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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海 车 展 展 现 独 特 魅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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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港集团推动数字化转型——

为 港 口 装 上 智 慧 脑
本报记者 周 琳

三环集团加大研发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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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实现集装箱码头全流程自动化改

造，到率先建设港口风光发电设施集群、

形成年供应近 3 亿千瓦时清洁能源绿色

矩 阵 ⋯⋯ 近 年 来 ，天 津 港 集 团 以 推 进 京

津 冀 协 同 发 展 为 战 略 引 领 ，在 世 界 一 流

智 慧 港 口 、绿 色 港 口 的 建 设 征 程 中 交 出

了 一 份 沉 甸 甸 的 答 卷 。 今 年 1 月 ，天 津

港 集 装 箱 吞 吐 量 以 198.3 万 标 箱 创 历 史

同期新高，同比增长 5.3%，其中外贸板块

增幅达 8.3%，展现出强劲发展动能。

效率提升

天津港北疆港区 C 段智能化集装箱码

头上，近百台人工智能运输机器人（ART）

列队穿梭，一派繁忙景象。在码头智控中

心，天津港第二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操作

部经理冯淼正全神贯注分析数字孪生系统

呈现的实时数据。“每个集装箱的吊装路径

优化 0.2 秒，就能为 1 万箱级货轮节约半个

小时作业时间。技术团队通过算法优化已

攻克 13 项效率瓶颈。如今，通过系统迭代

升级，智能岸桥累计单桥作业效率提升了

60%。”冯淼说。

科技创新推动传统港口作业更加精

准和安全。在天津港集团所属的多个散

杂货码头，基于星闪无线通信技术的全景

拼接系统实现毫秒级图像传输，装载机驾

驶 员 可 获 取 360 度 无 死 角 高 清 作 业 视

图。“码头还部署了智能安防体系，可全天

候监控港区，隐患识别精准度达 98.2%。”

天津港集团数字化转型办公室规划架构

经理兰鹏说。

日前，从天津港太平洋国际集装箱码

头离泊的“中远海运樱花”轮，以每小时

282.34 自然箱的作业效率，刷新了海洋联

盟美东线在泊船时效率全球纪录。天津港

太平洋国际集装箱码头操作管理部副经理

李文涛说：“我们对船舶箱型、箱位等情况

进行细致分析，结合场地、机械等作业条

件，统筹生产资源、梳理工艺流程，决定采

用边装边卸的方式，进一步协同优化各条

作业线效率。”

为推动作业效率不断提高，天津港集

团积极推动数字化转型、智能化升级。比

如，天津港通过将自主创新技术融入传统

工艺，实现集装箱与干散货码头智能化改

造 全 覆 盖 ，大 型 集 装 箱 设 备 自 动 化 率 超

80%；开创传统码头自动化升级新范式，累

计刷新作业效率纪录 150 余次，6 条主力航

线效率大幅提升。

装备升级

“津港轮 36，请启动自主伴航模式。”

在天津港引航拖轮一体化中心，海事、引

航、拖轮三方值班员紧盯数字孪生系统界

面，下达指令。不久前，天津港集团第一港

埠有限公司拖头队副队长成卫东带着这艘

船舶的模型到北京参加全国两会，这是他

连续 3 年带着“机器人徒弟”亮相。

“ 从 2023 年 首 台 人 工 智 能 运 输 机 器

人，到如今实现‘自主避障+智能靠泊’的

二代拖轮，港口装备实现了智能升级。过

去需要 3 个人操作的拖轮，现在 1 个人就能

监控完成。”成卫东说。

智能装备革新还伴随着数字基座的完

善。2024 年以来，天津港集团前瞻布局数

字化转型，以数字化思维重塑经营管理架

构。一方面，天津港不断强化“物联智控”，

发布数字孪生系统“津鸿”，建成全物联网

示范码头。另一方面，天津港组建大数据

中心，打造绿色算力中心。目前已实现集

装箱业务线上受理率达 97.8%、单证电子

化率达 100%。

“数字化基座+智能装备”的突破正在

催生产业变革并拓展更多消费场景。跨洋

而来的车厘子、蓝莓、螃蟹等生鲜产品丰富

着百姓餐桌，来自京津冀及三北地区的游

客在天津港乘坐邮轮前往日韩旅游。当智

利车厘子从靠泊到进入京津市场仅需 5 个

小时，智慧港口已不仅是物流枢纽，更成为

区域经济发展的强劲引擎。2024 年，天津

国际邮轮母港接待 105 个航次、服务旅客

超 35 万人次，持续领跑北方市场。通过

“船港城游购娱”多维联动，天津港正串接

起京津冀文旅资源，构建邮轮经济生态圈。

今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 11

周年，天津港集团以港口为支点，凭借智能

化升级，正迅速将京津冀的“物流通道”升

级为“发展通道”，将“通道经济”升级为“港

口经济”。围绕港口核心功能，航空航天、

海洋装备、跨境电商等临港产业在天津港

周边加速集聚，带动天津全市海洋经济规

模不断壮大。

技术迭代

3 月份，在 2025 年世界移动通信大会

的华为联合展台，天津港智慧港口建设成

果作为港口领域数智化解决方案精彩亮

相，吸引大批观众前来打卡留念。港口大

模型 PortGPT1.0、人工智能运输机器人、

智能管控系统等创新成果，让全球移动通

信运营商纷纷点赞。当大屏幕播放 5G 无

人集卡编队作业画面时，海外参展商代表

惊叹道：“智慧方案让我们看到未来港口的

模样。”

天津港智慧港口方案出海惊艳亮相

有赖于多年的不断耕耘。天津港与华为

联合研发的昇腾 AI 算力底座，为港口大

模型提供强大算力；智能水平运输系统攻

克“厘米级定位、毫秒级响应”难关，实现

全球最大规模无人驾驶商用。目前，这些

技术已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部分港口

实现应用。

天津港集团的智慧港口方案能“走出

去”并获得认可，与科技人才的不懈努力

息息相关。在数字技术设施方面，天津港

集团研发人员一直致力于加强 5G、北斗、

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与港口的场景融合，以

全流程自动化和数字化转型赋能港口迭

代升级。

天津港集团副总裁杨杰敏介绍，近年

来，天津港发挥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博士

后工作站、劳模创新工作室示范作用，成立

全国港口首个院士专家工作站，携手华为

公司组建创新联合体，打造智慧港口全球

创新实验室。同时，天津港深化产学研联

合创新，打造港口大模型，开发港口虚拟数

字人、氢电混合动力人工智能运输机器人

等，赋能港口生产。

从算法优化到装备创新，从技术出海

到港产融合，天津港正以“智慧”为笔，书写

新时代港口企业高质量发展新答卷。截至

目前，天津港已有 147 条航线联通全球，30

余条滚装航线辐射五大洲。

在潮州三环（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新落成的深圳展厅内，一粒粒

金色的长方体在显微镜下泛着光

泽 —— 这 是 被 称 为“ 电 子 工 业 大

米 ”的 多 层 片 式 陶 瓷 电 容 器

（MLCC）。该产品约 1 毫米的厚度

内堆叠着上千层陶瓷介质膜，每层

厚度仅 1 微米。

陶瓷介质膜越薄，电容器就体

积越小、性能越强，其中的技术攻关

难度很高。为突破材料微观结构瓶

颈，三环集团花费数千万元购置测

试分析设备。研发人员经过反复试

验，攻克一道道难题，实现介质层膜

厚从 5 微米到 1 微米，堆叠层数突破

1000 层。

通过持续提升工艺技术水平和

质量管控水平，三环集团 MLCC 产

品瞄准高容量、高可靠性、高频、高

耐压、小型化等方向不断创新突破，

形成丰富的产品矩阵。

三环集团是一家主要从事电子

元件及其基础材料研发、生产和销售

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近年来，电

子元件在各个新兴领域发挥着重要

作用，三环集团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动

力，不断加大投入力度，持续推进创

新研发项目，取得稳定发展。2024

年，公司营业收入 73.75亿元，同比增

长 28.78%；实现归母净利润 21.90 亿

元，同比增长38.55%。

三环集团展厅内，电子元件产

品琳琅满目。其中，光纤陶瓷插芯、

片式电阻器陶瓷基板被工信部评为

“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产品”。“这些

小部件看似不起眼，每年三环集团

约 30%的净利润是它们带来的，秘

诀藏在材料‘基因’里。”深圳三环研

究院院长陈烁烁告诉记者，三环集

团积极开展多元化布局，通过“材

料+结构+功能”排列组合，逐渐衍生出电子元件、通信器件、新能源

三大板块。通过多个业务板块实现资源共享、技术互促和市场联动，

最大化发挥企业整体竞争优势。

今年 1 月份，深圳光明区人民医院 300 千瓦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

（SOFC）示范项目并网发电。该项目由三环集团子公司深圳三环科

技有限公司携手深圳市燃气集团共同建设，预计年发电量 230 万千

瓦时，减碳 320 吨，发电效率达 64.4%。

“SOFC 是通过高温电化学反应，将燃料的化学能直接转换成电

能的发电技术，具有发电效率高、低碳无污染、可靠性高等优点，能将

天然气发电碳排放降低 50%，未来与绿氢结合可实现零碳发电。”深

圳三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东羽说。

三环集团始终注重技术创新，研发投入占比不断提升，2024 年

研发投入 5.83 亿元，同比增长 6.83%。公司在多地建立研究院，配备

先进测试分析仪器和试验设备，专注于新材料、新产品、模具及夹具

的研究与创新，形成了新技术研究—成果转化—再创新的机制。张

东羽告诉记者，三环集团牵头建设的“国家能源高温燃料电池研发中

心”，已聚集了十几家产学研单位，正朝着单电池寿命突破 8 万小时、

系统成本下降 30%的目标攻关。

“紧盯行业发展趋势，三环集团以‘材料+’为战略核心不断实

现突破，始终坚持‘量产一代、储备一代、研发一代、调研一代’的产

品创新驱动，不断推陈出新，提供高价值的产品和服务解决方案。”

张东羽说。

在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上，西部地区机械设备制造企业抓住机遇，依托科技赋能，通过实行智能化改造、数

字化转型，让一大批更智能优质的工程机械设备走下生产线，走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一线，助力提升通道建设施

工效率的同时，也依托通道带动作用，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图为位于重庆市两江新区的一家机械制造企业，工作

人员在总装车间组装即将出口的挖掘机。 新华社记者 黄 伟摄

三环集团车间内，工作人员在生产多层片式陶瓷电容器。

方秀芝摄（中经视觉）

图为天津港北疆港区 C 段

智能化集装箱码头。

夏德崧摄（中经视觉）

以“ 拥 抱 创 新 ，共 赢 未 来 ”为 主 题 的

第二十一届上海国际车展本周开幕。来

自 26 个国家和地区的近千家中外知名企

业参展，约 1300 辆展车精彩亮相，不仅向

观 众 展 现 了 全 球 汽 车 行 业 最 新 技 术 、产

品 及 发 展 趋 势 ，更 以 鲜 活 的 场 景 展 现 了

中国引领全球汽车产业变革新活力与新

气象。

首发车数量多少与结构变化，体现着

车展的含金量，代表着产业的未来发展方

向。据组委会统计，此次车展百余款新车

首发首秀，其中绝大部分为新能源汽车。

不仅东风、长安、吉利等本土车企推出的新

车更加电动智能，包括宝马、奔驰、大众等

跨国车企推出的新车，也迎来了从“马力”

到“算力”的跃迁。

近年来，全球车展式微。底特律车展

参展商数量腰斩，法兰克福车展被迫迁址

慕尼黑后仍难挽颓势，日内瓦车展更因资

金问题多次停办。尽管在本届车展前夕，

曾经历了一番主办方争夺战，打乱部分车

企新车上市节奏；尽管车企对流量的疯狂

追逐，因近期一次高速公路交通事故，在反

省中开始回归理性；尽管在地缘政治博弈

紧张、贸易战加剧的阴影下，全球汽车产业

空前承压，但这些都丝毫掩饰不住上海车

展的超高人气和独特魅力。

车展背后有车市。中国已连续 15 年

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产销国，连续 10 年成

为全球最大的新能源汽车产销国，同时，中

国也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出口国。中汽协

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汽车

产销量分别完成 756.1 万辆和 747 万辆，同

比分别增长 14.5%和 11.2%。按照这样的

增 速 ，今 年 我 国 汽 车 产 销 量 有 望 再 创 新

高。超大规模的中国汽车市场，吸引并反

哺众多跨国车企。目前，中国不仅已成为

宝马、奔驰、奥迪等众多世界汽车品牌销售

最大单一市场，更是其主要利润来源地，被

不少跨国车企亲切地称为“第二故乡”。

车展背后有重塑。一方面是产品重

塑。穿梭各大展馆，不管是自主品牌，还是

外资品牌；无论是外观颜值，还是产品“研

值”，都焕然一新。过去那种由机械工程的

熟练程度、马力、引擎盖标识地位来定义的

汽车产品，越来越多被软件和算法驱动，从

“这辆车能做什么”转向“这辆车是否懂

我”。另一方面是竞争格局重塑。电动化

与智能化变革，叠加价格战倒逼，在加剧淘

汰赛的同时，也在重塑市场竞争格局。销

量与利润过多依赖传统燃油汽车的企业，

市场地位在急剧下降，而新能源汽车发展

较好的车企，市场地位快速攀升。比亚迪、

吉利已跃居全球车企销量排名前十榜单，

就很能说明问题。

车展背后有趋势。供应链是汽车产业

的“根系”。没有“根系”的发达，就没有汽

车产业大树的枝繁叶茂、顶天立地。今年

上海车展首次设立了汽车科技及供应链展

区，近 50 家国内外知名科技、半导体和芯

片企业首次亮相。科技公司及供应链参展

企业数量较上届明显增长，体现了在智能

网联新能源汽车时代，科技与汽车的深度

融合在进一步加速，特别是人工智能、大数

据等前沿技术，在智能汽车上的应用更加

深入，正在成为行业创新热点。

值得关注的是，在这场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中，跨国车企与中国创新力量和供应

链的“双向奔赴”，已然成为本届车展的“超

级 CP”。不可否认的是，国外技术曾是推

动中国汽车行业起步与成长的关键力量。

随着中国本土技术快速突破及智能电动化

供应链崛起，中国已从“技术引进”逐步迈

向“技术输出”。宝马拥抱华为、阿里巴巴、

字节跳动，奔驰牵手 Momenta，上汽奥迪搭

载华为乾崑，类似越来越多的“外资车企+

中国科技”的深度协同，既是中国科技创新

活力的展现，也是市场高水平对外开放的

体现。正如宝马集团董事长齐普策所言，

“中国市场在宝马全球创新版图中的战略

地位日益彰显，并在‘新世代’技术创新的

跨越式发展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今年恰逢上海车展 40 周年。隔年轮

流举办的上海车展和北京车展，不仅早已

跃升为全球顶级车展，也是中外经济社会

交流的一扇重要窗口。透视这扇窗，我们

不仅可以看到全球汽车产业的竞争格局与

演进趋势，更能感受到中国经济的超强韧

性与澎湃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