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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工业的数字化转型需求

中国工业面临的数字化转型需求：

1、提升生产经营管理效率 2、提升产品质量和价值

3、促进商业模式创新 4、降低信息化应用门槛

⚫ 700多万中小型制造企业信息化水平参差不齐，
多数中小型制造企业面临资金压力需要更低
成本、更便捷的信息化产品服务

⚫ 多数企业属于中低端制造，附加值低，需要
提升产品技术创新能力，提升产业价值

⚫ 经济下行、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等原因对企业
生产和经营管理效率提出更高要求

⚫ 大量中小型制造企业利润率低，需要将自身的
能力融入社会化生产体系，获取更多市场机会，
通过创新性金融服务解决贷款难等问题



（二）工业互联网的应用探索

 国外：在良好的信息化基础上，通

过数据智能分析挖掘新的价值

⚫ 设备、能耗、质量、产品创新、新

商业模式

 国内：补课、提升与模式创新并举

⚫ 补课：通过云化、平台等满足中小

企业低成本信息化需求

⚫ 提升：工业大数据分析，设备、能

耗、质量

⚫ 模式创新：制造资源优化配置，+

金融+保险+物流

数据来源：《工业互联网平台白皮书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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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健康管理

产品后服务

生产监控分析

能耗与排放管理

质量管理

生产管理优化

客户关系管理

供应链管理

财务人力管理

安全管理

全流程系统性优化

金融服务

数字化设计与仿真验证

数字化工艺设计与制造辅助

资产管理服务 49% 27%

生产过程管控 24% 32%  

企业运营管理 18% 17%

资源配置优化 6% 21%

其它 国外 国内

国内外工业互联网应用各方向分布



连接用户

中国工业互联网应用模式创新

中国通过工业互联网连接企业、产业各环节和各要素，在4个方向探索出一系列特色创新应用模式

⚫ 海尔COSMOPlat平台连通用户和生

产销售物流全环节，汇集用户个

性化定制需求，按需生产和配送

⚫ 订单重构：生意帮通过连接

各加工厂发包方等，组织工

厂协作加工。

⚫ B2B交易：

• 积微物联平台交易工业产品

• 智能云科平台交易加工能力

• 航天云网平台交易产品设计、

模型等

⚫ 装备租赁：徐工信息根据

装备数据开展O2O租赁

⚫ 设备保险：树根互联与久

隆保险基于设备数据开展

设备保险与精准定价

⚫ 企业信贷：天正股份根据

数据指导银行作出贷款决

策

连接工厂

大规模定制
能力交易与资源

配置优化

连接工厂

基于工业互联网的
金融产品/服务

连接金融

数据驱动的精准
物流服务

连接物流

⚫ 物流整合平台：平台整合货、

运、港等物流各环节数据。

保障物流企业、收发货方的

货款安全和流转



大型制造企业的应用探索

具备较好的信息化基础，借助平台提升数字化分析决策能力，布局高价值应用

多环节集成与协同优化

基于数据协同分析的产业链环节

互通与系统性优化

基于“模型+深度数据分析”，

进一步提升现有能力

特定场景+工业大数据深度分析
陕鼓动力通过对远程机组状态进行数据分析，
加强设备健康管理，检修工期缩短33.3%，设
备管理内耗成本节约42%

中国石化开展从原油采购、石油炼化、库存
管理到成品油销售的整体性优化，实现相对
最小库存

富士康基于BEACON平台的数据分析优化，
吸嘴吸料率提高到99.96%，节省22万元

宝武通过集成分布式平台系统，促进多基地
生产、销售等层面的协同与整合，实现整体
产销能力的提升



中小制造企业的应用探索

低成本信息化应用 400余家中小企业通过普惠云MES，提升
生产管理能力，人员效率提高20%，设备
效率提升25%，人力节省6-24万

依托生意帮的协同制造管理平台，62家具
有闲置产能的中小企业获得470万个车牌生
产订单，盘活了153台闲置设备

以云化MES、ERP为代表的信息

化补课，是目前中小企业主要应

用重点

获取企业发展的关键资源

通过平台融入到社会化生产体系，

获得订单与金融资源

1

2

资源与能力是生存发展的关键因素，围绕“抓资源、补能力”诉求布局平台应用

海尔金控将单个企业的不可控风险转变为
供应链企业整体的可控风险，为中小企业
提供融资借贷、供应链金融服务

上百家企业通过部署黑湖生产协同云平台，
低成本获取信息化生产管理能力



重点垂直行业的应用探索—流程行业

三大应用场景

如钢铁、石化、能源电力等，具有连续生产、资产价值高、工艺过程复杂特点，对安全环保
有较高要求，信息化数字化基础较好

数据+模型驱动的生产管理优化

—以数字孪生为核心的智能工厂建设

以数据可视化为核心的HSE系统
—基于数字化、可视化的风险管控

基于数据的全供应链优化
—通过横向集成等强化供产销对接

酒钢集团通过能耗管理，单座高炉降
低 成 本 2400 万 元 / 年 、 减 少 碳 排 放
20000吨/年，冶炼效率提升10%

打通钢厂和用户间联系，去除中间环
节，使钢厂从批发转为零售，从大规
模批量生产，转变为大规模定制生产

茂名石化利用三维数字化技术，对工
厂进行三维建模，实现实体工厂与工
厂的动态联动，提高企业管理水平

华能重庆珞璜电厂构建设备的热力学
模型，优化技术煤耗比，节省7480吨
标煤，全年节约598万元左右

河南能源化工集团将设备数据和运营
管理系统数据集成与分析，对重点环
节进行监控分析，提高安全管理水平

化纤企业三联虹普根据自身上下游企
业供产销数据，与金电联行等金融机
构合作，为银行和政府提供纺织行业
企业征信服务



重点垂直行业的应用探索—多品种小批量离散行业

基于数据机理的协同设计仿
真验证

以数据分析为基础的生产工
艺优化

依托系统集成的供应链管
理优化

以数据模型分析为核心的
设备健康管理

生产 管理 运维设计

航天科工对火箭发动机进
行多专业协同设计与仿真
论证，设计效率提升14倍

德马吉森将生产工艺流程

在计算机上1:1仿真，根

据仿真验证结果优化加工

工艺，有效避免碰撞并最

大限度缩短装卡时间

空客集团整合众多上游

供货厂商，基于自动标

识与数据分析，实现零

部件高效管理与采购，

供应链成本减少20%

三一重工分析设备运行参
数，24小时内解决80%故
障，其中60%远程排除

主要应用场景

如航空、船舶、工程机械等，具有产品种类多、规模小、价值高、研制和生产周期长
特点，对协同程度有较高要求

中联重科对主油泵等核心
部件进行监测，提高设备
可用性和经济效益

波音实现多专业协同设计，
提升数字化协同能力，成
本降低40-60%



重点垂直行业的应用探索—少品种大批量离散行业

数据共享驱动的大规模定
制

依托数据深度分析的产品
质量优化

以数据互通为基础的生
产管理优化

基于物联+分析的后服务
市场

生产 管理 运维设计

康派斯房车开展大规模定
制,采购成本下降7.3%，生
产周期缩短到20天，产品
溢价达63%

美的通过对品质数据进
行大数据自学习优化，
品 质 一 次 合 格 率 从
94.1%提升到96.3%

顺络迅达开展全业务流
程监控和运行调度，经
营效率提高30%，成本
降低200万元/年

一汽基于车联网开展车
载娱乐、道路救援、车
险服务等增值业务，入
网车辆已达200万辆

主要应用场景

如汽车、家电、电子等，具有产品种类少、规模大特点，对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要求
较高，产品种类向多样性发展

福田建立”车生活”生
态系统，开展车队管理、
汽车金融等服务，提高
市场竞争力和占有率

富士康通过大数据分析
电子元器件表面贴装工
艺，产品良率提升30%

海尔开展贝享孕婴空调大规
模定制，195天研发出虚拟
空调，几天内量达2000台

新华三开展企业全过程数
据融通，库存周转率提高
50%，运营效率大幅提升



（三）三大功能体系的演进——网络

时间敏感网络（TSN）、工业无源光网络（PON）、软件定义网络（SDN）、窄带物联网（NB-IoT）、WIA—PA/FA、5G……

TSN（时间敏感性网络）
◼ 统一工业以太网标准
◼ 同时支撑生产控制与信息应用
◼ 共同构建统一标准体系
◼ 打造开放产业

5G
◼ 支持工厂内工业控制、信息采集、先进人机

交互的应用需求
◼ 支持制造工厂内的精准定位和高带宽
◼ 支持多业务场景、多服务质量、多用户及多

行业的隔离和保护
◼ 支持及提升制造工厂内边缘智能化

智能工
业产品

传感器 用户

工厂外网络

优化升级的互联网

（高可靠、低时延、大带宽、广覆盖、可定制）

协作
企业

生产设备 ……

信息/生产融合网络（IT-OT融合）
（IP化、无线化、扁平化、灵活化）

信息系统 传感器

工厂内网络

边缘计算TSN 5G
NB-
IoT

标识解析SDN 安全技术 ……



三大功能体系的演进——平台

ICT巨头

工业技术
和解决方
案供应商

工业自动化 工业软件

垂直制造
领域企业

石化 钢铁 电子信息 航空航天

…

工程机械 汽车

轻工家电

专业服务型
企业

初创企业

技术创新

模式创新

工业装备

能源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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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功能体系的演进——平台

◼ 工业技术积累深刻影响平台产业变革，工业知识积淀深厚的企业将发挥重要作用

◼ 开源技术推动IT技术不断演进，开源生态成为基础技术创新关键

◼ 开发者生态与应用创新生态加速平台应用创新，平台企业纷纷打造自主生态

• Uptake收购APT故障库，积累55,000种故障模式和维护策略

• Ambyint专注石油液压系统，积累了45TBs、1亿小时油井运行数据

• 容器： 从Docker到Kubernetes

• 微服务：从Spring Cloud到Service Mesh

• PTC打造25000开发者社区，开发600多个新型应用

• Softeware AG打造ADAMOS联盟，吸引德马吉森、蔡司等企业打造大量专业应用

平台功能体系出现3大演进方向：

• 边缘：EdgeX Foundry推动通用IT架构向边缘下沉



三大功能体系的演进——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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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防护管理视角：安全目标、风险
评估、安全策略

2.防护措施

视角：

✓威胁防护

✓监测感知

✓处置恢复

1. 防 护 对
象
视角：

✓设备

✓控制

✓网络

✓应用

✓数据

处

置

恢

复

工业互联网安全框架的三个防护视角之间相对独立，又相辅相成、互为补充，形成一个完整、

动态、持续的防护体系。



（四）面临的挑战

13

技术
1. IT与OT技术融合创新仍然困难重重 68%平台的工业模型不足20个

2. 新兴技术解决工业问题的有效性有待验证 大数据分析在原料配比等强工业机理场景下的有效性仍不明确

3. 基础性技术的短板仍未有效解决

应用

1. 企业工业数字化网络化基础薄弱 我国50%以上制造企业未完成自动化改造

2. 新兴技术部署应用成本居高不下 制造业税后利润率仅3.3%，改造能力不足

3. 标准化、通用解决方案数量有限

4. 工业互联网改造团队、机构、人才不足 50%以上制造企业面临复合人才匮乏问题

产业
1. 缺少产业巨头引领发展方向

2. 企业间的协同创新合作不够

3. 创新生态建设有待加强 国内平台创新生态建设刚刚起步

商业
1. 前期资金投入大而短期收益有限

2. 现阶段盈利模式相对单一 提供定制化解决方案仍是现阶段最主要的盈利方式



（五）展望

1. 应用探索与推广将是工业互联网下一阶段的发展主线，

应用将牵引我国工业互联网的技术创新与产业合作，从而真

正发挥出我国产业的综合性优势

2. 我国工业互联网应用兼具大企业更高层次上提升能力和

中小企业信息化数字化普及任务两种路径。

3. 以资源协同、产融结合为特点的应用模式是我国较为独

特的应用创新

4. 对供需两端，商业模式创新与价值实现都是工业互联网

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5. 5G、边缘计算、人工智能、AR/VR等新技术的融入将带

来巨大创新与变革机遇，但与工业的结合仍需攻克系列瓶颈。

基础技术和产业、工业机理和知识的差距仍是长期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