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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新质生产力企业在行动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下一代消费级终端要锚定几个创新点？

图为搭载全球首个智慧家电图为搭载全球首个智慧家电AIAI平台的长虹云帆平台的长虹云帆AIAI电视电视

编者按：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等7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推动未来产业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强调要打造标志性产品，突破下
一代智能终端。要发展适应通用智能趋势的工业终端产品，发展量大面广、智能便捷、沉浸体验的消费级终端，打造智能适老的医疗
健康终端，突破具有爆发潜能的超级终端。本报特推出“打造标志性产品 突破下一代智能终端”专栏，从发展现状、技术趋势和发展
建议等方面，深度解读极具发展潜能的下一代智能终端产品。敬请关注。

消费级终端在为大众消费者构
建智慧生活圈的同时，也正迎来新
一轮深刻变迁与升级。在AI浪潮、
形态创新迭代、智能交互体验升级
的趋势下，更加智慧、更懂用户、带
来更多新奇体验的下一代消费级终
端开始崭露头角，为蓬勃发展的消
费电子产业发掘出更多新蓝海。

何为“下一代”

消费级终端？

何为“下一代”消费级终端？赛
迪未来产业研究中心人工智能研究
室主任钟新龙在接受《中国电子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下一代消费级终端

需要具备前瞻性、融合性、亲和性。
前瞻性是技术的创新和突破，包

括更先进的芯片技术、更高速的网络
连接、更智能的操作系统等，能显著提

升终端产品的性能、响应速度、智能化
程度。融合性是能与其他产业和技术
深度融合，创造出更多新的应用场景
和服务模式，比如与物联网的融合实
现智能家居的全面控制，与人工智能
的融合提供更个性化的服务。亲和性
意味着更注重用户体验的优化，比如
更人性化的交互设计、更好的续航能
力、更高的安全性和隐私保护等。

“下一代消费级终端的定义可能
会随着技术的发展和市场需求的变化
而不断演变。随着以大模型为代表的
通用人工智能的加速发展，‘下一代’
更多地要从‘增智’‘懂人’的角度来研
发。”钟新龙表示。 （下转第3版）

本报讯 8 月 28 日，工业和
信息化部党组书记、部长金壮龙
主持召开第六次中小企业圆桌
会议，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
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落实全国新
型工业化推进大会部署，围绕支
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做大
做强软件产业，听取企业情况介
绍和意见建议。副部长熊继军出
席会议。

会上，来自基础软件、工业
软件等领域 12 家中小企业负责
人作交流发言，介绍企业基本情
况、面临的困难问题，围绕技术
创新、应用推广、人才培养、投融
资支持、知识产权保护、国际合
作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部相
关司局及单位对企业关心的问
题予以回应。

金壮龙指出，党中央高度重
视软件产业发展。习近平总书
记强调，要重点突破关键软件，
推动软件产业做大做强，提升关
键软件技术创新和供给能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软件产业
发展迅猛，创新能力不断增强，
应用领域快速拓展，融合渗透持
续深化，孕育了一批行业领军企
业和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当前，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
入发展，我国正加快推进新型工
业化、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实
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软
件产业迎来新机遇，发展空间广
阔。希望广大中小企业弘扬优
秀企业家精神，树立雄心壮志，

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软件发展
战略，坚定发展信心，推动软件
产业做大做强，更好赋能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要坚定专精特
新发展方向，聚焦核心产品，深
耕垂直领域，专注长期发展，强
化自主创新，不断提升产品竞争
力，打造“独门绝技”。要强化产
业链供应链上下游协作，积极参
与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
展行动，与链主企业密切协同，
加速技术突破和产品迭代。要
加强前沿领域谋篇布局，聚焦人
工智能、量子科技等新领域新赛
道，积极开展跨界合作，引进和
培养高层次人才，加快形成更多
标志性产品。

金壮龙表示，工业和信息
化部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软件产业发展的重要指示
精神，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
会改革部署，完善政策体系，加
强公共服务，建好应用场景，优
化产业生态，发展壮大基础软
件、工业软件，推进开源体系建
设，全力推动软件产业高质量
发展。坚持“两个毫不动摇”，
坚持服务和管理并重、发展和
帮扶并举，加快构建促进专精
特新中小企业发展壮大机制，
加强与企业的常态化交流，帮
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不断提
升核心竞争力。

部有关司局、部属单位、部代
管基金公司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耀 文）

1—7月全国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3.6%

高技术制造业贡献近六成

本报讯 记者齐旭报道：8
月27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了1—7
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数据显
示，今年前7个月，全国规上工业
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0991.7亿元，
同比增长3.6%；规上工业企业实
现营业收入75.93万亿元，同比增
长2.9%；其中，7月份规上工业企
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4.1%。

数据显示，7月份，随着工业
经济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新动
能持续培育壮大、工业生产保持
稳定，我国工业企业利润延续恢
复态势，1—7月工业企业效益状
况呈现以下主要特点：

工业企业利润增长有所加
快。1—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3.6%，比
1—6 月份加快 0.1 个百分点，延
续稳定恢复态势。分行业看，在
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有21个行
业利润增速比上月累计加快或降
幅收窄，回升面超过五成。7 月
份，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4.1%，增速比6月份加快0.5个百
分点，连续两个月加快。

工业企业营收平稳增长。随
着市场需求稳定恢复，产销衔接
水平有所改善，工业企业营收平
稳增长。1—7月份，规上工业企
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2.9%，增速
与 1—6 月份持平。企业营收稳
定增长，为利润持续恢复创造有
利条件。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利润增
长。1—7月份，高技术制造业利
润同比增长 12.8%，大幅高于规
上工业平均水平9.2个百分点，拉
动规上工业利润增长2.1个百分

点，对规上工业利润增长的贡献
率近六成，引领作用明显。从行
业看，随着制造业高端化、智能
化、绿色化进程持续推进，相关行
业利润增长较快，其中，锂离子电
池制造、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制
造、智能消费设备制造等行业利
润同比分别增长45.6%、16.0%和
9.2%，为推动工业高质量发展提
供重要动力。

装备制造业利润稳定增长。
1—7月份，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
增长 6.1%，保持稳定增长，为规
上工业利润恢复提供重要支撑。
从占比看，装备制造业利润占规
上工业的比重为 35.1%，同比提
高0.8个百分点，工业企业利润结
构不断优化。从行业看，在装备
制造业的8个行业中有6个实现
增长，其中铁路、船舶、航空、航
天、电子等行业在生产快速增长
的带动下，行业利润同比分别增
长36.9%和25.1%，自年初以来持
续保持高速增长态势。

消费品制造业利润保持两位
数增长。国内消费需求平稳恢
复，叠加工业品出口持续增长，共
同推动消费品制造业利润保持较
好增长态势。1—7月份，消费品
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10.2%，增
速高于规上工业平均水平6.6个
百分点。分行业看，在13个消费
品制造大类行业中，有11个行业
利润同比增长，8 个行业增速超
过10%。其中，造纸、化纤行业利
润分别增长1.08 倍和1.05 倍，农
副食品、纺织、印刷、文教工美、酒
饮 料 茶 、家 具 行 业 利 润 增 长
12.4%~23.9%。

工业和信息化部召开

第六次中小企业圆桌会议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系统擘画
了从当下时点到 2029 年和 2035 年
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目标，举旗定
向、内涵深刻、催人奋进，具有重大
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产业经
济和信息化工作直面国际发展新形
势、产业变革新趋势、市场供给新态
势，是深化改革的重要领域。我们
将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
会精神，当好改革的促进派、实干
家，自觉把改革摆在更加突出位置，

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深化产业信
息化改革实践，以新质生产力推进新
型工业化，以新型工业化牵引新质生
产力发展，努力推动实现产业经济质
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一是以系统全面抓改革培育新质
生产力。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思
维，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以
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为引
领，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
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更好发挥新
型举国体制优势，落实好国家战略的新
要求，全力推动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
全产业链发展，实施民用航空、高端船

舶等重大专项，完善重大项目组织机
制，大力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
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健全提升产业
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制度，联动
长三角建设世界级高端产业集群。
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把握好生产
力变革的新机遇，做好创新成果加快
转化、新兴产业持续发力、未来产业
加快培育“三篇文章”，通过风险共
担、利益共享和全链条加速等机制，
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
融合，一体推进技术攻关、产品制造、
市场推广、迭代应用、生态培育，加快
将创新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更好

发挥政府引导作用，实施好产业转型
的新任务，实施超级应用场景开放计
划，结合大规模设备更新和创新产品
推广应用，健全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
业化、工业服务业赋能产业升级、软件
和信息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等机制，加
快培育专业化、平台化、链式化产业转
型服务商，以数实融合、数绿协同新模
式推动传统优势产业焕发新活力。

二是要以坚定不移强改革构建
发展新机制。坚持系统集成和突出
重点相统一，着力塑造经济结构调
整、新旧动能转换的改革新优势。

（下转第3版）

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
张英

图为创维电视智能生产线图为创维电视智能生产线

8 月 28 日，深圳光明创维光伏
研发与智能制造基地项目正式启
动，该项目是创维集团打造智能化、
高效化的制造体系，为全球新能源
市场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的重
要着力点，也是集团发展新质生产
力的又一次重要实践。

毫无疑问，发展新质生产力已
经成为我国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
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对于发展新质
生产力，创维集团展现出极为清晰
的解题思路——统筹升级家电制造
传统产业、发展壮大光伏新能源新
兴产业、前瞻布局元宇宙未来产
业。这一层次分明的答卷展现了创
维集团在传统产业、战略性新兴产
业与未来产业之间的继承与发展、
守正与创新。

统筹升级家电制造生产力

在庞大的中国工业制造体系
中，家用电器的意义十分特殊——
对内，既关乎百姓民生，也是国民
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外，
作为全球家电最大生产制造基地，
家电还是中国递向全球的“中国制
造”名片。“在存量时代如何实现

高质量转型”成为家电头部品牌必答
的时代之问。

对此，创维集团的答案掷地有声
——在“智能化、精细化和国际化的
三大战略”指引下，机器人“上
岗”、加装 5G、打造工业互联网等

“数字引擎”，用智能制造升级家电制

造，加快推动产业转型升级。这一
系列发展思路恰好也切中激发传统
产业新质生产力的关键。

“随着产品更新速度、产品丰富
度和出口国家增加，企业订单呈现出
多批次、小批量、需求多样等需求，
早前大批量生产的生产模式已经过

于笨重。”作为创维集团智能制造转
型总规划师，创维集团有限公司执行
董事、总工程师吴伟在接受《中国电
子报》记者独家专访时表示，随着我
国彩电产品供给侧实力明显提升，创
维探索用智能制造推动家电制造的高
质量发展。 （下转第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