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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月份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完成业务收入同比增长3.7%

1—4 月份，互联网业务收入保持增
长，利润总额降幅扩大，研发经费平稳
过渡。

总体运行情况

互联网业务收入保持增长。1—4 月
份，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
（以下简称“互联网企业”） 完成互联网业
务收入达5547亿元，同比增长3.7%，增速
较第一季度回落4.7个百分点。

利润总额降幅扩大。1—4 月份，我国
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营业成本同比增长
2.6%。实现利润总额达 384.9 亿元，同比
下降 19.7%，降幅较第一季度扩大 4.4 个百
分点。

研发经费略有下降。1—4 月份，我国
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共投入研发经费达
275.8亿元，同比下降1.2%，降幅较第一季
度扩大0.6个百分点。

分领域运行情况

（一） 信息服务领域企业收入保持增长
势头。1—4 月份，以信息服务为主的企业
（包括新闻资讯、搜索、社交、游戏、音乐
视频等） 互联网业务收入同比增长 5.4%，
增速较第一季度回落0.5个百分点。

（二） 生活服务领域企业收入稳健发
展。1—4 月份，以提供生活服务为主的平
台企业（包括本地生活、租车约车、旅游出
行、金融服务、汽车、房屋住宅等）互联网
业务收入同比增长6%，增速较第一季度收
窄7.3个百分点。

（三） 网络销售领域企业收入增速调
整。1—4 月份，主要提供网络销售服务的
企业 （包括大宗商品、农副产品、综合电
商、医疗用品、快递等）互联网业务收入同
比增长 13.8%，增速较第一季度下降 6.3 个
百分点。

分地区运行情况

中部地区互联网业务收入增速持续领
先，东北地区收入降幅有所扩张。1—4 月
份，东部地区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达 4935
亿元，同比增长3.3%，低于全国增速0.4个
百分点，占全国互联网业务收入的89%。中
部地区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达 260.3 亿元，
同比增长18.9%，高于全国增速15.2个百分
点。西部地区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达340.6
亿元，同比下降0.2%，低于全国增速3.9个

百分点。东北地区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达
11.4亿元，同比下降5.3%，低于全国增速9
个百分点。

京津冀、长三角地区互联网业务收入
平稳增长。1—4月份，京津冀地区完成互
联网业务收入达 1744 亿元，同比增长

1%，占全国互联网业务收入的 31.4%。长
三角地区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达 2091 亿
元，同比增长3.3%，占全国互联网业务收
入的37.7%。

超半数地区互联网业务增速保持增长
势头。1—4月份，互联网业务累计收入居

前 5 名的北京 （增长 6.4%）、上海 （增长
2.3%）、广东 （增长 8.5%）、浙江 （增长
5.6%）和天津（下降24.7%）共完成业务收
入达 4569.6 亿元，同比增长 3.6%，占全国
（扣除跨地区企业） 互联网业务收入的
82.4%。全国互联网业务收入实现正增长的

省 （区、市） 有17个，其中甘肃、安徽增
速超60%。

附：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
口径为上年互联网和相关服务收入达2000
万元及以上，文中所有同比增速均按可比
口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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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1版）基于此，今年5月，《中国电
子报》记者走进“中国电器之都”温州乐
清市，在浙江万榕信息有限责任公司，见
证了人工智能为电气高低压成套这一历史
悠久的传统行业带来的新气象。

大模型

成为定制方案“设计师”

一台外表平平无奇的机柜内，数排形
状各异的铜排、线缆、开关、元器件有序
地分布其中。随着指示灯光不断闪烁，电
力便源源不断地顺着线缆传输出去，唤醒
一台台设备，点亮一盏盏灯……在工厂车
间、高楼大厦、体育场馆，甚至是大街
小巷，都少不了这样的电气控制机柜的
身影。

然而，一台看似“简约”的电气控制
机柜，生产过程却并不简单。黄帅告诉

《中国电子报》记者：“非标定制化是电气
高低压成套产品行业的核心特点之一，要
满足不同产业应用场景的用电需求，就意
味着每个订单都需要单独设计定制。这样
一来，设计、画图、测量等一系列工作都
需要人来手动完成，设计过程中涉及数千
个参数，不仅工序烦琐、耗时极长，还极
易出错，生产效率很低。”

“电气机柜设计的现状是什么？手工画
图、人工看图纸。”黄帅坦言，“以铜排为
例，许多客户购买柜体和元器件后，要到
车间现场安装完毕后，用尺子测量距离与
线缆走排，再现场画图。有了图纸，才能
进行下一步的生产制造。”

面临着这样的现状，对于如何利用数
据和新技术赋能产业、释放新的生产力，
黄帅有着自己的思考：“设计是成套行业的

核心环节，如果能够实现快速设计，就能
够实现快速报价与制造，从而更有效地降
本增效。”

要从设计端入手，雄厚的数据积累是
万榕信息的“底气”。记者了解到，万榕信
息的母公司万控智造是电气机柜行业的龙
头企业，市场占有率排名第一。黄帅告诉
记者，万控智造一年完成的柜体方案多达
36万个，制定的方案无论是难度还是覆盖
面在国内都首屈一指，也因此积累了行业
内规模最大的行业数据。

基于此，万榕信息提出了构建“行业
级产品方案中心”的转型方向。黄帅向记
者展示了其与腾讯云携手打造的“万智云
电气产业互联网平台”——从输入参数到
生成 1:1 的 3D 模型，耗时仅需数分钟。黄
帅向记者表示：“当前，我们已经输入了
4100多个元器件模型和1600多个结构方案
模型，结合用户需求参数在数据库中匹
配、生成最优方案，图纸、3D模型均可自
动生成，1小时内，就完成了原本要耗费一
星期的设计工作。”

人工智能的赋能，也量化体现在电气
机柜的成套交付周期上。记者从黄帅展示
的交期数据看到，从5月6日开始购买元器
件、制作铜排，到5月13日柜体制造、组
装完成，交期仅需 7 天。黄帅告诉记者：

“三年前，成套原有的工程交期约为45天，
现在成套客户的交期压缩20%以上。”

打破传统人工看图

让AI自动识别图纸

方案中心能够顺利投入使用，离不开
海量数据的支撑。记者得知，要将数以万
计的电气控制机柜方案图纸数字化录入系

统，也同样困难重重。其中，首当其冲的
就是图纸的“不规范性”。

“不同设计院的图纸风格不同，不同工
程师的画图习惯也可能不同，甚至有许多
图纸是手绘的，文字描述也比较随机。”黄
帅告诉记者，“虽然有一套统一的符号语
言，但不同客户的绘图风格迥异，要把它
们的格式统一起来，形成能够用于训练模
型的图纸，难度非常高。”

对此，腾讯云OCR大模型成为最佳的
解决方案。腾讯云智能制造华东区商务总
监姚志忠向记者介绍了万榕信息构建图纸
数据库时试用的腾讯云OCR大模型：“通
过OCR识别功能，只需数分钟，就能把不
规范的图纸转换成标准格式；仅需4小时，
就能把电路图一样的图纸转换为可以投入
生产的初稿，大大降低了协同、沟通方面
的成本。”

然而，由于电气机柜图纸本身的行业
特点，令OCR大模型的训练难度相较其他
行业大幅提高。黄帅向记者展示了一张

“规范化”后的图纸，大量的线条与符号分
布其上，令人眼花缭乱。他指着图纸上的
线条向记者表示：“外侧的方形线条代表柜
体轮廓，而其他线条则代表内部的线缆排
布。在大模型‘看’来，方案主线和网格
线是完全相同的，但方案主线能够直接影
响方案的核心链接方式，一旦识别错误，
造成的影响极大。”

要令大模型“学会”识别不同线条代
表的含义，大量的标注与训练工作不可或
缺。“我们为不同的线条标注特征值，在模
型完成识别后，根据元器件的排布和走向
推算线条，并结合区域内的其他线条进行
比对。这样的训练，无论是对模型还是对
工程师来说，都是一项挑战。”黄帅感慨
道。他向记者坦言，即使经过大量针对性

训练，腾讯云OCR模型在电气机柜行业的
这一痛点仍然难以完全解决。“目前，能
靠 大 模 型 解 决 95% 的 问 题 就 已 经 很 好
了，要最终实现图纸的交付，仍然需要
人工复审。”

面对着这样一项繁重的工作，人才、
资金、技术，缺一不可。对于可能面临的
收支不平衡状况，万榕信息董事长木信德
抱持着坚定的信念：“万榕信息的目标不是
盈利，而是通过为整个电气产业制造价
值，从而实现自身的价值。5年内，我们都
会维持‘纯投入’的状态。”

谈到万榕信息的目标，木信德告诉记
者：“万榕信息处于产业链的中间环节，起
着集成上下、融通产业链上下游的作用。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万智云’互联网平
台和方案中心、数据中心的打造，能够给
产业链中其他企业的整体生产经营带来帮
助，与他们共同发展，从而为电气行业、
为整个产业链赋能。”

大模型

助力电气行业人才培养

谈到大模型技术的行业应用，问答大
模型是一项绕不开的课题。无论在哪个细
分行业中，问答功能始终是大模型最基
础，也最容易落地的应用。

然而，在电气行业，这一“简单”的
问答大模型，却在人才培养方面承担着关
键作用。

“电气行业工程师的门槛极高，培养周
期也相当长。尤其是在成套行业，不同厂
家制造的零部件规格都不相同，这就意味
着工程师必须对各种现存的标准规范都有
了解，需要学习的标准多达数百份，一本

标准的内容就有几百页之多。”黄帅告诉记
者，“其中，工程师需要在三四个月内重点
学习的标准就多达数十本，难度极高。也
正是出于这一原因，人才始终是电气行业
的一大痛点：工程师招聘难、培训时学习
难、培训后留人难。”

木信德也指出：“我们从事的电力运
维业务比较特殊，年轻人不愿意做，上
手也慢，老师傅虽然积累了经验，但知
识都在脑子里，交替时很容易就会出现断
层现象。同时，在遇到问题时，工程师仍
然需要在纸质文件中找答案，查询难度
也很高。”

针对这样的行业痛点，原本“默默无
闻”的问答大模型在人才培训方面发挥出
了事半功倍的作用：“通过问答大模型打造
的专业化‘专家系统’，工程师只要学会

‘提问题’，就能够快速获取需要的知识。
这样一来，任何一个新手都能够以这种方
式快速上手业务，培训周期大幅缩短的同
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电气行业人才
紧缺的‘燃眉之急’。”姚志忠表示。

记者了解到，这个名为“榕博士”的
问答大模型是腾讯云精调行业大模型和万
榕信息的海量行业知识相结合的产物。黄
帅表示：“当前，我们已经在后台训练了
1000多种标准的相关问答，经测试，大模
型回答的准确率超过92%。”

木信德则表示：“在大模型的帮助下，
既减少了许多年轻人死记硬背的负担，又
令过往的经验得到传承，这是一件非常了
不起的事情。”

基于此，姚志忠对大模型的未来应用
充满信心。他告诉记者：“未来，基于混元
大模型的底层能力，腾讯会有更多的前沿
技术应用到工业领域，帮助更多企业客户
实现数字化转型。”

大模型成了电气行业“百事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