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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上海工博会|第24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CIIF

展览时间：2024年9月24日-28日

展览地点：国家会展中心（上海）

工博会总面积：280,000平米

主办：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工信部、科技部、中科院、中国工程院、中国贸促会、上海市人民政府、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承办：东浩兰生（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简称“中国工博会”或“上海工博会”），是中国制造行业大展会 

     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简称"中国工博会"）是由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商务
部、科学技术部、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和上海市
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协办，东浩兰生（集团）有限公司承办的以装备制造业为展示
交易主体的国际工业品牌展，每年秋季在上海举办。

     中国工博会自1999年创办以来，通过化、市场化、国际化、品牌化运作，已发展成为通过国际展
览业协会（UFI）认证，中国装备制造业具影响力的国际工业品牌展，是我国工业领域面向世界的一个重
要窗口和经贸交流合作平台。自2015年起，中国工博会已正式移师国家会展中心（上海）。国家会展中
心（上海）位于上海虹桥CBD核心区、毗邻虹桥交通枢纽，是目前世界上面积大的会展综合体。

    第二十四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将于2024年9月24日-28日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举行，设9大展，
展会面积大于30万平方米，超过2800家展商参展，同期精彩活动50余场，预计逾20万中外观众参观。



提振全球工业经济信心 第22届中国工博会圆满落幕

 

       9月19日，第二十二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圆满落幕。本届工博会为
期5天，共设9大展，吸引了来自全球22个国家和地区的2238家参展商，其中境外及外商投资企业约占20%
。展览面积达24.5万平方米，近500项新技术新产品首展。本届工博会到场观众较上届增长4.3%。      
 作为今年疫情防控常态化下举办的工业展会，本届工博会的成功召开对提振全球工业经济信心，彰显
我国改革开放决心具有重要作用，为促进全球经济复苏注入了信心与动力。

 “寻机”新基建、发力数字化 为双循环提供数字基础

       本届工博会以“智能、互联——赋能产业新发展”为主题。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是新一
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特征，也是制造业创新发展的潮流趋势，将给制造业带来全方位的深刻变
革，重塑生产方式和流程，改造生产链、供应链和创新链，不仅孕育出新业态新模式，而且赋予传统产
业价值提升新势能。       本届工博会的主题正体现了制造业发展的时代性，同时也紧跟制造业在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升级中的新成果新前沿，展示我国制造业在新产业变革中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
端的新进展和成效。全新打造的“智慧物流”展区，围绕机器人应用的仓储物流供应链，展示“非接触
”式交互应用的机器人应用案例。阿里巴巴、京东、震坤行等行业巨头，展示产业链供应链新业态、新
模式。

       随着智能互联理念的推进，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领域的中国“智”造力量也在百花齐放。
在本届工博会中可以看到，多家来自本土的造车新势力纷纷拿出新的创新成果，抢滩布局中国新能源和
智能网联汽车市场。“上汽5G+L4智能重卡”荣获了2020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大奖；全球氢燃料电池MP
V——上汽大通MAXUS EUNI 7亮相，各项技术指标都足以比肩全球水平；在智能网联方面，新搭载了5
G技术的i-BOX联创智能底盘控制与网联系统已经被应用于上汽5G智能重卡洋山港示范项目。 

       今年是5G应用全面铺开的一年。作为中国与全球制造技术创新风向标，本届工博会今年进一
步加强了“5G+工业互联网”场景应用呈现。中国电信上海公司展示了与宝钢5G工业互联网领域落地的
标本项目，通过运用独立组网的5G网络充当宝钢无人重载框架车的“千里眼”，大大加快了钢厂智慧化
物流模式的建设进程。中移上研院深耕工业能源等企业市场，在工业互联网领域发挥着“端-管-边-云-用
”一体化的优势，形成1类工业网关等工业终端、1张工业网络、1个工业互联网平台、N大行业应用的“
1+1+1+N”工业能源产品体系，为工业能源生产制造、运维服务、安全监测提供N个智慧工业能源细分
解决方案。中国联通更是别出心裁地使用了实景沙盘、AR/VR等多功能互动装置，全面展示了智慧港口
、数字孪生、联擎-全连接工厂等解决方案。       玛莎拉蒂、歌诗达邮轮、依维柯⋯⋯意大利国家
馆无疑是今年展馆内受人关注的焦点。今年适逢中意两国建交50周年，意大利国家馆在筹备之初就努力
克服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终成功在面积超过1200平方米的展厅里集中展示了意大利国宝级企业和产品
，以及意大利制造业领域的先进技术。工博会一直以来坚持国际化视野办展，打造国际化平台，着力提
升展会能级。设立外国国家馆也正是工博会在国际化发展中迈出的创新之举。

首展创新高 CIIF大奖呈现“中国制造”实力

       开幕首日，同期揭晓了第二十二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大奖”（含特别大奖）和“中国国
际工业博览会国家馆奖”，CIIF特别大奖由中科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所的“北斗三号中科院导航卫星”
获得。今年6月底北斗三号导航卫星完成全球组网的，正在天上运行的35颗北斗三号卫星中，有12颗出自
该研究院。成果采用了国产龙芯CPU+FLASH的架构，填补了国产航天处理器的空白；核心器件全部国产
化，带动了整个产业链的发展，核心器部件自主可控，摆脱了“受制于人”的局面。       纵观今



年的CIIF大奖名单，既有聚焦国之重器的重大工程项目、又有在关键“卡脖子”环节上取得重大突破的
新技术新材料，还有围绕数字新基建、在线新经济等引领工业产品未来发展方向的新探索。       
除获奖展品外，本届工博会也是历年来展品多、首展技术集中的一届，首展300多项新产品、100多项新
技术。西门子、SAP、欧姆龙、三菱电机、ABB、发那科、安川电机等一些境外品牌以及工业巨头都表示
，本届工博会是今年以来在全球范围内，次大面积出展，理所当然新品不会缺席，这也呈现出中国将有
机会取代欧美成为制造业新技术发布的场。

       连续17年参展工博会的ABB围绕“未来工厂”、“未来医院”、“未来汽车”三大主题，在现
场展示了丰富的数字化、智能化机器人解决方案。未来工厂展区展示的硅片装卸、手机功能测试、继电
器测试、曲轴去毛刺、快递件高速分拣等多个解决方案，可以帮助客户提高生产效率与柔性。      
 施耐德电气副总裁庞邢健说：“2020年，受疫情影响，国际社会、经济形势依旧充满挑战。面对不确
定的未来，我们希望把新的应用首先在中国落地，运用施耐德在工业领域的丰富实践和深厚技术积淀，
以帮助工业客户把握方向，应对生产运营韧性、效率以及可持续等挑战。”       同时，在今年发
布的新品中，无论是外资品牌还是国产设备，研发、制造都呈现出向国内转移的趋势。发那科的新协作
机器人虽然是全球研发产品，但其生产的供应链更依赖中国供应商，库卡公司的新品机器人则完全是中
国团队自主研发的产品。

“抗疫”成果集中展示 “云端”助力首开“线上工博”

       展会从筹备阶段开始，严守疫情防控底线不放松，会前制定《第二十二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
会疫情防控工作方案》，会中对参展参会人员采取实名、分时、错峰、预约、限流等措施，同时做到“
六必”，即身份必问、信息必录、体温必测、口罩必戴、消毒必做、突发必处。       除了常态化
下疫情防控，为展示产业科技助力疫情防控的新成效，工博会还邀请在抗击肺炎疫情中作出突出贡献的
企业，集中展示在抗疫防护用品、医疗器械等领域的创新成果，展品数达100多件。“科技赋能疫情防控
”板块，通过实物和多媒体展示、以及签约互动等形式全方位展现科技创新对疫情防控的支撑作用，对
产业发展的创新驱动作用，体现上海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不断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势，为
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展览把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的临床诊疗室“搬”到现场，展示疫情一线病房中使用到的
相关临床产品，如新型同轴套管、可重复使用医疗物品的浸泡型消毒箱、全黏贴口罩、噬菌体筛选和肺
炎多模态影像诊断和AI创新性研究与应用等，让观众身临其境，感受抗疫一线医疗人员的奋斗和奉献精
神。       今年工博会采取“线下为主、线上为辅”的会展新模式，通过5G直播、虚拟展厅等互联
网新技术，首开“工博会在线平台”，实现线上线下融合办展。5G直播、虚拟展厅等互联网、360度观展
平台等满足了展商和观众实现“云上”观展、洽谈、对接的需求。       作为成立了20多年的“老牌
展会”，在“云端”的帮助下，线上线下联动的方式也使得工博会这一平台被赋予了全新的功能，更好
地服务展商，发挥“风向标”作用，推动在线新经济高质量发展。

打造高端对话平台 引导产学研对接

       本届工博会论坛坚持“少而精、创品牌”的原则，重点聚焦创新与新兴产业发展国际会议（IE
ID），致力于将其打造成工博会重要的高端对话平台。今年的IEID会议采取“1+8”模式，一个主论坛迁
至国家会展中心与工博会同地举办，全球学者、企业家等在这一平台上开放交流，现场有超过100位院士
参会。八个专题会议，分别聚焦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智能制造、新材料、绿色低碳、现代
交通工程、创新设计和数字创意等领域，开展性高端对话与思想交流。

       中国工程院院长李晓红在大会中致辞时表示，面对创新发展的国内外压力与风险，要深刻把
握新形势新要求，潜心打造创新驱动的“硬核”，大力推动创新要素聚合，实现科技产业和谐发展。要



提升实力，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要增添动力，推动战略性新兴产
业发展壮大，打造未来发展新优势。要拓展潜力，推动开放创新取得新实效。       相较于往年，
今年会议增加了项目对接会，引导院士专家团队与企业对接。面向全国征集了近200项企业创新需求，中
国工程院征集了237项创新成果，并在工博会设置院士专家创新成果展，围绕国家和上海重点发展的集成
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智能制造、航空航天等新兴产业，促进院士团队科研成果产业化。     
这是一届提振信心，求新求变的展会，更是一届聚焦国内国际制造业产业链协同发展，推动产学研深度
融合的展会。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 。受全球疫情影响，面对复杂多变
的国际经贸形势，本届工博会的如期成功举办，将支撑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助力全面落
实“六稳”、“六保”工作任务，赋能世界产业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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