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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提示

在稳步提升传统优势产业竞争力的同时，
大连积极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加快打造
新引擎，孕育新动能，工业经济不断向中高端
迈进。近年来，大连市新兴产业以年均两位数
的增速快速发展。2018年，全市规模以上工
业新兴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9.6%，快于全市
规模以上工业总体水平23.7个百分点。

在大连光洋老厂区恒温地下工厂，100余
台五轴数控机床正在同时组装。与此同时，
在大连智能制造装备产业园，一座世界上单
体规模最大的恒温恒湿地藏式工厂正在建
设，今年年末可以实现部分投产。依靠自主
创新，大连光洋的高端数控机床已掌握100多
项核心技术，产品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核能
等高端领域；科德数控研制生产的五轴联动
加工中心，为航天科工组建了国内首条航天
核心产品生产线。未来光洋地藏式工厂建成
达产后，大连的高档数控机床及功能部件产
业优势将进一步凸显。

先进轨道交通装备产业实力强劲，大连
机车是我国唯一同时具有自主研制内燃机
车、电力机车、大功率柴油机、城市轨道车辆能
力的国家重点大型企业，“和谐”型大功率牵引

动力机车已成为国内铁路运输的主力机型，
技术能力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在海洋工程装备领域，顺利交付世界最
先进的A5000型深水半潜平台。具备大型自
升式钻井平台、半潜式钻井平台和FPSO设计
建造能力，成为国内最重要的海洋工程装备
研制基地。

新一代电子信息制造业加快发展。英特
尔非易失性存储器（二期）建成投产，创造了

“大连速度”，中国华录超大容量蓝光存储国际
领先；中盈科技国内首创的激光针式一体机
研发成功；达利凯普荣获第七届中国创新创
业大赛全国总决赛电子信息行业成长组一等
奖，为多年来东北企业首次获奖。

新材料产业亮点纷呈。金玛硼业研制的
中子吸收球，已用于山东石岛湾建设的20万
千瓦高温气冷堆示范堆核电站，是世界上第
一个为核电站提供中子吸收球的企业；博恩
坦硼同位素系列产品已应用于核电等关键领
域，为“华龙一号”“快中子堆商用示范工程”和

“空间反应堆”等重点工程配套；爱瑞德纳米节
能膜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在建筑和汽车领域
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

新兴产业茁壮成长

本报讯 记者杨丽娟报道 大连市以智
能制造为主攻方向，持续深入实施智能制
造、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高端装备创新、工
业强基、绿色制造等重大工程，推动装备制
造、船舶制造、石化产业等传统优势产业向
智能化、绿色化、服务化、品牌化方向转型升
级，大力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大
连由制造大市向制造强市迈进。

实施智能制造工程。大连市积极组织
推荐企业申报国家智能制造综合标准化和
新模式应用专项、国家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
目，恒力石化超大型高转化率对二甲苯炼化
一体化智能工厂、瓦轴集团新一代先进轨道
交通轴承智能制造新模式等两个项目入选
工信部智能制造综合标准化和新模式应用
专项，中远川崎大型高技术船舶智能制造工
厂项目入选国家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

推进冰山集团、大连机车、瓦轴集团、大杨集
团等重点企业进行智能化改造，组织智能制
造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深入企业，提供精准
服务。组建大连市智能制造产业联盟，务实
高效发挥联盟在企业和政府间的桥梁纽带
作用，开展项目对接、咨询诊断、国际合作等
相关工作。

实施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工程。修订
印发《大连市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工程实施
方案》，在重点行业领域组建覆盖行业大部
分优势资源、产学研用深度合作的制造业创
新中心，支持创新中心重点开展行业关键共
性技术研发、成果产业化、人才培养等工作，
打造以产业为主体、产学研用结合的制造业
创新体系，提升制造业创新能力和技术水
平。2018 年新认定大连市光存储技术创新
中心和大连市储能技术创新中心，截至目前

已认定市级制造业创新中心7个。
实施高端装备创新工程。持续推动重

大项目建设，一重加氢研制的世界最大镇海
沸腾床渣油锻焊加氢反应器成功发运。中
车旅顺基地机车板块已启动建设，时速 160
公里至200公里的动力集中式动车正在进行
上路试验，旨在打造世界级轨道交通装备产
业基地，夯实和发展内燃机车传统优势，构
建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城轨、电力机车、内
燃机车、货车、牵引系统、信号、轨道交通电
器等技术平台，满足国内外不同市场对系列
化整车产品的需求。

实施工业强基工程。积极争取国家支
持，组织企业申报国家工业强基工程专项和
工业强基工程重点产品、工艺“一条龙”应用
计划，其中环新精密高精密线材成形技术及
制造项目中标工业强基工程实施方案“高强

度线材和带材”分包，瓦轴集团、凯特乐入选
高速动车组轴承和地铁车辆轴承“一条龙”
应用计划。发挥市级专项资金引导扶持作
用，2018年重点支持达利凯普多层片式电容
器、伊科能源锂电池隔膜、远东工具热等静
压车间等强基类项目。

实施绿色制造工程。认真落实《大连市绿
色制造工程实施方案（2016-2020年）》，建立
绿色制造项目库，推进企业以创建绿色工厂、
绿色产品为主要内容建设绿色制造体系。大
连瑞光被工信部确定为绿色工厂，华锐重工、
松下冷链被确定为辽宁省第一批绿色工厂，大
冷股份被确定为辽宁省第二批绿色工厂。乾
承机械磨损陶瓷合金自动修复技术列入《国家
工业节能技术装备推荐目录（2018）》，美天新
能源等4家企业生产的节能环保锅炉列入《辽
宁省高效节能环保工业锅炉推荐目录》。

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

大连实施五大工程推进制造强市建设

本报讯 记者杨丽娟报道 记者26日从大
连市统计局获悉，上半年，大连市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 14%，增幅高于全国 8 个百分
点；增加值总量占全省近三成，排名第一位。从
相关指标看，出口交货值、工业增值税和工业用
电量分别累计增长14.5%、8.9%和7.2%。

分经济类型看，上半年，国有企业增加值增
长4.4%，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增长10%，股
份制企业增长18.7%，集体企业增长26.2%。

分行业看，在全市 36 个工业大类行业中，
有 20 个行业增加值呈增长态势，占 55.6%。增
长较快的主要行业依次为：计算机、通信和其他
电子设备制造业，医药制造业，铁路、船舶、航空
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化学原料和化学
制 品 制 造 业 ，通 用 设 备 制 造 业 ，分 别 增 长
44.4%、21.4%、17.6%、14.7%和8.8%。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14%

本报讯 记者杨丽娟报道 盈利状况改
善，盈利能力提升，大连市统计局提供的数据表
明，今年上半年，大连市规模以上工业经营效益
总体向好。上半年，大连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
现营业收入3210.7亿元，同比增长7.9%；实现利
润总额254.7亿元，同比增长12.1%。

工业企业盈利状况改善。从重点产业看，装
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 1125 亿元，占总量的
35%，增长5.9%；实现利润总额134.2亿元，占总量
的52.7%，增长17.2%。石化工业实现营业收入
1285亿元，占总量的40%，增长12.9%；实现利润
总额70亿元，占总量的27.5%，增长19.5%。

企业盈利能力有所提升。营业收入利润率
是企业每单位营业收入能带来多少营业利润，
体现了企业营业活动最基本的获利能力，是评
价企业经营效益的主要指标。上半年，全市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达7.9%，表明
工业企业盈利能力有所提升，市场竞争力增强，
发展潜力总体提升。

规模以上工业利润总额
同比增长12.1%

本报讯 记者杨丽娟报道 记者26日从大
连市统计局获悉，今年上半年，大连市战略性新兴
产业实现增加值284.1亿元，同比增长33.4%（按现
价计算，下同），增速较上年同期提高了2.4个百分
点。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增长40.4%，占比为83.6%。

上半年，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实现增加值
186.7亿元，增长42.6%；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实现
增加值16.4亿元，增长23.3%；新材料产业实现
增加值 3.7 亿元，增长 51.6%；生物产业实现增
加值41.2亿元，增长26.3%；新能源汽车产业实
现增加值 3227.6万元，增长 34.2%；新能源产业
实现增加值19.2亿元，增长16.4%。

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33.4%

本报讯 记者杨丽娟报道 今年上半年，
大连市新生动能快速成长，装备制造业增长较
快，领军作用凸显；高技术产业快速发展。

当前大连市正在加快产业高端化、集约化步
伐，助推装备制造业发展。上半年，装备制造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15.1%，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比
重达46%，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为48.6%。其中，
电子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4.4%，增长贡献率达
43.8%，成为支撑全市工业经济的中坚力量。

大连市工业向价值链中高端不断延伸。上
半年，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的23.8%，同比增长39.2%，比上年同期提
高4.5个百分点，增长贡献率达52.8%，比上年同
期提高 18.1个百分点。在高技术产业中，电子
及工业设备制造业和医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
长48.1%和21.4%，高技术企业活力进一步释放。

高技术产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39.2%

本报讯 记者杨丽娟报道 为加快推进智
能制造工程建设，鼓励工业企业智能化改造升
级，更好发挥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大连市工业和
信息化局、财政局近日联合发布《大连市智能化
改造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据悉，大连市智能制造专项资金支持范围
为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和先进制造技术，运用
自动化设备及工业软件、控制系统、工业互联网
等对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经营管理、运维服务
等环节进行智能升级和集成应用，优化技术和
工艺流程，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产品优质率，提升
企业发展质量和水平，重点关注离散型智能制
造、流程型智能制造、大规模个性化定制和远程
运维服务等智能化升级改造项目。

按照《管理办法》，申报“智能化改造”应用项
目的企业须成立1年以上并已投产、项目符合国
家产业发展重点方向，实施项目的智能设备和技
术等投入总额达600万元以上。专项资金对“智
能化改造”应用项目的资助方式为以奖代补。对
企业以自筹资金实施智能化改造的项目，按项目
设备和技术投入总额给予不超过15%的资金补
助，单个项目最高补助金额不超过500万元。

智能化改造专项资金
管理办法出台

今年上半年，大连
工业交出一份亮丽的答
卷：全市规模以上工业
完成增加值同比增长

14%，连续15个月保持两位数增
长，增速分别高于全省、全国6.8
个和8个百分点，在全国副省级城
市中居首位。高技术产业和装备
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同比增长
39.2%和15.1%。

数字折射出大连在工业经济
稳增长、调结构上的巨大努力。近
年来，大连市委、市政府坚持新发
展理念和“四个着力”“三个推进”，
积极推动工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加快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大力发
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推进互联网、
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与制造
业的深度融合，推动制造业高质量
发展，大连制造由“大”变“强”。连
续两年被国务院评为“促进工业稳
增长和转型升级、实施技术改造成
效明显的地方”而受到通报表彰。

工业经济半年报BANNIANBAO

由“大”变“强”
——大连市加快制造业升级发展纪实

本报记者 杨丽娟

在人们印象中，一条流水线上生产不出
两样产品。但在大杨集团生产车间里，一条
生产线做出的产品却件件不同。大杨集团打
造的服装个性化定制平台，在20多个国家开
设合作定制店面近千家，通过对服装定制业
务流程中各环节的系统开发和集成，实现制
造过程的智能排版、智能剪裁、智能吊挂运料、
智能仓储物流等功能，实现全球服装个性化
定制的按需柔性智能定制生产。在全球任何
一个能在线上定制大杨制造服装的城市，从
量尺完毕数据上传，到产品从工厂出厂，只需
5天时间，年个性化定制达80万件。

大连市加快推进互联网、大数据、云计
算、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为制造业转
型升级赋能。在大连，和大杨集团一样，越来
越多的企业通过融合插上“智慧翅膀”。

设立智能制造专项资金，加快推进传统
产业的智能化改造。大连市重点支持和鼓励
企业实施“机器换人”，建设数字化车间和智
能工厂，全面提升企业研发、生产、管理和服
务的智能化水平，先后支持中远川崎大型高
技术船舶智能制造数字化车间等19个项目，
企业在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等方面效果显
著。大冷股份实施冷压缩机智能制造系统项
目后，实现制冷压缩机关键零部件柔性生产
和智能制造，缩短设计周期和交货期，生产效

率提高35%。
推动两化融合发展。积极推进两化融合

试点示范，亚明汽车入选工信部工业互联网
试点示范项目；东软集团、中远川崎入选工信
部2018年制造业“双创”平台试点示范项目；
美罗药业、瓦冶轴、行健数控3家企业成为辽
宁省工业电子商务试点企业。大连市列入工
信部和辽宁省贯标试点企业共计44家，截至
2018年底，累计有23家企业通过贯标认证。
围绕核电、船舶、轴承、机床、服装、医药等十大
优势产业，推进两化深度融合，重点推进50家
两化融合示范企业开展“智能制造”“双创平
台”“云平台”“工业电子商务”建设，工业企业
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达68.4%，关键工
序数控化率达47.5%，重点企业“双创平台”普
及率达72%。

积极推进工业互联网建设。推进冰山集
团、大杨集团、亚明汽车等一批龙头企业加入
中国工业互联网产业联盟，推动国家级科研院
所与企业开展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咨询服务，
加快建设企业级工业互联网平台，实现创新应
用。冰山集团与昆仑大数据合作，建立冰山云
工业互联网平台，将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
信息技术赋能冷热产业全价值链发展，已连接
工业设备数量1万多台，部署几十个面向特定
场景应用的APP，注册用户达1200多个。

制造业插上智慧翅膀

6月22日，中船重工大船集团为招商轮船
建造的全球首艘30.8万吨超大型智能原油船
82 号船成功交付，从大连扬帆远航。这是大
船集团继2018年成功交付全球首艘风帆助推
VLCC 项目后，同招商轮船共同打造品牌
VLCC的又一创新力作。

“凯征”轮通过构建服务智能系统的网络
信息平台，实现了船舶航行辅助自动驾驶、智
能液货管理、综合能效管理、设备运行维护、船
岸一体通信五大智能功能，填补了国际智能
VLCC的空白。它的成功交付, 不仅在世界
大型远洋智能船舶发展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
义，也代表中国开启了全球超大型油轮智能
航运新篇章。

超大型智能原油船的示范应用是大连市
传统产业持续优化的缩影。

装备制造和石化产业是大连传统优势产
业。近年来，大连市依靠技术创新，不断推动
传统优势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服务化和品
牌化方向转型升级，努力打造国之重器，传统
产业焕发新生机。

船舶制造向高端化发展。大连目前在散
装船、集装箱船和游船三大主力船型中形成
一批世界品牌。全球首艘8.5万立方米超大
型乙烷乙烯运输船建造成功，具有世界先进
水平的20000TEU集装箱船成功交付，标志我
国高技术船舶建造能力进入世界第一方阵。
大连重工生产全球首支世界最大22000标箱集
装箱船用曲轴下线，填补了世界空白，彻底打破
国外对大型低速船用曲轴的长期垄断。

装备制造业创新成果不断涌现。大连重
工按世界最高环保标准推出智能化焦炉机械

整体解决方案，先后开发出“智能化焦炉机械
控制技术”“大型焦炉除尘系统技术”等国内领
先的制造技术，并成功应用于首钢京唐一期、
河钢邯钢集团等焦化项目，实现设备在无人
操作状态下的安全、高效、自动工作，为客户研
制生产的7.65米顶装型焦炉机械为亚洲最大
型号，代表国内大型焦炉设备大型化、高端化、
智能化、绿色环保的最高水平，达到当代焦化
行业世界领先水平。大橡塑研制的国内首台
35万吨/年聚丙烯挤压造粒机组通过验收，产
品打破国外技术和市场垄断，具有完全自主
知识产权。

关键零部件自主化水平显著提高。大连
弹簧超超临界火电机组安全阀用弹簧应用于
火电、核电、军工等重点领域，填补国内空白；
大连远景铸造为徐工集团研制的中大吨位

（挖掘机）高端整体多路阀铸件达国内领先、国
际一流水平。此外，大连市生产的泵、阀、模
具、减速机产品广泛应用于石化、核电、装备制
造等领域，并大量替代国外进口。

石化产业链条不断延伸。针对“油头”
大、“化身”弱、“纺尾”缺的现状，大连全力推进
产业链条延伸，先后布局PX、PTA等项目，初
步形成长兴岛、松木岛、大孤山三个石化产业
集聚区。恒力石化2000万吨/年炼化一体化
项目已全面投产，大连市原油加工/PX/PTA
等基础化工生产加工能力分别达到5000万
吨/590万吨/1200万吨规模，成为国内最大炼
油基地和全球最大PTA产业基地。依托中科
院大连化物所和大连理工大学，大连在精细
化工领域实力超群，DMTO催化剂、甲醇催化
剂、聚酯催化剂占国内市场的50%以上。

传统产业再发新芽

大船集团建造的全球首艘超大型智能原油船VLCC“凯征”轮。（资料片）

大连重工采用国际最高标准研制的出口澳大利亚罗伊山公司的1.44万吨/时堆取料机。（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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