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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万晨曦

4月21日至4月26日，以“融合创新 数智
未来”为主题的第十九届中国国际机床展览
会（CIMT2025）在北京举办。这场为期6天、
总展出面积达31万平方米的行业盛会，吸引
了来自30个国家和地区的2400多家机床工具
企业参展。全球知名机床工具企业带着最新
技术与产品齐聚一堂，全方位展现机床行业
前沿趋势，探索信息化技术与制造技术深度
融合下的未来数字化、智能化制造之路。展
品覆盖机床主机、数控系统、功能部件等产业
链核心领域。

“此次展会不仅展示了机床行业当下的
技术突破与创新成果，更为未来智能制造发
展指明方向，预示着机床行业将迈向更高水
平的智能化、柔性化发展阶段。”中国数实融
合50人论坛智库专家洪勇在接受《证券日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

AI深度融合机床工业
驱动智造进阶

在本届展会中，AI技术与机床工业的深
度融合成为最亮眼的焦点，众多创新成果不
断涌现，推动机床行业加速从传统制造迈向
高端智造。

武汉华中数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华中数控”）在展会现场重磅发布全球首台
新一代智能数控系统“华中10型”，充分展现
AI赋能的强大实力。

在华中数控展台上，《证券日报》记者对
“华中10型”智能数控系统发出“跳转到诊断页
面，确认”指令，屏幕画面在作出相应决策后切
换到诊断页面，一系列诊断程序呈现在眼前。

华中数控董事长陈吉红在接受《证券日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我们赋予了该系统自主
学习能力，并创新构建了“一个智能底座，两
条数字主线，三个功能子系统”的技术架构，
创造了智能制造高级阶段的新范式。

陈吉红介绍，“华中10型”布局有智能底
座——硬件层搭配AI芯片与智能传感模块，
软件层接入DeepSeek等大语言模型。这样一

来，数控机床有了自主学习能力，从“执行者”
变成了“思考者”，加工效率和精度显著提升。

“目前系统已具备相当于拥有两年至三年
工作经验工程师的智能决策能力，并可通过数
据训练持续进化。其开放平台支持企业小模
型本地化部署，有效保障数据安全。”陈吉红表
示，“这些设备带来智能制造场景的裂变效应，
在航空航天领域实现微米级甚至纳米级加工，
在新能源汽车零部件、3C产品、精密模具制造
中大幅提升良品率，缩短交付周期。”

站在武汉重型机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武重集团”）的展位中央，记者看到，一
台体量庞大的工业设备巍然矗立，这正是武
重集团发布的世界首台高速高精智能重型立
式铣车加工中心。

武重集团相关负责人向《证券日报》记者
表示：“该机床结合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利
用AI大模型等维护手段，能够保障机床高效、

健康、稳定运行。在功能上，它还能够实现自
主感知、自主学习、自主优化与决策、自主控
制与执行，同时还具备远程监控、故障诊断等
功能，且它的国产化率达95%以上，配备国产
最新智能数控系统。”

在武汉华工激光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展位
上方，“激光智造+AI”的醒目标牌格外引人注
目。此次展出的最新一代三维五轴激光切割
智能装备首次搭载AI智能交互系统。公司技
术部负责人向《证券日报》记者介绍，该系统目
前已实现“售、教、用、调、保”全流程数字化。

北京凯恩帝数控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工程
师也向记者演示了其最新的AI智能数控系
统，工程师仅通过简洁的操作界面与指令输
入，系统便能迅速响应，实现对复杂生产流程
的高效调度。

“该系统是CNC与AI大模型、机器学习、
工业互联深度融合的下一代智能数控系统解

决方案。它具有高易用性、单机智能化、生产
数字化等显著优势，可显著降低人力成本，提
升工作效率，将应用于下一代智能数控机
床。”上述工程师表示。

柔性制造热潮涌动
多元技术赋能生产变革

除AI技术外，柔性制造成为本届展会的
另一大热门看点。

“当前机床工具市场呈现多元化、多层
次、分散性、变化快的特点，与传统稳定的市
场发展模式大不相同。随着数字孪生、人工
智能等前沿智能技术与机床产业深度融合，
各种应用场景下的高效柔性生产正不断落
地。”北京艾文智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首席
投资官曹辙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 （下转A3版）

实探第十九届中国国际机床展览会

AI与柔性制造赋能“大国重器”数控机床行业迈向高端智造

■ 苏诗钰

数字贸易作为数字经济的关键构成部分，
已然成为国际贸易发展的全新趋势，更是驱动
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切实
体验到了数字贸易带来的诸多便捷。例如，消
费者只需在家轻点鼠标，打开电商平台，全球
的优质商品就能一键下单，通过电子支付完成
交易，而且物流信息实时更新，短短几天商品
就能送货上门。这一高效便捷的购物流程，让
全球好物近在咫尺，极大地节省了时间成本。

在笔者看来，当前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
能以及区块链等数字技术正加速创新，并日益
深入地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和环节
之中。从“云端”到“终端”，数字贸易正悄然改
变着我们的消费体验。

为了推动数字贸易的创新发展，我们必须
采取一系列具有针对性、前瞻性且强有力的措
施，以适应全球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潮流，在
国际数字贸易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

首先，要坚决加强数字贸易的制度供给。
以坚定的决心，消除制约数字贸易发展的体制
机制性障碍，彻底打破企业在数字贸易各环节
面临的制度壁垒。当前，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刻
不容缓。通过明确数字贸易中各方的权利与
义务，规范市场秩序，营造公平、公正、透明的
市场环境。这对提升消费体验至关重要。

其次，优化政策扶持是推动数字贸易产业
发展壮大的关键所在，同时也对改善消费体验
具有重要意义。政府积极出台更多便利化措
施，从多个层面为数字贸易企业提供支持。比
如，去年年底发布的《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数字贸易改革创新发展的意见》，
从四个方面提出了18条具体举措，旨在促进数
字贸易的改革创新发展，塑造对外贸易发展的
新动能和新优势。此外，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
设也十分关键。高速宽带网络和数据中心的
升级，能够大幅提升数字贸易的运行效率，减
少消费者购物过程中的等待时间，使消费过程
更加顺畅。

再次，要充分发挥各类试验区、试点地区
的引领作用，鼓励在制度创新方面先行先试。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实施自由
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的意见》再次强调“支持
数字贸易创新发展”。这些试验区、试点和基
地是数字贸易创新发展的试验田。通过给予
一定的政策灵活性和创新空间，它们能够在制
度创新方面大胆探索。这对提升消费体验具

有积极的示范效应。
最后，大力推进制度型开放是数字贸易走

向国际舞台的必经之路，也为消费者打开了更
为广阔的消费视野。高标准对接国际经贸规
则，通过规则的协调与统一，减少数字贸易面临
的外部壁垒。这意味着消费者将有更多机会接
触到来自全球的优质商品和服务。同时，推动
构建更加开放、包容、普惠的全球数字贸易体
系，也将促使国内数字贸易企业提升自身竞争
力，为消费者提供更多高品质、多样化的选择。

总之，推动数字贸易的创新发展需要我们
在制度供给、政策扶持、先行先试和制度型开
放等多个方面协同推进。通过这些措施，不仅
能够促进数字贸易产业的繁荣，还能从多个维
度提升消费体验，为消费者带来更加丰富、便
捷、个性化的消费感受，实现数字贸易与消费
体验的良性互动和共同发展。

数字贸易正悄然改变人们的消费体验

本报记者 田 鹏 吴 澍

4月 24日，上海数据交易所（以下简称“上
海数交所”）国际专区启动建设满两周年。

两年前，上海数交所锚定“先行构建数据
进口市场，逐步推进跨境双向流通，探索数据
出境路径”的发展愿景，拉开国际专区建设大
幕。两年来，上海数交所紧扣丰富数据产品供
给和探索配套机制两大核心方向，持续发力，
稳步前行。如今，上海数交所国际专区已初步
构筑起具有全球辐射力的数据要素流通枢纽。

展望未来，上海数交所副总经理李登高对
《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上海数交所将持续以探
索者与连接者的姿态，通过深化平台建设、优
化规则体系、突破技术瓶颈、拓展国际合作，稳
步推动数据跨境流动向更便利、更规范的方向
发展，助力企业把握全球数字经济机遇，共促

全球数据要素市场繁荣发展。

立足战略布局
打造数据流通枢纽

大数据时代，数据已然成为数字经济时代
的“黄金资源”，谁掌握了数据，谁就掌握了发
展的战略主动权。在此背景下，各国围绕国际
数据市场话语权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

2016年 4月份，欧盟发布《通用数据保护
条例》（GDPR），并在缔约国之间实现数据开
放；2020年 6月份，新加坡、智利、新西兰三国
签署《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旨在
加强三国间数字贸易合作并建立相关规范的
数字贸易协定。我国作为数字经济大国，也在
相关领域加紧探索步伐，于 2021年 11月份申
请加入DEPA，表明对于加快推动数据跨境合

作的决心。
在此背景下，2023年 4月 24日，上海数交

所国际专区应运而生，打开了探索数据跨境双
向流动的新篇章。

“上海数交所国际专区建设是积极响应国
家战略的部署，在推动数据要素合规高效利用
和规范跨境流动方面发挥着重要的平台支撑
和先行探索作用。”李登高表示，通过打造场内
交易平台，集中引入了金融、生物医药等多领
域的国际数据产品，为国内市场主体提供了发
现和获取全球数据的合规渠道。同时，结合场
内供需对接活动，有效促进了数据的进一步开
发利用和跨界融合创新。

如今，国际专区已初步发展成为全球数据
要素流通重要枢纽。据上海数交所官网数据，
截至目前，在国际专区挂牌的产品已有近 200
个，覆盖专利、金融、生物医药、商业洞察等多

个关键领域。与此同时，与MSCI、道琼斯、尼尔
森 IQ等国际知名供应商的直接交流与业务对
接，加速了优质国际数据资源的引入。

挂牌企业代表 Uzabase China Limited 董
事长、总经理安斋朱晃在接受《证券日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国际专区为公司提供了合规、
高效的数据流通渠道，使其能够向中国企业
提供全球化的经济信息服务。同时，通过国
际专区，公司的数据服务能够更便捷地触达
中国跨境投资金融机构、“出海”企业及咨询
公司。

展望未来，李登高透露，上海数交所正通
过深化国际合作、创新业务模式、强化平台功
能以及常态化市场活动等，持续优化国际专
区环境。未来我们将在现有的制度探索和商
业模式探索的基础上，扩大合作的国家和企
业范围。 （下转A2版）

上海数交所国际专区启动建设两周年：

近200个产品构建资源矩阵 制度创新试验持续优化

全面推进券商并表管理
具有三重深意
............................A4版

图①华数机器人正在工作的智能双臂机器人 图②华工激光AUTOBOT3015汽车热成形件三维五轴激光切割智能装备
图③华中数控机床展位 李万晨曦/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