导区、

5个“5G全连接工厂” 。

“2024年， 沈阳市将扩大工业互

联网标识解析二级节点应用规模，推

进‘星火·链网’超级节点形成区域服

务能力， 累计建设省级以上工业互联

网平台30个。 ” 董玥说。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不少地方

依托工业互联网促进融通发展， 推动

一二三产业、大中小企业跨界融通，鼓

励龙头工业企业利用工业互联网将业

务流程与管理体系向上下游延伸，带

动中小企业开展网络化改造和工业互

联网应用，提升整体发展水平。

中国证券报记者此前在调研部分

工业互联网平台企业和中小企业过程

中， 感受到了工业互联网给中小企业

发展带来的巨大变化。 在工业互联网

助力下， 不少中小企业切实尝到了甜

头，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效益。

浙江一企业负责人就表示， 在长

三角和珠三角地区， 工业互联网的大

规模推广与应用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和条件。 以浙江为例，一个县区、乡镇

往往围绕某一产业集聚了众多中小企

业。这些企业的生产工艺流程相近，就

可以选择代表性的企业进行改造升

级，打造标杆，再在更多企业中进行复

制推广，逐步形成各有特色、相互带动

的区域发展格局。

“当前， 工业互联网应用赋能新

空间日益拓展，深入了制造业研、产、

供、销、服等各环节，支撑大国重器、服

务绿色低碳、促进消费升级、保障安全

生产等领域，有力促进产业‘智改数

转网联’ 。 ” 赵志国说。

视觉中国图片

相关上市公司受益

当前，国内“5G+工业互联网” 融

合创新发展已取得一定成效， 应用范

围不断扩大，程度不断深化，水平不断

提高。 川财证券研报表示，近年来，我

国工业互联网已经由夯基垒台的起步

期加速转入规模化应用落地阶段。 从

产业看， 工业互联网不仅促进了单个

企业降本增效提质， 也带动了产业链

上下游协同高效运转， 产业生态初步

形成。

“各类市场主体千帆并进、 百舸

争流， 工业互联网产业联盟成员单位

突破2500家，在技术创新、人才培训、

国际合作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成为

该领域全球最大的生态载体。 ” 赵志

国说，“工业互联网上市企业数量连

续7年保持增长，累计达到300家。 ”

值得一提的是， 相关上市公司积

极抓住机遇， 运用工业互联网赋能业

务发展。

日前，不少上市公司在投资者互动

平台介绍了相关情况。 北路智控表示，

公司深刻认同工业互联网对两化融合

的重要意义及应用领域，持续加强产品

研发和客户开拓，进一步拓展第二增长

曲线，目前已在化工领域、非煤矿山等

复杂应用需求端落地应用场景。

山鹰国际表示， 公司持续进行智

能改造和数字赋能， 持续加大设备自

动化、 管理信息化及工业互联网融合

应用的投入， 积极推进山鹰数字化转

型建设， 公司产品良品率处于行业内

较高水平。

1月23日，辽宁省十四届人大二次会议开幕。 辽宁省

人民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24年， 辽宁省将推进20个以

上5G工厂、10个以上“5G+工业互联网” 融合应用先导

区建设，累计建成省级数字化车间、智能工厂超500个，

建成省级工业互联网平台超百个。

辽宁省在工业互联网领域的持续布局，正是当下各

地大力发展工业互联网的缩影。 业内人士表示，当前，工

业互联网迎来规模化发展新阶段。 各地要抓住难得历史

机遇期，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以工业互联网为主要

支撑，推进数字、网络、人工智能技术赋能新型工业化，

集中优势力量打一场战略决战。

●本报记者 宋维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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