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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策支持製造創新 打破西方壟斷

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數字經濟與全球戰略研究所所
長曹鍾雄指出， 「深圳企業對創新孜孜以求，來自於對中國製造
前景的看好，相信通過創新能夠為企業的長期發展提供更廣闊空
間。」 創新也正在成為粵港澳大灣區企業的群體性動作，尤其深
圳企業已邁入以科技創新驅動企業發展的階段，正逐漸擺脫模
仿，步向以創新作為主導的發展路徑。

機器轉動細至萬分之1根頭髮
正隆偉業憑藉視覺對刀儀與時柵尺傳感器技術，打破了國際

壟斷。其中，視覺對刀儀這項技術被日本企業壟斷了30年。 「傳
統的對刀儀像 『盲人摸象』 ，我們的技術讓機床 『看得見』 。」
彭聲亮介紹，通過納米級光柵與智能算法的結合，機床刀具調整
精度從5微米躍升至0.3微米，相當於讓國產機床的加工精度提升
了16倍，大大提升了機床性能。這項突破帶來新能源汽車電機定
子槽加工效率提升40%，成本降低25%。

時柵尺傳感器將時間測量轉化為空間精度，在機器人關節轉
動時測量精度能達到0.06角秒，相當於將一根頭髮絲分成1萬份
的精度，性能與精度對標世界先進水平，被廣泛應用於機器人關
節、數控設備、航空航天等精密設備領域。 「真正的創新既要仰
望星空，也要腳踩大地，脫離產業需求的創新難有大發展。」 彭
聲亮說。

另一間企業天工國際旗下的廣東天佳譽模具公司，總經理鄧
志斌介紹，原來內地高端的汽車壓鑄模具都是用日本、德國等歐
洲國家的鋼材。 「我們按照國際上行業先進技術標準來開發、定
製產品，公司生產的高端模具鋼、高速鋼、粉末鋼在內地應用領
域正全面取代進口鋼。」 鄧志斌指出，由於內地技術水平的提
升、設備的更新，公司生產出的鋼材質量達到進口高端產品的質
量水平，且價格較國外進口產品便宜一半。

天工：鋼材產品大量出口至海外
「我們生產產品是國家製造精密零部件必不可少的原材

料。」 鄧志斌稱，高性價比下，越來越多的中國製造業品牌選擇
天工國際的鋼材產品；公司還將產品大量出口到了歐洲、美洲、
「一帶一路」 國家與地區等。鄧志斌透露，廣東天佳譽去年的營
收還增長了20%。今年一季度，公司在3C電子行業、汽車品牌
行業、智能家電行業都實現了訂單的增長。隨着公司不斷開發出
更多適應中國製造業需求的新品、增強公司調節市場的能力，相
信公司未來仍可以實現逆勢增長。

深圳作為粵港澳大灣區一員，曹鍾雄認為，灣區企業需進一
步發揮當前在高端裝備、智能製造、電子信息、數字經濟等領域
的優勢，進一步加強人工智能、具身智能（智能體通過身體將感
知、行動與認知深度融合的智能系統）等當前科技創新主賽道的
布局，發展策源性、顛覆性、前沿性的技術創新，加強技術創新
和產業創新的協同。

▲國家持續加強對科技創新的支持，不斷釋放科技資源來促進企業加強科技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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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床精度升16倍至0.3微米 國產鋼材取代進口原料

「如果再給我們
十年，我們能改寫精
密智造現有規則。」

正隆偉業總經理彭聲亮的話語中流
露出深圳企業家特有的自信。這種
底氣來自中國市場的獨特優勢：全
球最大的工業應用場景、最完整的
工業供應鏈網絡、最活躍的工程師
紅利、國內外雙循環模式，都為中
國企業提供了更好的發展舞台。

在東莞的電機生產車間，正隆
的三維激光干涉儀正在執行着 「顯
微鏡級」 的任務──實時監測機床
主軸的納米級振動。這項原本只在
半導體光刻機領域應用的技術，被
創造性地移植到通用機床領域，使

普通數控加工中心具備了加工精密
模具的能力。 「我們的客戶發現，
用正隆的系統改造後，老機床竟能
加工出新能源汽車的渦輪殼體。」
彭聲亮透露。目前，正隆已在全國
7個工業城市建立 「場景實驗
室」 ，將深圳的實驗室成果轉化為
可複製的產線升級方案。

實時監測風電場 提升發電量
在新能源戰場，正隆的角擺儀

能實時監測風機葉片角度偏差的儀
器，將風電場的年發電量提升了
3.2%，相當於每年多發出1.5億度
清潔電力。它打破了國外企業在風
電監測領域的定價權，使關鍵部件
成本下降40%。

走進正隆的電磁屏蔽實驗室，
技術人員正在調試新一代量子傳感
原型機。 「我們要在納米世界裏建
立新的 『度量衡』 。」 彭聲亮介
紹，針對工業母機領域的核心傳感
器，正隆正在參與制定兩項國家標
準，這意味着未來所有進口設備都
必須遵循 「中國精度」 。

「當歐洲的工程
師在享受退休生活
時，我們的團隊正在

攻克第四代工業傳感器。」 在正隆
的展廳裏，一組數據格外引人注
目：企業70%的研發人員擁有10
年以上行業經驗，平均年齡32歲。
這種 「黃金年齡結構」 ，正是中國
製造升級的微觀寫照。

據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
院數字經濟與全球戰略研究所所長
曹鍾雄觀察，近年來，深圳企業的
創新生態出現由龍頭企業為引領的
創新逐步向群體性創新發展；大企
業與中小企業創新協同，改變了過
去單純依賴跨國公司提供能力和關
鍵零部件的創新模式；中小企業聚
焦一些局部賽道，開始探索引領
型、顛覆性的產品和技術。

「努力把產品做到世界前列，
未來的事順其自然。」 彭聲亮指着

牆上的專利證書說，目前企業在精
密測量領域已布局100餘項專利，
構建起了比較寬的技術護城河。當
然，挑戰依然存在。在基礎材料領
域，正隆仍需依賴進口的高性能陶
瓷基板；在量子傳感賽道，與國際
巨頭仍有3至5年的代差。但正如該
公司 「視覺對刀儀」 的突破所昭示
的，中國製造企業正在用 「空間換
時間」 ，在無人區開闢出新賽道。

資本追逐好技術好產品
對資本的態度， 「我們接觸過

不少投資機構，但更看重戰略協同
和賦能。」 彭聲亮透露，對於合適
的投資也是持開放的態度，現在資
本對於好的技術和產品非常渴望，
這是一個雙向奔赴的過程，加上從
中央到地方給出的密集支持政策，
讓我們可以更加聚精會神地搞研發
搞市場。

一般加工車間應用精密模具
正隆建實驗室推動應用轉化
產線
升級

大公司與中小企協同
探索突破性技術

開闢
賽道

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
院數字經濟與全球戰略研究所所
長曹鍾雄認為，科技企業作為國

家創新主體的作用越來越明顯，科技企業需加
強與科研機構和高校的合作，主動融入到國家
重要領域的創新布局。

加快製造業高質量發展
今年的全國兩會《政府工作報告》提及

「推動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融合發展，做大做

強先進製造業。加快製造業重點產業鏈高質量
發展，強化產業基礎再造和重大技術裝備攻
關。」 國家持續加強對科技創新的支持，不斷
釋放科技資源來促進企業加強科技創新。透過
與科研機構、高校等的合作共贏，小企業也可
以撬動國家科技競爭力的提升。

在應用型創新賽道，正隆偉業團隊與哈工
大聯合研發的 「泰山一號」 超大功率驅動器，
在三個月內完成五輪技術迭代，最終攻克了人
形機器人關節的 「爆發力」 難題。這款能瞬間

輸出2000牛．米扭矩的驅動器，讓國產機器狗
在負重爬坡時展現出了不輸波士頓動力（是一
家專注於開發高度複雜機器人的公司）的敏捷
性。

近年堅持走產、學、研相結合之路的天工
國際，與鋼鐵研究總院、東南大學、南京工業
大學等科研院所和高校建立了良好的產學研合
作關係，匯聚了一大批懂技術、創新能力強的
實用型人才，大大提升了天工的研發能力和技
術水平。

科企與高校合作 匯聚人才增強研發
合作
共贏

▲工作中的時柵尺傳感器。

▲天工國際研發生產的硬質合金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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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隆偉業的 「視覺
對刀儀」 被應用於工
業生產場景。

智能製造裝備行業發展概況

工業機器人

數控機床

智能傳感器

國產化率45%，預計2025年銷量32.5萬
台（增速7.7%）
高端產品自給率60%，珠三角與長三角為
產業集聚區
2024年市場規模1576億元，五年複合增
速14.62%，華東地區佔46.7%份額

中國智能製造業規模預測
（單位：萬億元人民幣）

2024年 2025年 2030年

年複合增長率（CAGR）

保持15%-18%

4.8 5.5

7.6

大公報記者毛麗娟製表

智能製造裝備子行業規模預測

2024年 2025年 2030年

2.1
3.5

佔全球
比重達
30.5%

數據來源：
中研普華《2025-2030年
中國智能製造產業發展前
景預測與深度研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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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的土壤讓我們敢做十年期的研
發規劃。」正隆偉業總經理彭聲亮坦言，在精

密儀器這個重資產領域，政府補貼和稅收優惠就像
「壓艙石」。特別是深圳市對首台、首套設備的採購

支持政策，讓正隆的樣機有機會在華為、寧德時代、比
亞迪的生產線接受實戰檢驗。

另一家企業天工國際旗下的廣東天佳譽模具，在不久
前舉辦的深圳國際工業展上展出了多款工模具鋼、高速
鋼、粉末鋼、鈦合金材料產品，這些產品在內地應用領
域正全面取代進口鋼。

正當全球製造業競爭進入納米級精度戰場，
深圳的企業正實現從技術追趕到標準引領跨

越，向世界亮出 「中國精度」新名片。

經濟透視

大公報記者 毛麗娟（文、圖）

▲彭聲亮手中的時柵尺傳感器是
將時間測量轉化為空間精度的
「黑科技」 ，工作時的精度相當
於將一根頭髮絲分成一萬份。

（單位：萬億元人民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