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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徐工机械总工程师单增海：

建立工程机械国家级创新平台

●本报记者 李嫒嫒

“工程机械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国

家装备制造业水平的关键指标之一，其

核心竞争力是技术创新。 ” 全国人大代

表，徐工机械总工程师、副总裁单增海

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掌

握行业话语权， 需要坚持技术创新，当

前亟需建立工程机械领域的国家级创

新平台，补齐基础材料和工艺、高可靠

性等关键技术短板，实现核心零部件自

主可控， 支撑工程机械主机智能化、绿

色化发展，重塑全球工程机械中高端市

场竞争格局。

加快自主创新

单增海认为，经过多年发展，我国

工程机械行业已具备一定的全球竞争

优势， 但部分高端核心零部件仍依赖

进口。

对于如何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

工程机械先进制造业集群， 单增海建

议，以国家创新中心建设为载体，研发

一批国际领先、引领行业发展的主机及

核心零部件产品，助力我国工程机械及

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推动徐州工程

机械集群建设成为极具国际竞争力的

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世界一流的高端

工程机械及核心零部件创新平台。

徐工机械加快科技自立自强步伐。

单增海介绍， 徐工300吨级以下全地面

起重机通过技术升级，关键指标已达到

全球第一， 整机国产化率由原来的71%

提升到100%。

掌握行业话语权， 需要坚持技术创

新。单增海介绍，徐工正着力构建工程机

械、矿山机械、农用机械、环卫机械、应急

救援和现代服务业“5+1” 现代化产业

体系，聚焦“打造世界一流企业、攀登全

球产业珠峰” 战略目标和产业规划，坚

定不移走自立自强之路， 加快向全球装

备制造产业高峰攀登， 打造世界级工程

机械产业集群。

整合创新资源

为推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单增海

建议，整合利用全球创新资源，构建以企

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

技术创新体系，促进产业链、创新链深度

融合，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创新高地。

单增海提出，构建以徐工等企业为

龙头，众多创新型中小企业为配套的产

业集群，组建“龙头引领＋配套协作+

院校协同+用户支撑” 的高端工程机械

及核心零部件协同创新联合体，集聚行

业优质创新平台，收集产业链终端用户

技术需求，形成网络化的协同创新生态

系统。

“要牢牢掌握关键核心零部件技

术，建立安全可靠、自主可控的供应链，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

单增海表示，工程机械企业要积极参与

具有战略性全局性前瞻性的国家重大

科技项目，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着力提

升关键零部件自主化率，牢牢占据产业

链、价值链高端。 “实现高质量发展，需

要打造高质量的同盟军，高质量的供应

链、销售链。 ”

全国人大代表、中信重工董事长武汉琦：

推进装备制造业实现数字化转型

●本报记者 董添

“加快推进重型装备制造业高端

化、绿色化、智能化转型，实现装备制

造业质量效益提高、产业结构优化、发

展方式转变、增长动力转化。 ” 全国人

大代表、中信重工董事长武汉琦建议，

坚持改革引领， 着力营造有利于科技

创新的良好氛围。

加快数字技术成果转化

在武汉琦看来， 重型装备制造业

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转型，仍存在

技术、资金能力难以有效支撑等问题。

武汉琦建议， 相关部门进一步发挥在

战略规划引导、政策支持、标准制定等

方面的指导作用，加强顶层设计，加快

推进装备制造业实现数字化转型。 强

化企业创新的主体地位， 支持重型装

备制造龙头企业开展产学研合作和组

建联合体， 提升装备制造业数字技术

研发能力， 解决装备制造业智能制造

面临的“卡脖子” 技术难题，打造开放

协同的创新体系， 加快数字技术成果

转化。

“推动重型装备企业加快信息

技术与制造业融合应用场景建设。

充分利用新技术的赋能赋智作用，

加快推进离散型企业连续化智能制

造新模式示范建设， 为重型装备制

造业实现转型升级趟出一条新路

径。 进一步开展试点或示范工程建

设，培育数字化转型领航企业，打造

重型装备智能制造示范工程以及高

端装备全生命周期服务平台应用典

范， 形成装备制造业数字化产业新

业态，推动装备制造业高效化、智能

化、绿色化转型升级，提升我国高端

重型装备制造智能化水平和国际竞

争力。 ” 武汉琦说。

武汉琦表示， 要在高端装备科技

创新成果应用、 装备制造业国际化等

方面持续加大支持力度， 行业主管部

门牵头强化对标世界一流装备制造企

业，聚焦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

力、抗风险能力等关键指标，对装备制

造业世界一流企业深入开展研究，构

建完善评价指标体系， 指导装备制造

企业分析短板差距， 明确建设目标和

重点任务。

建设国家级科创平台

对于国家级科创平台建设，武

汉琦表示，国家级科创平台建设要

主动融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

变革，把创新发展作为首要任务，把

协调发展和绿色发展作为基本原

则，坚持开放共享，提升自主创新能

力。 要充分发挥国家级科创平台科

技创新“排头兵” 作用，抢占全球

科技制高点，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

求，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加快建设

科技强国。

武汉琦建议，制定长期、有效的支

持政策， 充分发挥大型科技企业的创

新骨干作用，推进引导高校、科研院所

等行业优质创新资源向龙头企业聚

集， 打造以行业龙头企业为主体的科

技攻关重地、原创技术策源地、科技人

才高地、科技创新政策特区，提升创新

体系整体效能， 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

的开放创新生态。

全国政协委员、科德数控董事长于本宏：

加强工业母机产业生态建设

●本报记者 宋维东

全国政协委员、 科德数控董事长

于本宏日前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 工业母机是工业现代化的

基石， 处于制造业产业链和价值链核

心环节。 面对新的发展形势，要积极面

向市场， 多措并举推动工业母机自主

可控高质量发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 着力提升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于本

宏表示， 工业母机自主可控是制造业

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保障， 是建设现代

化产业体系的基础。

近年来， 在高档数控机床与基础

制造装备科技重大专项支持下， 我国

初步建立了工业母机正向研制能力，

完成了数百种新产品小批量试制，但

仍需迭代提升、夯实能力。

于本宏表示，要以市场化方式，将

重大专项培育的“星星之火” 转化为

引领产业自立自强的“燎原之势” 。 目

前， 不少关键装备仍依赖进口，“亟需

国家加强工业母机产业生态建设，培

育支持国产升级的战略科技力量” 。

近年来，我国工业母机领域的发展

成绩有目共睹。 国企改革扎实推进，优

质民企大批涌现。 在于本宏看来，要让

市场机制更好地服务于工业母机自主

可控，实现“从市场中来到市场中去” 。

“要立足市场机制，深化工业母机

上中下游产业的市场化改革，统筹做好

公平竞争与优先发展。” 于本宏说，“要

发挥好政府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不

同作用，强化工业母机研制的市场化能

力，促进产业优胜劣汰、良性发展。 ”

于本宏表示，要发挥好企业的创新

主体作用， 国家通过市场公开选拔，在

考量企业技术攻关能力、制造能力和市

场应用的基础上，择优培养塑造市场化

的战略科技力量， 重点解决工业母机

“卡脖子” 问题。

于本宏建议，通过市场化方式，加快

推进面向全行业的国家级工业母机创新

平台建设， 加快形成工业母机上中下游

企业和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格局， 实现

全产业链发展；同时，加强工业母机一级

学科建设。建立工业母机“卡脖子”技术

攻关清单， 并由需求单位联合行业组织

对“卡脖子”技术攻关结果予以评价。

掌握核心技术 实现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

创新能力是衡量装备制造业水平的关键指标之一。 多位

代表委员认为，要牢牢掌握关键核心零部件技术，建立安全

可靠、自主可控的供应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

平。 充分发挥国家级科创平台“排头兵”作用，强化企业创新

主体地位，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进一步开展试点或示范

工程建设，培育数字化转型领航企业。 加强顶层设计，支持龙

头企业组建联合体开展产学研合作，解决“卡脖子” 技术难

题，促进产业链、创新链深度融合，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创

新高地。

视觉中国图片

全国政协委员、阿里巴巴集团技术委员会主席王坚：

科技领军企业要在国际市场“出好题”

●本报记者 杨洁

全国政协委员、阿里巴巴集团技

术委员会主席王坚在接受中国证券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科技领军企业要

做好 “出题人”“答题人”“阅卷

人” ， 最重要的是要提高自身核心竞

争力。 “出题” 就是要找到关键问题

所在， 这本身就是一种核心竞争力。

中国企业不仅要在国内 “出题” ，还

要大胆走出去到国际上 “出题” ，引

领带动行业发展。

王坚主要关注中小企业的数字化

转型。 “数字化是推动中小企业转型

升级的重要手段。 ”王坚认为，企业做

强做大，产业升级将是必然结果。

“中小企业是重要的创新主体。”

王坚表示， 要明确中小企业创新主体

地位， 为中小企业健康发展营造良好

环境，充分调动中小企业创新积极性。

政策、 中小企业创新内生动力以及全

社会数字化服务能力， 三者需要良性

互动、协同发力，形成推动中小企业数

字化转型的合力。

王坚表示， 我国拥有良好的互联

网基础设施， 数字化与社会发展正在

深度融合。中小企业要借助这股东风，

勇攀数字化转型高峰。

企业是科技创新的主体。 科技部

提出，要进一步发挥企业作为出题人、

答题人和阅卷人的作用。王坚认为，这

意味着企业不能只是简单满足市场需

求，而要起到科技创新引擎作用。

王坚说：“在产业发展新阶段，当

好‘出题人’ 其实很难，但至关重要。

找到关键问题所在， 这本身就是核心

竞争力。 ”

王坚于2009年创建阿里云，并主

持研发了云操作系统“飞天” 。 如今，

阿里云持续开拓海内外市场， 过去三

年阿里云在海外市场营收增长超过

10倍，是全球第三、亚太第一的云服

务商。王坚认为，科学研究要有全球视

野。“中国科技企业要大胆走出去，不

仅要在国内‘出题’ ， 还要去国际上

‘出题’ 。 ”

全国政协委员 于本宏

全国政协委员 王坚

全国人大代表 武汉琦

全国人大代表 单增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