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放电电压平稳 1756-DNB 操作便利

产品名称 放电电压平稳 1756-DNB 操作便利

公司名称 厦门盈亦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价格 1458.00/件

规格参数 品牌:A-B
型号:1756-DNB
产地:美国

公司地址 厦门市集美区宁海三里10号1506室

联系电话 0592-6372630 18030129916

产品详情

放电电压平稳 1756-DNB 操作便利

1756-A10 1756-L62S 1762-OF4
1756-A13 1756-L63 1762-OW16
1756-CN2 1756-L71 1764-24BWA
1756-CN2RXT 1756-L72 1764-LRP
1756-CNB 1756-L73 1764-LSP
1756-CNBR 1756-L74 1768-CNB
1756-CPR2 1756-LSP 1768-ENBT
1756-DHRIO 1756-M03SE 1768-EWEB
1756-DNB 1756-M08SE 1768-L43
1756-EN2T 1756-M16SE 1768-PB3
1756-EN2TR 1756-MVI 1769-ADN
1756-EN3TR 1756-OB16E 1769-ASCII
1756-ENBT 1756-OB16I 1769-DPS
1756-ENET 1756-OB32 1769-ECL
1756-EWEB 1756-OF4 1769-ECR
1756-HSC 1756-OF6CI 1769-HSC
1756-IA16 1756-OF6VI 1769-IA16
1756-IB16 1756-OF8 1769-IF16C
1756-IB16D 1756-OX8I 1769-IF4
1756-IB16I 1756-PA72 1769-IF4XOF2
1756-IB32 1756-PA75 1769-IF8
1756-IB32K 1756-PA75R 1769-IM12
1756-IF16 1756-PB72 1769-IQ16
1756-IF6I 1756-PLS 1769-IQ32
1756-IF8 1756-PSCA2 1769-IQ6XOW4



1756-IF8H 1756-RM 1769-L30
1756-IM16I 1756-TBCH 1769-L30ERMS
1756-IR6I 1756-TBNH 1769-L32E
1756-IT6I 1757-SRM 1769-L33ER
1756-IV32 1761-CBL-PM02 1769-L35E
1756-L1M1 1761-NET-AIC 1769-L36ERM
1756-L55M14 1762-IQ16 1769-OA8
1756-L61 1762-IQ8 1769-OB16
1756-L61S 1762-L24BWA 1769-OB16P
1756-L62 1762-OB16 1769-OB32

放电电压平稳 1756-DNB 操作便利

一年之计在于春。重大项目集中开工、企业开足马力生产⋯⋯春节假期过后，全国各地铆足干劲，以“
开年即冲刺”的姿态抢开新局。

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是国家经济命脉所系，也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领域。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指出，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强质量支撑和标准引领，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
和安全水平。

当前，我国制造业发展态势如何？怎样做强做优做大制造业，加快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

1、制造业景气水平有所回升

近日，各地企业的生产车间里一派繁忙。

机械手臂有序舞动，智能搬运机器人将零部件准确送达，智慧大屏上实时显示着生产运行数据⋯⋯重庆
市一家制造业企业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公司正在开足马力生产，保质保量满足客户的订单需求。

时不我待，只争朝夕。今年以来，各地积极为企业生产和发展保驾护航，推动重大项目落地，形成有效
投资。2月18日，浙江省2024年“千项万亿”重大项目集中开工，总投资9770亿元；同，江西省2024年一
季度重大项目集中开工，总投资6805亿元；春节期间，深中通道等项目不停工、不停产⋯⋯

数据显示，1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49.2%，比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制造业景气水
平有所回升。大型企业PMI为50.4%，比上月上升0.4个百分点，高于临界点。

从分类指数看，1月份，生产指数为51.3%，比上月上升1.1个百分点，表明制造业生产景气度有所回升；
供应商配送时间指数为50.8%，比上月上升0.5个百分点，表明制造业原材料供应商交货时间持续加快。

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金壮龙表示，我国是世界制造业大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约30%，连续14年
位居全球首位。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启动实施，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
业快速崛起。重大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更多中小企业走上专精特新之路。制造业强起来的步伐持续加快
，产业结构加快升级，出口结构持续改善，区域布局不断优化。

专家认为，2024年，内外部环境依然严峻复杂，但我国拥有完整的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和完善的信
息基础设施等优势，经济长期向好的趋势不会改变，制造业将加快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

2、让传统产业“老树发新芽”

“我们把传统产业绿色转型作为自身发展的重中之重，不断提升产业智能化、数字化水平。”山东省临
沭经济开发区有关负责人介绍，该区围绕化工化肥、机械制造、钢管加工等传统优势产业，抢抓5G、工



业互联网、智能制造等新技术带来的机遇，加快推动产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

放眼全国，多地积极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明确了今年产业转型升级具体路线图和任务书。比如，广
东将新推动9200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新培育超过250家省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宁夏将新
建工业互联网平台20个，新增上云企业1000家；辽宁将实施科技型企业培育壮大工程⋯⋯

专家表示，我国传统产业体量大，在制造业中占比超过80%，是我国保持全球制造业大国地位的基本盘
。推动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是主动适应和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选择。

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介绍，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
步伐不断加快、水平持续提升，产业绿色低碳转型升级步伐加快。截至2023年年底，我国已培育421家示
范工厂、万余家省级数字化车间和智能工厂，累计在国家层面创建绿色工厂5095家。

陶青表示，2024年我国力争新培育国家层面绿色工厂1000家，完善绿色制造服务体系，试点推行“企业
绿码”。充分发挥国家产融合作平台作用，在新能源汽车、绿色家电等方面积极打造绿色消费场景。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八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快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
从“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加快迈向价值链中高端”“加快数字技术赋能，全面推动智能制造”“强化绿
色低碳发展，深入实施节能降碳改造”“推进产业融合互促，加速培育新业态新模式”等方面明确了一
系列举措。

意见提出，到2027年，传统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水平明显提升，有效支撑制造
业比重保持基本稳定，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地位和竞争力进一步巩固增强。工业企业数字化研发设计工
具普及率、关键工序数控化率分别超过90%、70%，工业能耗强度和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持续下降。

“应用实时监控、模拟仿真、智能控制、智能决策、系统优化等数字化技术，可以有效促进传统行业生
产运营模式升级，实现提质增效、减污降碳。”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节能与环保研究所所长赵
卫东说。

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要把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摆在更加重要位置，让传统产业“老树发新芽”。加大制
造业企业技术改造资金支持力度，落实税收优惠和专项再贷款政策，完善企业技改标准，推动设备更新
、工艺升级、管理创新、数字赋能。实施制造业技术改造升级工程，聚焦钢铁、有色、轻工等重点行业
，广泛应用数智技术、绿色技术，推动大规模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

3、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

国产首艘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完成商业首航，国产大型客机C919飞出国门参加航展⋯⋯今年以来
，中国制造捷报频传，大国重器举世瞩目，一大批科技创新成果融入百姓生产生活。

在全球经济增长动能不足的大背景下，新能源汽车等“新三样”出口表现亮眼，成为我国制造业发展提
质升级的生动写照。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公布，2024年1月份，我国汽车产销量分别达241万辆和243.9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1.2%
和47.9%。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达78.7万辆和72.9万辆，同比分别增长85.3%和78.8%，市场占有率
达29.9%。相关调研显示，2024年我国汽车产业产销能够实现稳定增长，新能源汽车也将继续保持良好发
展态势。

如今，中国制造正加快向中国创造转变，在持续创新中展现出更大韧性和潜力。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
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



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数据，中国创新指数已从2011年全球第29位上升为2023年第12位。当前，我国已经
形成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绿色环保等产业在内
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占GDP比重约13%。

今年1月，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动未来产业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面向未来产业
重点方向实施国家科技重大项目和重大科技攻关工程，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

专家认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重大前沿技术、颠覆性技术持续涌现，科技创
新和产业发展融合不断加深，催生出人形机器人、脑机接口、量子信息等新产业发展方向。我国具备工
业体系完整、产业规模庞大、应用场景丰富等综合优势，为未来产业发展提供了丰厚土壤。

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今年在全力促进工业经济平稳增长的同时，将着重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比
如，在重点领域再新建一批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启动创建国家新型工业化示范区等。

“在持续加大基础研究的同时，要重点聚焦市场需求和产业应用环节，强化靶向应用研发，鼓励产业链
上下游企业联合创新，在激发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方面下更大功夫，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中国电子信
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金壮龙表示，要统筹技术创新、规模化发展和应用场景建设，积极发展新质生产力，努力抢占全球产业
竞争制高点。培育更多新支柱新赛道。用好国内大市场和丰富应用场景，发展壮大新能源、新材料、智
能网联汽车等新兴产业，推进北斗在通信领域、大众消费领域规模应用，积极培育生物制造、商业航天
、低空经济等新的增长点。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推动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元宇宙、6G、量子信息等
前沿技术研发和应用推广，构筑未来发展新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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