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应用场景层出不穷

广东数字经济引擎持续发力

本报记者 武卫红

中国证券报记者近期在广州、佛山等地调研发现，广东数字经济正呈现蓬勃发展势头，“智能车间”“无人工厂”“智慧园区”等应用场景层出不穷，成为经济高质量增长的重要引擎。

数字经济浪潮涌动

在广州数字经济核心区琶洲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试验区，算法高地“琶洲算谷”加速崛起，腾讯、阿里巴巴、唯品会、科大讯飞等数字经济领域龙头企业纷至沓来。 在业内人士看来，广州拥有高价值的海量数据、高集聚的数字产业和多样化的应用场景，数字经济发展潜力巨大。

在新一轮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浪潮中，佳都科技通过数字孪生和人工智能等自主核心技术，打造各类数字平台和智慧终端产品，持续赋能产业数字化升级。 数据是数字经济发展的资源要素。 佳都科技董事兼高级副总裁刘佳表示，推动数据要素与多样化应用场景融合，将为广州数字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在制造业重镇佛山市，如火如荼的数字化浪潮正在产业园、车间和流水线上涌动。 作为制造业转型升级综合改革试点城市，佛山正在全方位推动传统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转型，产业数字化成为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路径。

在国星光电最新Chip� LED数字化智能化车间，各种数字化智能装备正在紧张有序作业，一块块屏幕上不停地刷新着最新数据，监测设备实时监测跟踪全流程生产状态。 近期，该车间成功入选佛山数字化智能化示范车间，车间225台设备实现联网，联网率超过96%，通过MES系统对数据进行智能采集、监控和分析，实现对生产线自动化管理。 国星光电智能车间负责人介绍，智能化技术让能源消耗大幅下降，人均产能提高23%，产品良率提高近5.7%。

2022年10月，佛山美的厨热顺德工厂成功入选世界经济论坛最新一批“灯塔工厂”名单。 “灯塔工厂”代表当前全球制造业领域智能制造和数字化最高水平。

在人工智能、数字孪生等先进技术助力下，美的厨热顺德工厂单位生产成本降低24%，交付时间缩短41%，研发时间缩短30%，缺陷率降低51%。 目前，该工厂已成为全球第一大洗碗机生产基地，年产量达600万台，产品远销全球145个国家和地区。

产业数字化跑出加速度

加快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成为广东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突破口。

截至目前，佛山已建成工业互联网应用标杆示范项目45个，广东省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55个，近四成规上工业企业实现数智化转型。 到2026年，佛山将打造数字化示范工厂120家、示范车间400个、标杆项目300个，超过80%的规上工业企业将实现数字化转型。

在制造业名城东莞市，数字化转型已经不是“选择题” ，而是越来越多制造业企业的“必答题”和“抢答题” 。 2022年，东莞数字经济规模迅猛增长，成功跻身全国数字经济新一线城市，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动能。

2022年，东莞经济表现韧性十足，呈现稳健增长势头。 根据初步数据，2022年东莞GDP将超过1.1万亿元。 按照最新规划，到2025年，东莞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3万亿元，实现规上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全覆盖，高水平建成数字经济名城和国家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示范城市。

2021年，广东数字经济规模达到5.9万亿元，连续5年居全国首位，数字经济占GDP的比重达到47.5%。 数字经济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2022年，广东数字经济保持稳健发展势头。 据广东省工信厅数据，截至目前，广东累计推动2.25万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完成数字化转型，带动70万家中小企业“上云用云” ，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和数字产业化规模均居全国第一。

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总工程师董业民表示，数字经济已成为引领广东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新引擎和主阵地。 “应抓住先机，加速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引擎，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 ”

放眼未来，到2025年，广东将推动超过5万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运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实施数字化转型，带动100万家企业“上云用云”降本提质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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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种植体集采

拟中选结果出炉

●本报记者 傅苏颖

1月11日， 口腔种植体系统集中带量采购在

四川开标，产生拟中选结果。 相比集采前，拟中选

产品中位采购价平均降幅为55%。 本次集采汇聚

全国近1.8万家医疗机构的需求量， 达287万套种

植体系统，预计每年可节约患者费用40亿元。

口腔种植的费用大致分为种植体、 牙冠和医

疗服务三个部分。下一步，医保部门将做好集采中

选结果落地实施前的准备工作， 近期将对配套使

用的牙冠耗材开展竞价挂网， 同步落实口腔种植

医疗服务价格全流程调控。

业内人士认为，目前国内种植牙渗透率较低。

种植牙集采叠加医疗服务价格调整， 将为种植牙

渗透率提升提供契机。 建议关注具有品牌及规模

化优势的口腔医疗服务龙头公司。

拟中选率71%

国家医保局介绍，本次集采共有55家企业参

与，其中39家拟中选，拟中选率71%。 拟中选企业

既包括一些知名国际企业，也包括威海威高、常州

百康特等国内企业。

四川省医保局此前发布《口腔种植体系统省

际联盟集中带量采购公告（第2号）》，公布了口

腔种植体系统省际联盟集中带量采购相关文件。

文件显示，采购品种以种植体、修复基台、配件包

各1件组成种植体产品系统，并根据种植体材质，

分为四级纯钛种植体产品系统和钛合金种植体产

品系统两个产品系统类别。 四级纯钛种植体产品

系统和钛合金种植体产品系统的最高有效申报价

统一为2380元/套。

意向采购量方面， 各产品系统类别的首年意

向采购量按参加本次集中带量采购的每家医疗机

构报送的各产品系统首年采购需求量的90%累加

得出。其中，四级纯钛种植体产品系统首年采购需

求量为249.5万套，首年意向采购量为225.4万套；

钛合金种植体产品系统首年采购需求量为37.5万

套，首年意向采购量为33.9万套，采购周期3年。

国家医保局披露， 拟中选产品中选价格区间

为600元至1850元/套。 集采前价格较高的士卓

曼、登士柏、诺保科种植体系统从原采购中位价约

5000元/套降至约1850元/套。 市场需求量大的奥

齿泰、登腾种植体系统从原采购中位价约1500元

/套降至770元/套左右。 中选产品丰富，实现与临

床需求的良好匹配； 纳入了四级纯钛及钛合金两

种材质性能更好、临床认可度更高的种植体，并覆

盖了口腔种植体其他耗材部件， 能够满足大多数

临床使用需求。 1.4万家民营医疗机构积极参加此

次集采，占医疗机构总数的80%。

国家医保局称，在公立医疗机构，医疗服务项

目和医用耗材分开计价收费，医用耗材执行“零

差率” 销售政策，中选价格就是患者最终向医院

支付的种植体价格。在民营医疗机构，口腔种植价

格实行市场调节， 允许民营医疗机构在种植体中

选价格基础上加成一定比例。

“技耗分离” 成为方向

国家医保局此前发布《开展口腔种植医疗服

务收费和耗材价格专项治理的通知》（简称 《通

知》），强调要按照“诊查检查+种植体植入+牙

冠置入” 的医疗服务价格实施整体调控，规定三

级公立医疗机构完成全流程种植的医疗服务价格

不超过4500元/颗。

针对特殊情形价格予以放宽。 比如， 经济发

达、人力成本高、口腔种植技术领先的地区可以放

宽20%；国家口腔医学中心、口腔种植专业列入国

家临床重点专科的医疗机构可以放宽10%。此外，

技术难度大、 风险程度高的项目与常规种植牙手

术价格可以适当拉开差距。

同时，《通知》规范了口腔种植医疗服务和耗

材收费方式，“技耗分离”成为指导方向。《通知》

指出，有序推进口腔种植医疗服务“技耗分离” ，

主要采取“服务项目+专用耗材” 分开计价的收

费方式。

国金证券认为，《通知》充分体现了政策制定

的科学性，种植相关服务价格调控方向基本确定。

通过挤压耗材不合理溢价收费空间， 在充分尊重

医疗技术劳务基础上，为患者切实减轻负担。种植

牙牙冠实行挂网采购， 公立医疗机构根据临床需

求自主选择，并按实际采购价格“零差率” 销售，

将进一步提升种植牙的可及性。

集中度有望提升

近年来，口腔种植供需两旺。 湘财证券认为，

随着种植牙集采的推进， 治疗费用下降有望提升

患者治疗意愿，从而提高种植牙的渗透率。具有品

牌及规模化优势的龙头民营口腔连锁机构有望实

现以价换量抢占市场，带动行业集中度提高。

目前，口腔种植体以进口品牌为主，未来进口

替代空间广阔。东北证券认为，国内种植牙整体渗

透率处于较低水平，市场具有较大增长空间。根据

公开数据，2020年全国种植体出货量约400万

-450万颗，奥齿泰与登腾位于前列，均为100万颗

以上出货量。 士卓曼与诺贝尔等一线种植体品牌

主要市场在公立医疗机构与大型民营连锁医疗机

构。 其中，公立医疗机构市占率为10%-15%。

从上游生产端来看，东北证券认为，国内种植

体生产企业近三年来发展迅速。其中，创英、威高、

百康特等品牌认可度相对较高， 产业成熟度不断

提高。一大批优质本土企业快速发展，有望大幅降

低种植体的生产成本，并改变现有竞争格局。

广州拟实施新一轮推进企业上市行动计划

● 本报记者 万宇

1月11日， 中国证券报记者在广州市加

快推进企业上市高质量发展“领头羊” 行动

计划总结大会上了解到，《广州市加快推进

企业上市高质量发展 “领头羊” 行动计划

（2020-2022年）》出台三年以来，新增境内

外上市公司64家。 截至2022年末，广州共有

超400家企业纳入拟上市企业资源库进行动

态管理，上市后备力量充足。 下一步，广州将

制定实施新一轮推进企业上市高质量发展

行动计划。

“制造业当家”特色鲜明

《广州市加快推进企业上市高质量发展

“领头羊” 行动计划 （2020-2022年）》提

出，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医

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汽车、装备制造业等

传统优势产业，以增强产业链发展韧性和竞

争力为导向，用3年时间推动60家企业上市。

自“领头羊” 行动计划实施以来，广州新增

境内外上市公司64家。

截至2022年底，广州全市累计培育境内

外上市公司244家，累计募集资金超5800亿

元。广州现有境内外上市公司218家，总市值

近3万亿元。

在广州上市公司中， 制造业企业占据绝

大多数。 在现有的218家境内外上市公司中，

有109家工业企业，占比五成。 41个工业大类

中广州上市企业覆盖了26个， 产业链中下游

企业居多。其中，工业企业以制造业为绝对主

力，电子、石化、汽车行业竞争力较强。智能与

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与健康、新一代信息技

术三大新兴支柱产业加速发展。近三年来，新

增上市企业中超50%属于战略性新兴产业。

据介绍， 上市公司积极开展产业整合，

完善产业配套，助力广州加速形成分工协作

的产业集群和优势产业链。

“专精特新” 企业较多

面对资本市场的新机遇和新挑战，广州

不断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出台一系

列政策“组合拳” ，持续为企业高质量发展

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企业成功上市后，奖励

补贴最高可达1400万元。

截至2022年末，广州共有超400家企业纳

入拟上市企业资源库进行动态管理，上市后备

力量充足。 从行业分布看，后备企业中科创企

业占比高。 37家在会在审企业中，计算机和信

息技术等科技公司数量最多，共有13家。 45家

在辅导企业则以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为主

导，共有14家。 从“专精特新”角度看，在会在

审企业中有17家为全国、全省或全市“专精特

新”企业，占比为45.9%；45家在辅导企业中有

23家“专精特新”企业，占比超半数。

广州后备企业成长性较为突出。以2021

年年报数据作为分析样本，37家在会在审企

业2021年营收增速为22.4%， 超过A股上市

公司平均水平（19.4%）。 45家在辅企业营

收增速平均值为27.8%， 净利润增速平均值

达41.4%。

提升上市效率

下一步， 广州将制定实施新一轮推进企

业上市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 广州市有关部

门将指导企业做好上市路径规划， 做好产业

梳理，结合地方特色、行业特点、企业需求，对

规模以上企业和市场前景好、 持续经营能力

强的企业进行摸底、筛选，完善广州拟上市企

业库，不断提升服务精准性、专业性、便利性。

广州将充分利用大湾区核心地理位置

优势，用好跨境金融业务发展优势，坚持境

内境外上市并举，根据A股、港股和美股各

自特点，引导各类型企业合理申报拟上市交

易所和板块，提升上市效率。

另外，广州将推动开展针对上市公司等

优质资产的产业并购工作，形成战略性产业

发展新格局。 充分发挥广州国企规模大、资

源多，以及民企创新强、机制活等互补优势，

鼓励国有资本加大对具有战略重要性、高溢

出效应产业的投资力度，加大国有企业与产

业链企业的科研合作力度，推动产业链协同

创新发展。鼓励国有企业依托资本市场开展

混合所有制改革。

广州将发挥直接融资风险共担、利益共

享机制功能，强化政府引导基金作用，充分

调动产业引导基金和优质创投机构的积极

性，发挥产业资本在产业深度和资本厚度方

面的双重优势。

工程机械海外销量持续稳步增长

●本报记者 段芳媛

工程机械行业协会2023年1月10日发布

的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挖掘机出口量持续

稳步增长。 26家挖掘机制造企业共计出口挖

掘机109457台，同比增长59.8%。 中国证券报

记者了解到，三一重工、中联重科等工程机械

企业在新年伊始，再次吹响“出海”冲锋号，力

争进一步拓展海外市场。

海外销量取得亮眼成绩

据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对26家挖掘机

制造企业统计，2022年1-12月，上述企业共销

售挖掘机261346台，同比下降23.8%。其中，出

口109457台，同比增长59.8%。

同时，装载机出口销量保持稳步增长。 据

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对22家装载机制造企

业统计，2022年1-12月， 共销售各类装载机

123355台，同比下降12.2%。 其中，出口销量

42461台，同比增长24.9%。

从企业方面来看，三一重工、中联重科、星

邦智能等工程机械企业海外收入在2022年均

取得亮眼成绩。

“2022年星邦智能稳扎稳打，海外销售再

创新高， 为支撑公司实现2025年战略目标迈

出坚实的一步。 ” 星邦智能相关负责人表示，

公司形成了独有的国际化发展战略， 在渠道、

头部客户、品牌影响力等方面实现多项突破。

财报显示， 中联重科2022年上半年实现

境外收入38.87亿元，同比增长40.45%，境外

收入占比提升至18.25%， 比2021年同期提升

了11.71个百分点。

2022年1-9月，三一重工实现国际销售收

入258.8亿元，同比增长43.7%，较2022年上半

年提升10.8个百分点。

进一步完善全球化布局

中联重科相关负责人此前表示，经过多年

发展，国内工程机械产业竞争力提升明显。 从

2021年全球50强榜单来看， 我国工程机械行

业企业在全球50强企业中的销售总份额首次

排名第一，从上年度的17.7%增至24.9%。中联

重科将持续加大投入，拓展海外市场。

在海外开设工厂是不少工程机械企业推

行国际化战略的重要举措。 以中联重科为例，

其在全球建立了30多家子公司和10个生产基

地。 公司的研发中心、生产基地、市场网络、服

务体系遍布全球125个国家和地区。

2022年8月，三一重工印尼“灯塔工厂”正

式投产。据介绍，三一重工印尼“灯塔工厂” 项

目总投资2亿元， 主要生产面向东南亚市场的

13吨-55吨挖掘机，一期规划年产能3000台。

三一重工印尼“灯塔工厂” 项目负责人

丁世锋介绍：“印尼工厂是三一海外制造迈出

的一大步。 未来，三一将以这座‘灯塔工厂’

为模板，快速推广复制，再建10座国际‘灯塔

工厂’ 。 ”

2023年新年伊始， 工程机械行业拓展海

外市场再次吹响号角。 中联重科表示，将继续

抢抓海外市场机遇，深化以端对端、数字化、本

地化为基础的海外业务体系，进一步完善全球

化战略布局。

应用场景层出不穷

广东数字经济引擎持续发力

中国证券报记者近期在广

州、佛山等地调研发现，广东数

字经济正呈现蓬勃发展势头，

“智能车间”“无人工厂”“智

慧园区” 等应用场景层出不

穷， 成为经济高质量增长的重

要引擎。

● 本报记者 武卫红

数字经济浪潮涌动

在广州数字经济核心区琶洲人工智能

与数字经济试验区，算法高地“琶洲算谷”

加速崛起，腾讯、阿里巴巴、唯品会、科大讯

飞等数字经济领域龙头企业纷至沓来。 在业

内人士看来， 广州拥有高价值的海量数据、

高集聚的数字产业和多样化的应用场景，数

字经济发展潜力巨大。

在新一轮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浪潮中，佳

都科技通过数字孪生和人工智能等自主核

心技术， 打造各类数字平台和智慧终端产

品，持续赋能产业数字化升级。 数据是数字

经济发展的资源要素。佳都科技董事兼高级

副总裁刘佳表示，推动数据要素与多样化应

用场景融合，将为广州数字经济发展注入强

劲动力。

在制造业重镇佛山市，如火如荼的数字

化浪潮正在产业园、 车间和流水线上涌动。

作为制造业转型升级综合改革试点城市，佛

山正在全方位推动传统制造业数字化、智能

化、网络化转型，产业数字化成为数字经济

发展的重要路径。

在国星光电最新Chip� LED数字化智

能化车间，各种数字化智能装备正在紧张

有序作业，一块块屏幕上不停地刷新着最

新数据，监测设备实时监测跟踪全流程生

产状态。 近期，该车间成功入选佛山数字

化智能化示范车间， 车间225台设备实现

联网，联网率超过96%，通过MES系统对

数据进行智能采集、监控和分析，实现对

生产线自动化管理。 国星光电智能车间

负责人介绍，智能化技术让能源消耗大幅

下降，人均产能提高23%，产品良率提高

近5.7%。

2022年10月，佛山美的厨热顺德工厂成

功入选世界经济论坛最新一批“灯塔工厂”

名单。 “灯塔工厂” 代表当前全球制造业领

域智能制造和数字化最高水平。

在人工智能、数字孪生等先进技术助

力下，美的厨热顺德工厂单位生产成本降

低24%，交付时间缩短41%，研发时间缩

短30%，缺陷率降低51%。 目前，该工厂已

成为全球第一大洗碗机生产基地，年产量

达600万台， 产品远销全球145个国家和

地区。

产业数字化跑出加速度

加快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成为

广东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突破口。

截至目前，佛山已建成工业互联网应用标

杆示范项目45个，广东省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

目55个， 近四成规上工业企业实现数智化转

型。 到2026年， 佛山将打造数字化示范工厂

120家、示范车间400个、标杆项目300个，超过

80%的规上工业企业将实现数字化转型。

在制造业名城东莞市， 数字化转型已经

不是“选择题” ，而是越来越多制造业企业的

“必答题”和“抢答题” 。2022年，东莞数字经

济规模迅猛增长， 成功跻身全国数字经济新

一线城市，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动能。

2022年，东莞经济表现韧性十足，呈现

稳健增长势头。 根据初步数据，2022年东莞

GDP将超过1.1万亿元。 按照最新规划，到

2025年， 东莞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规模突破

1.3万亿元，实现规上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全

覆盖，高水平建成数字经济名城和国家制造

业数字化转型示范城市。

2021年， 广东数字经济规模达到5.9万

亿元，连续5年居全国首位，数字经济占GDP

的比重达到47.5%。 数字经济成为推动经济

增长的重要引擎。

2022年，广东数字经济保持稳健发展势

头。 据广东省工信厅数据，截至目前，广东累

计推动2.25万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完成数

字化转型， 带动70万家中小企业 “上云用

云” ， 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和数字产业化规

模均居全国第一。

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总工程师董业

民表示，数字经济已成为引领广东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新动能、新引擎和主阵地。“应抓住

先机， 加速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打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引擎，抢占未来发展

制高点。 ”

放眼未来，到2025年，广东将推动超过5

万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运用新一代信息技

术实施数字化转型，带动100万家企业“上

云用云”降本提质增效。

视觉中国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