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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色金属行业效益稳步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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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 电 网 释 放 大 能 量
可持续的能源保障，是南极科考的重要

支撑。不久前，我国在南极秦岭站建设的首

个规模化新能源系统正式交付使用，标志着

中国极地科考迈入绿色低碳能源新时代。这

一突破不仅是全球极地科考领域的里程碑，

更彰显了中国在清洁能源技术领域的国际领

先地位，为新能源在环境恶劣场景使用奠定

了坚实基础。

南极能源供给长期面临运输难、储存险、

污染重的困局，新能源是如何替代传统化石

能源的呢？南极秦岭站通过整合 100 千瓦风

力发电系统、130 千瓦光伏发电系统、30 千瓦

氢能系统、300 千瓦时低温储能电池系统、部

分柴油发电系统，形成“风—光—储—氢—荷”

多能互补的微电网，突破了极端环境下的清

洁能源供给瓶颈。这不仅降低了南极科考经

济成本，也为全球极地科考减排提供了中国

方案。

极地环境能够用上规模化新能源系统，

离不开智能微电网技术。它就像隐藏在庞大

肌体中的毛细血管，虽不起眼，却至关重要。

传统电力系统好比一条条宽阔的“主动脉”，

从发电厂到变电站再到千家万户，能源单向

流动，稳定却稍显笨重。一旦遇到极端天气、

设备故障，可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引发大

面积停电事故。而且，随着新能源快速发展，

大量分布式风光能源涌入电网，它们“脾气”

难测，时有时无，传统电网有点“消化不良”，

接纳能力有限。

这时候，智能微电网应运而生，它是一套

小型智能化电力系统，可以不依靠大电网实

现自给自足。就算大电网有个“头疼脑热”，

微电网也能“独善其身”，保障用电。灵活性

是微电网的一大亮点，它能根据不同场景调

整。在偏远海岛，没有大电网覆盖，微电网能

靠太阳能、风能等点亮海岛的夜晚，支持渔业

生产。在工业园区，微电网能精准匹配企业

用电需求，企业省了电费，电网也优化了负

荷。此外，微电网通过高效整合多种能源形

式实现新能源就地利用，不仅能够减轻大电

网调节压力，还能促进新能源高效消纳，延缓

或减少上级电网投资。

为提升电网对清洁能源的接纳、配置、调

控能力，有效支撑“双碳”目标，国家发展改革

委、国家能源局、国家数据局印发《加快构建

新型电力系统行动方案（2024—2027 年）》提

出，鼓励各地结合应用场景，因地制宜建设智

能微电网项目。

未来一段时期，微电网建设将重点聚焦

三大场景。

在 电 网 末 端 和 大 电 网 未 覆 盖 地 区 ，建

设一批风光储互补的智能微电网项目，提

高当地电力供应水平。在偏远山区、草原

牧区、边疆海岛等电网末端地区，以及大电

网暂时无法覆盖的村落，电力供应常常是

个难题。通过智能微电网建设，偏远地区

也能用上充足、稳定的电力，不仅能提高当

地居民生活质量，还能为区域经济发展提

供有力支持。

在新能源资源条件较好的地区，建设一

批源网荷储协同的智能微电网项目。当前一

些区域新能源占比快速提升，电力系统消纳

新能源的压力越来越大。通过提高微电网自

调峰、自平衡能力，提升新能源发电自发自用

比例，可有效缓解大电网调节和消纳压力，也

为新的能源利用方式和商业模式提供了发展

空间。

在具备条件的工业企业、工业园区等开

展智能微电网建设，提高新能源就地消纳水

平。零碳园区、零碳工厂是重要发展方向，

智能微电网通过多能源组合和智能管理，在

故障时自动切换备用能源，可提高园区供电

可靠性。通过高效利用新能源，并根据市场

价格和需求智能调整能源使用，不仅能降低

企业用能成本，也能大幅减少碳排放量。

当然，微电网发展也面临一些挑战。技

术上，维护起来较困难，与传统电网互联互

通复杂。经济上，建设成本高，大规模应用

有压力，缺乏科学及时的价格信号和成熟商

业模式，让一些企业和投资者望而却步。不

过随着技术进步，储能成本在逐年下降；主

管部门也在积极制定标准、完善政策，为微

电网发展铺路。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在智

能微电网助力下，能源供应会更加稳定、清

洁和高效。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智能制造典

型场景参考指引（2025 年版）》（以下简称《参

考指引》），作为智能工厂梯度培育、智能制

造系统解决方案“揭榜挂帅”、智能制造标准

体系建设等工作的参考指引，加快推进制造

业数字化转型、智能化升级。

专家表示，智能制造典型场景是智能工

厂建设的基础，也是推进智能制造的基本业

务单元。当前，通过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

技术深度融合，我国制造业以数字化、网络

化、智能化方式进行业务重构，转型升级步

伐加快，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全面加快技术改造

赛智产业研究院院长赵刚认为，《参考

指引》的亮点在于突出智能化升级，围绕大

模型、智能体、机器人、数字孪生等人工智能

技术在智能制造各个环节的应用，进一步强

化了不同场景智能化应用方向，如生成式设

计创新、智能排产、动态调度系统和智能决

策系统等。围绕智能制造的工厂建设、产品

研发等 8 个主要环节，进一步强化业务全链

条赋能。着力培育工厂数字化设计与交付、

大规模个性化定制、精准营销等新模式，促

进 制 造 业 生 产 方 式 和 产 业 模 式 的 智 能 化

变革。

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谢少锋介绍，

工信部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全方位全链条

普及应用，“点线面”协同推进数字化改造。

目前，已支持首批 20 个城市开展制造业新型

技术改造城市试点。

点上培育标杆企业。累计建成 3 万余家

基础级智能工厂，230 余家卓越级智能工厂；

累计培育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1.46 万家，

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过 14 万家，科技和

创新型中小企业超过 60 万家。

线上推进重点产业链式转型。工信部

印发了电力装备、轻工、石化化工、钢铁、有

色、建材等重点行业的数字化转型实施方

案，分行业梳理数字化典型场景，图谱化、场

景化推进重点行业精准转型。

面上提升园区和集群数字化水平。打

造高水平数字产业集群，持续开展工业互联

网一体化进园区“百城千园行”“智能制造进

园区”活动。截至今年 3 月底，工业企业数字

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为 83.5%，关键工序

数控化率为 66.2%。

赵刚认为，《参考指引》有利于推动制造

业与人工智能等新一代数字技术深度融合，

加快打造智能制造“升级版”；推动传统制造

业转型升级，加快未来制造模式探索，促进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发展工业软件、智能装

备、智能机器人等新技术新产品，培育发展

新质生产力。

谢少锋透露，工信部将一体推进“点线

面”改造，梯次推进“智改数转网联”，推动数

字技术全方位全链条融合赋能，以数字化转

型促进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

人工智能融合深入

当前，人工智能尤其是大模型技术突飞

猛进，加速融入制造业研发设计、生产制造

等环节。中建材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信云智联总经理王乔晨认为，大模

型是数字化进程中重要的技术迭代，如同电

气化、自动化、信息化一样，将给制造业带来

生产效率指数级提升，

重构行业业态。

赵刚介绍，工业企

业 广 泛 接 入 DeepSeek

等模型，工业大模型应

用平台超过 100 个。电

力 装 备 、轻 工 、石 化 化

工 等 重 点 行 业 数 字 化

转型加快推进，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

业化典型应用案例达 151 个，企业生

产效率大幅提升。

以大模型为核心的智能体正成为人工

智能赋能行业的重要形式。国际数据公司

IDC 数据显示，到 2026 年，中国 50%的 500 强

企业将部署 AI 智能体进行数据治理，40%的

中国 500 强企业也将构建数据智能与模型智

能的双轮驱动体系。联想集团执行副总裁

兼中国区总裁刘军表示，日前发布的联想乐

享超级智能体是业内第一个企业超级智能

体，联想将从计算基础设施、数据模型、智能

体开发服务等方面，帮助每家企业开发超级

智能体，赋能千行百业。

王乔晨坦言，大模型落地产业仍面临诸

多难题，包括成熟度不足、存在幻觉现象、缺

乏可解释性等。大模型要从实验室走向产

业，重点应放在垂直行业，实现生产力提升

和价值变现。现阶段需依靠系统工程能力，

基于现有技术满足工业现场等产业要求。

尽管目前大模型应用尚处于初期，但鉴于技

术迭代迅速，预计两三年内有望实现生产效

率全面提升。

据了解，工信部将推动制造业全流程、

重点行业、重点产品的智能升级，加快下一

步超级智能终端的产业化、商业化进程。持

续开展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深度行系

列活动和典型案例征集，遴选“十大行业、百

大场景、千家标杆”，推动产业智能化。

工业互联网规模应用

传统纺织空调依赖人工调节，温湿度控

制不准，导致次品率高、能耗大。浪潮云洲

通过打造纺织空调风机数智化运行平台，构

建基于智能体的数字化孪生体系，缩小车间

温湿度波动范围，次品率下降 1.2%，综合能

耗降低 10%，年节省电费超 20 万元。同时，

运维效率提升 40%，成本降低 30%，还能实时

监测碳排放。浪潮云洲计划将智能体系统

推广至 100 家纺织企业，预计年减碳量达数

万吨。

浪潮云洲工业互联网董事长齐光鹏表

示，工业互联网与大模型技术的结合，是推

动实体经济智能化升级的核心动力。作为

国家级跨行业跨领域工业互联网平台，浪潮

云洲以知业大模型为战略支点，深耕行业场

景，破解转型痛点，助力中国工业迈向智造

新高度。

工 信 部 信 息 通 信 发 展 司 司 长 谢 存 介

绍，工信部将以释放规模化应用效能为主

线，加速工业互联网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

为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加快构建现代化

产业体系提供更加坚实支撑。系统推进工

业互联网关键技术攻关、设施建设升级，加

快工业 5G 芯片、模组、智能设备等技术创

新 和 产 业 化 推 广 。 有 序 开 展 工 业 5G 独 立

专网建设，构建新型工业网络体系，打造标

识解析体系 2.0 版，推进工业互联网与人工

智能融合发展。

工业互联网是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与

制造业深度融合的产物，是实体经济和数字

经济深度融合的关键底座。近年来，我国深

入实施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一体构建

网络、标识、平台、数据和安全五大功能体

系，推动工业互联网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体

系化发展走在全球前列。工业互联网融合

应用已实现对 41 个工业大类全覆盖，去年核

心产业规模超 1.5 万亿元，带动经济增长近

3.5 万亿元。

高质量外网覆盖全国 97%以上的地级

行政区，为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提供了高

速 泛 在 、云 网 融 合 、智 能 敏 捷 的 数 字 大 通

道。建成自主可控标识解析体系，国家顶级

节点稳定运行，二级节点上线 383 个，标识

注 册 量 超 过 6500 亿 个 ，服 务 企 业 超 50 万

家。国家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中心汇聚工业

数 据 14 亿 条 ，初 步 构 建 工 业 模 型 语 料 库 。

有一定影响力的工业互联网平台超 340 家，

重点平台工业设备连接数超 1 亿台（套），全

国累计上云上平台企业约 400 万家次，为经

济运行、政府治理提供了更加可视化、精细

化的创新手段。

谢存透露，工信部将加快出台推动工业

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性意见，打造“5G+

工业互联网”升级版，实施标识“贯通”三年

行动和工业互联网平台高质量行动，完善工

业数据流通基础制度和市场化配置机制，深

化安全分类分级管理。

同 时 ，更 加 注 重 拓 展 规 模 应 用 。 实 施

“链网协同”工程，发布船舶、石化化工、汽

车、纺织等重点行业领域融合应用指南，分

类遴选典型应用案例和优秀解决方案。高

水平、高标准推动“5G+工业互联网”融合应

用试点城市和 5G 工厂建设，深入开展“百城

千园行”活动，加快工业互联网进园区、进基

地、进集群。

“今年一季度，规上有色金属

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22293.3

亿元，同比增长 19.6%；实现利润

总 额 917.7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40.7%。”在近日举行的 2025 年一

季度有色金属工业经济运行情况

新闻发布会上，中国有色金属工

业协会党委常委、副会长陈学森

表示。

面 对 复 杂 的 国 内 外 经 济 环

境，在主要金属品种价格高位波

动及市场需求增加的共同作用

下，今年一季度，我国有色行业效

益延续上年年底稳步增长的态

势，行业实现利润总额大幅增长，

展现出有色金属工业的韧性与

活力。

有色金属价格高位运行。一

季度，多数有色金属价格延续上

涨趋势。国内现货市场中，铜均

价为77222元/吨，同比上涨11.4%；

铝 均 价 为 20449 元/吨 ，同 比 上

涨 7.3%；铅均价为 17067 元/吨，

同比上涨 5.9%；锌均价为 24020

元/吨，同比上涨 14.8%。

扩内需政策效果持续显现。

随着国家一系列稳增长政策措施

特别是“两新”政策以及“以旧换

新”政策的实施，加上货币政策及

积极财政政策对实体企业、基础

设施投资的支持，刺激了消费增

长，直接拉动了铜、铝等大宗金属

消费。

新能源、动力及储能电池、电

动汽车等产业依然保持较高速度

增长，加上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

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持续发展，

对有色金属产品的市场需求持续

增加。

由 于 企 业 生 产 成 本 管 控 有

效，叠加能源及部分原辅材料价格稳中有降，成本费用增幅

低于营业收入增幅，行业利润率得到提升。此外，受季节性

市场需求影响，硫酸等副产品价格也相对较好。

从产业链利润占比看，今年一季度，我国有色金属矿

采选业、冶炼、压延加工业实现利润占行业总利润的比例

分别为 28.3%、59.5%和 12.2%，与 2024 年同期产业链利润

分配相比，采选端实现利润占比进一步提高，加工端在

下降。

“我国主要有色金属品种延续了 2024 年发展的趋势，

黄金、钨、钼等稀有金属因其特殊的应用领域需求，呈现较

好发展态势。”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政策研究室主任李宇

圣称。

一季度，10 种有色金属生产保持平稳增长。根据国家

统计局数据，一季度规上有色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6%，

略高于全国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10 种有色金属产量为

1985.1 万吨，同比增长 2.0%。从细分产品来看，精炼铜产量

353.6 万吨，同比增长 5.0%；电解铝产量 1106.6 万吨，同比增

长 3.2%。

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保持两位数增长。有色金属工

业完成固定资产投资比去年同期增长 21.6%，增幅比全国

工业投资增幅高出 9.6 个百分点。民间投资活力得到充

分释放，一季度有色金属民间完成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

长 21.0%。

陈学森预计，上半年，有色金属工业增加值增幅将达

6%左右。生产方面，随着市场需求的进一步释放，预计 10

种有色金属产量将继续保持增长态势。投资方面，在国家

政策支持和市场需求引导下，固定资产投资有望维持较高

增速，尤其是在矿山采选和绿色低碳技术改造等方面。市

场价格方面，铜、铝等常用有色金属价格有望在需求支撑下

保持高位震荡。效益方面，受益于主要金属价格上涨和市

场需求增长，规模以上有色金属工业企业收入和利润仍将

保持一定增长。

在北京通州玉带河大桥东侧，一个巨大的白色

气球状物体引人注目，因其巨大的体积和独特的外

形，被附近居民称为“副中心的国家大剧院”。

这个气球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建筑，只是一层气

膜，气膜内就是北京通州新增海绵城市工程的施工

现场。为什么要做这样一层气膜把这个项目覆盖起

来呢？

中铁十六局通州区新增海绵城市项目部项目经

理郭磊磊介绍，该项目地处居民核心圈，周边有 3 个

住宅小区，有 18000 余名市民居住。如果按照以往

方式施工，项目产生的粉尘和噪声污染将对这些居

民的正常生活造成较大影响。

“为严格落实防尘减噪工作要求，以高标准打赢

蓝天保卫战，项目在北京首次将全封闭、大跨度气膜

技术应用到施工阶段，从源头解决扬尘、噪声等一系

列问题，最大程度确保周边居民的日常生活环境。”

郭磊磊说。

“基坑气膜是一种兼具防尘性、降噪性、节能

性、防火性、智能性的绿色施工新工艺，借助内外

气压差支撑，再利用斜向网状结构加以固定，可以

实现自主成形，无需任何梁柱。”中铁十六局通州

区新增海绵城市项目总工程师王煜涵向记者介绍，

气膜膜材本身也采用了高密度聚乙烯材料，经过 3 层

特殊涂装喷涂，具备较高的强度和一定的自洁性，

能够有效抵抗暴雨、强风碎石等外力损伤，安全性

较高。

经过施工方的充分准备和精密施工，通州区

新 增 海 绵 城 市 工 程 所 应 用 的 基 坑 气 膜 创 下 了 北

京 市 建 筑 工 程 领 域“ 三 个 第 一 ”：一 是 规 模 最 大 ，

气 膜 长 165 米 、宽 80 米 、高 37 米 ，气 膜 内 最 大 净

高 差 达 60 米 ，气 膜 展 开 面 积 达 21000 平 方 米 ，是

目 前 北 京 市 面 积 最 大 基 坑 气 膜 。 二 是 发 挥 效 益

最 高 ，是 北 京 首 例 采 用 斜 向 网 状 钢 缆 固 定 ，也 是

全 国 首 例 应 用 于 施 工 全 周 期 的 基 坑 气 膜 。 项 目

从 启 动 到 完 工 ，都 是 在 气 膜 内 实 施 完 成 ，最 大 程

度减少施工对周边的影响，将气膜措施效益发挥

到 最 大 ，其 防 尘 效 果 可 达 90% 以 上 ，噪 声 降 低 率

达 71%以上。三是气膜内施工作业最复杂，为北

京 首 例 在 基 坑 气 膜 内 进 行 塔 吊 作 业 ，基 坑 开 挖 、

材 料 加 工 、主 体 建 设 等 所 有 工 序 全 部 在 气 膜 内

完成。

除了防尘、降噪、保护外部环境，基坑气膜在冬

季施工方面也具有独特的优势。类似蔬菜大棚的原

理，让气膜具备了良好的保温保暖效果，能够保证施

工人员在寒冷的冬天也能自如地进行施工生产，有

效地保障了作业人员的身体健康，也保证工程进度

不受寒冷天气影响。

作为通州区新增海绵城市工程的核心施工设

施，这一基坑气膜即将完成近 1 年的服役使命，为副

中心水环境治理与智能建造树立了新标杆。郭磊磊

介绍，目前，通州区新增海绵城市工程玉带河大街

“调蓄池+泵站”项目主体结构施工已经完成。接下

来，将全面步入机电装修施工以及联调联试工作阶

段，为该项目后续投入使用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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