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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内容

协会信息

1. 协会秘书长陪同汕头市科协主席赴潮阳区科协调研

2. 协会秘书长参加 2017 年新春茶话会

3. 中国软件行业协会第七次会员代表大会暨第七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顺

利召开

行业资讯

1. 汕头首家大数据研究院成立

2. 热烈祝贺我协会三家副会长单位成立企业科协

热点新闻

1.2017，脑洞大开重新认识“智能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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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信息

协会秘书长陪同汕头市科协主席赴潮阳区科协调研

2017 年 1 月 22 日，市科协党组书记、主席洪建芬，副主席方晓宏一行到潮

阳区调研指导科协工作，协会秘书长滕丽秋陪同参加。

座谈会上，区科协主席陈文祥感谢市科协领导对区科协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并围绕“四服务一加强”工作职责定位作工作汇报，重点汇报了区科协结合“创

文强管”和“练江整治”举办的一系列活动和以科普信息化为突破点开展的全

方位科普宣传工作。

洪建芬主席指出，潮阳区科协 2016 年围绕区委区政府工作中心开展了一系

列科普“五进”活动，工作思路清晰、亮点鲜明、成绩出色，在助力文明城市创

建、普及大众科学知识、服务科技工作者等方面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她对

区科协编写《普及科学知识 共创文明城市》科普读本，搭建《潮阳科协简讯》

和《学习之友》科普宣传平台予以赞赏，充分肯定了区科协全方位铺开科普信息

化宣传、省内率先成立老干部（老年）科普大学和院士专家企业工作站创建中的

突破性工作。

最后，洪建芬主席希望区科协在新的一年要充分发挥科协枢纽作用，抓住重

点、突出亮点，进一步加强青少年科技创新、学会（协会）联系、企业服务等工

作，提升服务科技创新能力，助力潮阳区经济社会科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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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洪建芬主席一行参观考察了潮阳区耀明书院，并要求区科协积极将耀

明书院创建为潮阳区科普教育基地。

协会秘书长参加 2017 年新春茶话会

1 月 24 日上午，市委、市政府举行 2017 年新春茶话会。市委书记陈良贤、

市长刘小涛等出席茶话会。

协会秘书长滕丽秋作为全国科协系统先进工作者受邀参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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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良贤在致辞中向所有关心、支持和参与汕头发展和建设的社会各界人士，

表示衷心的感谢，并致以诚挚的问候和新年的祝福。他指出，2016 年是不平凡

的一年，是汕头在新起点上砥砺奋进、实干拼搏、开启全面振兴序幕的一年，是

全市人民自豪感和幸福感倍增的一年。展望新的一年，汕头将按照市第十一次党

代会提出的全面加快振兴发展的战略部署，以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为抓手，以创新

驱动为核心，以产业高端发展为重点，着力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加快建

设“三大平台”，加快构筑大汕头湾区城市格局，加快改善民生福祉，提升粤东

中心城市地位，努力实现经济社会大变化大发展。

汕头市信息服务和软件行业协会作为 5A 级行业协会，一直致力于我市信息

产业的发展，积极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积极推进软件产业和信息服务业的发展。

在新的一年，协会也将继续坚持开拓创新，不断增强专业能力，提升服务水平；

积极开展行业交流互动，多方位搭建展示和共享平台，以信息技术的变革力量，

助力汕头智慧城市建设和“大汕头湾区格局”的振兴发展。

茶话会上，我市的文艺工作者表演了潮曲《汕头创文惠民生》等节目，点赞

创文工作，向为汕头发展做出贡献的各界朋友送上新春的祝福。与会代表，对于

汕头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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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软件行业协会第七次会员代表大会暨第七届理事会

第一次会议顺利召开

根据《中国软件行业协会章程》的规定，经报工业和信息化部人教司同意，

2016 年 12 月 22 日，中国软件行业协会在北京召开了第七次会员代表大会暨第

七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汕头市信息服务和软件行业协会、协会副会长单位广东

天亿马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代表受邀出席了此次会议。

第七次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软件行业协会第七届理事会。协会会长

刘向民当选为第七届理事，协会副会长单位广东天亿马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总

经理马学沛当选为第七届常务理事。

中国软件行业协会(CSIA) 成立于 1984 年 9 月 6 日，由从事软件研究开发、

出版、销售、培训，从事信息化系统研究开发，开展信息服务，以及为软件产业

提供咨询、市场调研、投融资服务和其他中介服务等的企事业单位与个人自愿结

合组成, 经国家民政部注册登记，是唯一代表中国软件产业界并具有全国性一级

社团法人资格的行业组织，民政部首批授予的 AAA 级行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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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资讯

汕头首家大数据研究院成立

1 月 3 日，汕头首家大数据研究院——同行科技大数据研究院发布会暨校企

（汕大）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在龙光世纪大厦喜来登酒店三楼宴会厅举行。协会会

长刘向民应邀出席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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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同行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此次与汕头大学联合成立该研究院，旨在做所

有关于体育大数据在技术、设备、应用上面的科研开发及产品应用。探索更好的

商业模式，建立自己的大数据分析人才梯队，探索体育智能化设备领域的技术和

应用，建立规范的数据模型，建立标准的大数据分析方法，通过对 VR、AR 等行

业探索为体育行业带来更多创新和变化。

有趣的是，本次活动出席的嘉宾都是“刷脸”签到的！参会嘉宾站在人脸识

别的大屏幕前，机器自动生成了二维码，嘉宾用微信扫描二维码关注活动公众号

就能完成签到。

此外，大会邀请了众多行业专家和业界精英上台分享，包括同行科技 CEO

林琦、欧冠篮中国市场总监 Amy Huang 、汕头大学教授蔡伟鸿、微软公司资深

战略技术顾问管震、中国篮球运动员旅欧第一人尚平等，都围绕“大数据”展开

精彩演讲。

热烈祝贺我协会三家副会长单位成立企业科协

2017 年 1 月 17 日，在协会的积极推动下，协会三家副会长单位广东利浩信

息科技有限公司、广东天亿马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汕头市同行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成立企业科学技术协会。汕头市科协党组书记、主席洪建芬、副主席方晓宏

出席成立大会，协会秘书长滕丽秋陪同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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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科协围绕企业中心工作，在为推动技术创新、促进科技交流、提高员工

科学素质、举荐创新人才、激发创新热情和创造活力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是

推动企业技术创新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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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新闻

2017，脑洞大开重新认识“智能制造”

最近，美国专家 MillerIngenuity 公司总裁兼 CEO StevenL.Blue 抛出了一

个很有趣的观点：“我根本不认为智能制造能够拯救美国制造业。”他声称拥有

智能化的工厂，从配送到灯光系统，再到自动化 CNC 机床都采用了最新的技术，

甚至从订单询价到应收账款也都实现了数字化无缝连接。但是他认为这并不代表

已经走上了制造业革命之路。

作为企业主 StevenL.Blue 提出了十分新颖的看法，他认为：

“智能制造需要从上层开始，而不是底层；智能制造从与员工建立新的合约开始；

智能制造从人开始，而不是机器！”

“许多老板面临的问题是他们放弃去挖掘人所拥有的惊人潜力，转而采用自

动化技术。大错特错！”StevenL.Blue 强调发展智能制造，仅仅在工厂信息化、

自动化上发力是明显错误的。

“问题出在哪了。因为这些老板将他们的员工视为可牺牲的资产。而他们应

该做的是，把他们看作是可再生的资源，不断更新续用。” StevenL.Blue 指出

了他的解决方案：第一，从上层开始，建立领导层可信度。第二，领导者需要尊

重他们的员工。第三，领导层需要具备诚信的品质。

从 StevenL.Blue 的观点来看，工厂信息化、自动化技术和人力资源建设都

必不可少，在升级智能制造装备和技术的同时，提升员工的创新思想以及培训新

技能相匹配是十分重要的，由此可见人才在制造业革新进程中的作用。

人才是智能制造的关键

趋势：从国际横向视角看，2013 年，牛津大学曾经对美国 702 种工作进行调

查，他们预测未来 10 到 20 年，将有 47%的员工肯定会被机器取代；德国政府计

划提升自身制造业的智能化水平，建设智慧工厂，不仅实现产品智能，更实现生

产流程的全智能的 4.0 工业。

机器真的能替代人吗？归根结底，机器还是由人来控制的。不妨“脑洞大开”

地想象，20 年前，制造业有铣工、钳工等各种工种，而在新的时代，是否会出

现“机器人工匠”这样的新工种？是否将会出现科幻片中描绘的全智能工厂？想

象的基本起点是，未来普遍将是以“人+机器人”组合的劳动方式呈现，制造业

需要的是更多能够“与机器共舞”的高级技工乃至高管——如果不懂得智能制造，

将很难配置生产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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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制造并不等于机器换人。”菲尼克斯(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总裁顾建党

认为，机器人并不能完全替代人工，且智能制造与机器人自身发展离不开专业技

术人员，其催生的新产业生态更是需要大量合适劳动力。因此，如果不能形成智

能人才支撑，企业可能跌入转型陷阱：有智能工厂，却没有人操作。

美国在先进制造创新网络中的分析指出，美国人才与德国和日本相比缺失了

1代到 1.5 代的懂制造技术的匠人级工程师队伍。因此美国制订了一个计划旨在

将知识到生产技术直接通过创新联盟的形式缩短整个过程。

创新型人才是最稀缺的资源

智能制造是上下游全覆盖、全流程定制化的高科技生产方式，把制造业的生

产链条“重装升级”，这就树立了未来制造业发展的新标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人才是智能制造的关键，《第二次机器革命》中的一段话令人印象深刻：创新型

人才是最稀缺的资源，他们能够创造出新产品、新服务或新商业模式，正成为市

场的主要支配力量。如何供应足量且适宜的人才，满足大量人才“刚需”，恐怕

是最为迫切的难题。

工信部部长苗圩在会议上表示，发展智能制造，要从人才培养、观念更新、

设备进步、工艺提升、网络配套、环境安全等各方面，实施整体和系统的推进。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产业经济教授，国家制造强国建设战略咨询委员会委员

徐佳宾指出：“在智能制造过程当中，我们虽然可以把它进行系统的集成，但是

我们在关键产品，关键技术，关键工序上严重依赖国外的进口，往往在实现重大

工程实现产业创新过程当中，受制于人，必须要看人家的脸色，受到严重的安全

制约。”

在 2016 年 12 月 7 日召开的世界智能制造合作高峰论坛上，工信部发布了国

家《智能制造发展规划（2016—2020 年）》。《规划》专门提出了十大重点任

务。包括加快智能制造装备发展；加强关键共性技术创新；建设智能制造标准体

系；构筑工业互联网基础；加大智能制造试点示范推广力度；推动重点领域智能

转型；促进中小企业智能化改造；培育智能制造生态体系；推进区域智能制造协

同发展；打造智能制造人才队伍等。

简单来说，智能制造就是将人、数据和机器连接起来。由此可见，创新型人

才是智能制造这个产业链条中最为关键的一环——智能制造的四大要素之首：智

慧的人，互联网从二维度互联网世界向三维度虚拟世界演化，最重要的角色是人

的智力资源。

智能制造 三成企业智能化的难关在人才

《中国制造企业智能制造现状报告》调查指出，87%的企业承认其生产线面

临人力成本上涨压力，应用工业机器人改造生产线成为企业应对人力成本上涨的

首要应对方案，其次是希望通过加强研发，提高附加值。其中 85%的企业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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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一年内有可能引入智能制造设备。在准备引入智能制造设备的企业中，有

37%的企业将利用机器人生产，23%将投入到数字监测和控制系统中去，10%的企

业希望引入数字化智能机床，9%会使用 3D 打印技术。而且他们愿意大胆地投资，

我们发现受访的 51%是会把整体的投资至少是 10%或者以上花在所谓的智能制造

方面。另外，还有更极端的，譬如几乎四分之一的受访企业会把整体投资的 20%

以上花在这上面。他们希望通过使用智能设备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提升生产流

程，改善品质，促进技术创新与升级。

既然智能制造能让企业实现产品小批量、多品种，生产周期缩短，价格下降，

资源更优化、能源效率更高、投资回报率更高，那为什么目前国内 90%的中小企

业智能化程度依然较低呢？除了智能化升级成本之外，企业还有哪些担忧呢？

调查数据显示，近三成受访企业担心现有的基础措施或是人才无法配套、适

应这些新的生产流程；因为机器换掉的不仅仅是出卖体力的简单工人，企业需要

的是技术工人，特别是能够独立操作各种智能机器人的工人和维修机器的高级技

术人员。

人在智能制造过程中的角色将由服务者、操作者转变为规划者、协调者、评

估者、决策者，不仅需要专业技术人员承担起智能设备的设计、安装、改装、保

养工作，还需要对相关信息物理系统、新型网络组件进行维护。

此外，智能生产还要对生产设备模式、框架结构、规章条款不断进行优化，

相应对管理水平的要求要比以往高许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