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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行业应用报告旨在从各垂直行业角度，指导工业互联网应用项目落地实施，以驱动技
术创新、业务转型与商业变革。



本应用报告中涉及八个行业共28个场景，33个详细应用案例

四大方向：提质增效、模式转型、面向市场、面向企业；四个模式：战略引领型、机遇创新型、企业变革型、成本控制型

垂直行业工业互联网实施案例业务产出格局解析

太极：炉管在线寿命评估与状态监测
发电设备运行优化调度
齿轮箱故障预警

模式转型提质增效

面向市场

面向企业

海尔集团贝享孕婴空调用户交互设
计、制造、迭代

海尔集团11个以用户为核心的互联工厂
久隆财险与树根互联合作的工程机械UBI保险

施耐德数字化工厂生产异常及时响应

中国电子集团液晶面板生产质量追溯

三一重工18号智能工厂

湖南兴邦高空作业车设备物联管理

施耐德精益数字化高效人机协同

富士康设备健康管理

宝钢股份钢厂热轧现场
数据采集与边缘计算

宝钢集成客户制造工程

南钢集团与宝钢集团船板
定制配送C2M+JIT应用

航天科工社会化协同研发

索为知识自动化

航天科工高端设备预测性维护

中兴通讯生产质量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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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国信轨道交通行业的PHM系统

建谊集团北京成寿寺B5项目的
设计协同管理应用

徐工集团供应链协同创新应用
徐工集团备件管理平台

海尔COSMOPlat建陶产业基地

中船互联供应链上下游协同应用

海尔COSMOPlat纺机全周期
物联生态解决方案

海尔COSMOPlat服装行业-衣联网

中船黄埔文冲大型离散制造智慧物联应用

海尔COSMOPlat房车行业-定智旅行家



轻工家电行业—海尔COSMOPlat应用实践

COSMOPlat是 全球首家引入用户全流程参与体验 的工业互联网平台
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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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5位 用户深度参与设计交互

6家 模块商资源支持

15万+ 触点网络、社群交互

（话题：舒适、净化、静音、健康、…）

7大 产品功能

5次 产品迭代设计

1.1万+ 三店合一

3630人 深度参与交互迭代

（关注点：静音、品牌、自清洁、…）

②
设计

③
体验

⑤
制造

④
预售

①
交互

⑥
迭代

静+

净界

自清洁

20140个 创意设计

25位 中国外设计师参与设计

560万+ 触点网络、社群交互

1.5万条+交互意见反馈

18万+  三店合一

56次 设计方案推倒与重组

23个 技术难题被攻克

5大类、638条 迭代意见

（关注点：静音、健康、舒适、…）

自清洁 → 静音 → 空净合一

17分贝最低静音

15分钟净化全屋

21分钟内外机自清洁

➢自清洁空调案例：用户驱动的大规模定制模式

轻工家电行业—海尔COSMOPlat应用实践



房车

典型应用：康派斯

建陶

典型应用：淄博新金亿陶瓷

机械

典型应用：青岛纺织机械、普鲁特、良木

农业

典型应用：金乡大蒜、丹盛大米

服装

典型应用：环球服饰、海思堡

采购

典型应用：创新科技

能源

典型应用：滨海欢乐谷

模具

典型应用：日照硬创产业园

医疗

典型应用：香港北大屿山医院

交通

典型应用：青岛港

互联工厂

典型应用：美国GEA

物流

典型应用：宝钢、攀钢及道恩

轻工家电行业—海尔COSMOPlat应用实践



机械：纺织机械行业纺机全周期物联生态解决方案

现在以前

传统方式通过人工进行设备维护 纺机资产全周期数字化管理

典型应用：青岛纺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高密市康泰纺织有限公司

APP：纺机全周期物联生态应用

①供应商的服务范围有限，价值链难以贯通；

②经验式管理无法深挖产业价值；

①提供企业全周期、全流程、全生态的服务；

②基于大数据将经验转换为产业价值；

轻工家电行业—海尔COSMOPlat应用实践

制造方： 销量提升，服务费用降低

使用方： 态势感知，故障零成本

产品溢价：6%

定制备件销量：48%

设备维保：11万/万锭·年

设备效率：12%



以前

传统房车生产制造 智能房车互联工厂

房车：智慧房车定制→智慧出行方案定制，满足用户快乐生活体验

典型应用：康派斯房车企业

现在

产品溢价：63%  

交付周期：35天→20天

营地入住率： 20%

综合成本：7.3%

企 业 订 单： 62%

生 态 资 源：350+

①工厂智能化程度低；

②无法与用户个性化需求交互；

①赋能房车行业转向大规模定制；

②打造物联房车生态，快乐出行体验；

轻工家电行业—海尔COSMOPlat应用实践



现在以前

传统服装工厂 个性化定制定制生产

服装：生产库存积压 → 定制生产，零库存：服装大规模个性化定制

典型应用：海思堡

APP:服装定制MTM系统

库存周转率：60%  

生产成本 ：30%

服装加工厂→解决方案商

生态收入：20%  

交付周期：45天→7天① 人工打版，设计周期长；

② 信息不通，效率低下；

①智能打版，设计周期大大缩短；

②数字化互联工厂，效率提升；

轻工家电行业—海尔COSMOPlat应用实践



工程机械行业—供应链协同创新应用

针对供应链管理存在的信息不透明、协同性差、流程不统一、成本控制及供应链风控难度大等问题，构建面向工
程机械行业智能供应链管理平台，满足工程机械行业采购管理、物流管理、智能仓储管理、产业链协同、产品可
追溯等业务需求。
应用案例一：徐工集团协同供应链平台

平台亮点：

• 通过标识解析技术实现对象的标识、解析和信息互通；

• 部署标识解析管理系统，实现高效率、低成本战略支撑，提升生
产体系协同；

• 实现对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异构系统之间的信息交互及管理。

应用效果：

实现整个供应链网络的增值，从而提高供应链的整体竞争力。同时借
助智能供应链体系打造新型全价值链生态圈，重塑产业链、供应链、
价值链，引领工业企业向服务型制造的转变。

• 供应链运营成本降低20%

• 供应链上的节点企业按时交货率提高15%以上

• 订货到生产的周期时间缩短20%-30%

• 供应链上的节点企业生产率增值提高15%以上

徐工集团协同供应链平台是全球范围内首次将标识解析应用于装备制造领域，探索并实现徐工及上下游企业间信息共享
与高效业务协同。

实施架构图



工程机械行业—供应链协同创新应用

备件管理平台总体框架图

应用案例二：徐工集团备件管理平台

徐工集团备件管理平台以备件供应链管理为核心，提供备件的计划、采购、库存、供销、追溯等功能，并通过大数据
分析提供科学可靠的备件计划体系，实现备件管理的持续优化改进。目前，备件管理平台已打破行业边界，成功输出
至有色金属行业，为该行业龙头企业打造供应商全面参与的采购云平台。

• 对接产品设计数据生成数字化档案，一机一册对零部件精准定位；

• 打破生产商与分销商信息孤岛，为其提供高效开单、分销服务；

• 提供备件采购、库存、供销、追溯等功能，可与研产供销服系统对接。

备件管理平台与汉云工业互联网平台协同



电子信息行业—行业特点

01

02

03

流水线制造模式
种类单一、产量大、寿命持
续时间长、工艺简单稳定的
产品的大规模产品的制造

单元生产制造模式
基于订单拉动的多品种、小
批量、短交期的产品制造

手工生产制造模式
产量小、产品加工装配工艺
复杂，或者需要人工进行主
观判断分析的场合

根本性变革
所有生产设备、过程环节与
资源，和工业互联网的充分
结合，消除信息壁垒，实现
所有要素的互连互通，才能
为电子信息产品的智能化生
产提供坚实的基础

面向大规模产品

面向订单拉动产品

面向单一高价值产品

需求



电子信息行业—需求场景

传统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中自动化生产、单元生产、手工生产方式与工业互联网相结合，将通信信息技术与电子信息产
品制造相融合，实现机器设备健康管理、人机一体化协同作业、生产过程质量追溯、产品生命周期质量管理，从而优

化对装备和资源的使用，推动生产和运营的智能化，创造新的经济成效和社会价值。

结合工业互联网

设备健康管理
较少的投入，大大延长设备的技
术寿命、经济寿命和使用寿命，
为企业产生检修效益、增产效率
和安全效益，使企业保持良好的
经济效益。

人机协同一体化
人和机实现高效协同，实现生产
节奏的同步。保证生产的稳定、
高质、高效是这类生产组织模式
的核心能力需求。

质量管理和追溯
挖掘企业生产全过程中影响产品
质量的关联因素，发现潜在质量
问题，消除质量管理环节中存在
的漏洞，提前进行预警及解决。



1

⚫ 3种制造模式
✓ 面向大规模产品的流水线制造模式
✓ 面向订单拉动产品的单元生产制造模式
✓ 面向单一高价值产品的手工生产制造模式

⚫边缘层，实现生产现场数据的采集、转换、存储和
处理，还可以按照既定规则实现本地控制
⚫平台层，提供工业数据统一管理和服务的能力，同

时提供开发环境和API支持，便于使用者快速构建定
制化工业数据服务
⚫应用层，包括仓储物流系统、生产运营系统以及工

业大数据应用系统，利用工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各种
数据实现生产运维和质量管控
⚫安全保障，通过设备安全、网络安全、控制安全、

数据安全、应用安全等多种手段，保障生产过程的安
全可靠

电子信息行业—业务需求及其工业互联网实施架构



钢铁行业案例—跨地域、多基地平台化运营

◼ 以工业互联网覆盖上海宝山、武汉青山、南京梅山、湛江东山四大制造基地，实现平台化运营；

◼ 以统一平台、统一语言、统一规则，支持多制造基地统一销售、统一采购、统一研发，支持多基地生产、设
备管理等业务协同，支持多基地协同效益最大化的新型管控体系实现；

◼ 实现各基地间同品种、同标准、同质量、同价格，有效支撑基地间制造能力评价、合理地进行资源分配。



钢铁行业案例—韶钢铁区一体化集控

◼ 首次在业界建立了贯穿铁、烧、焦的一体化
智能管控平台，覆盖了铁区：原料、烧结、
焦化、高炉、铁水运输、TRT除尘6大工序
24个系统，以及能介：煤气、蒸汽、发电、
鼓风等6大系统18个单元；

◼ “5+2”岛式布局整合了铁区和能介全部单
元的控制与决策，实现了距离5公里以上跨
工序、跨区域、远距离的大规模集控和无边
界协同；

◼ 35万个数据支撑32个智能模型+6大应用
+150张全自动报表，实现智能化的监控预
警、分析诊断、优化决策。

年初，国内首个铁区一体化集控中心在韶钢投入运行，实现“大规模集控、无边界协同、大数据决策”；



高端装备行业的工业互联网实践

产品的技术含量特别高

研发设计环节非常复杂，往往会涉及多个专业
（甚至数十个专业）

生产过程及其复杂

高端装备制造动辄会有数千种零部件；产品
批量小、定制化程度高，柔性生产要求高

产品价值高、生命周期长

产品单价非常高，从数十万到数十亿不等；产
品的寿命很长，一般都超过5年，甚至20-30年

高端装备组行业的特点 高端装备行业对于工业互联网的需求

产品的研发设计阶段

实现多专业的高效协同研发

产品的生产制造阶段

实现复杂生产过程的管理（供应链协同、生
产质量控制等）

产品的售后阶段

通过工业大数据的技术应用，进行服务化延伸，
提供覆盖高端装备全生命周期的远程智能维护



高端装备行业的工业互联网实践

应用场景1：社会化协同研发与生产

应用场景2：知识自动化（飞行器设计）

应用场景3：预测与健康管理PHM（石油钻机、轨道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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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行业—建筑全产业链协同创新应用
虚拟设计：通过云端数字化协同工作平台，将业主、设计团队、总包、分包、监理、厂商等参与方及最终建筑使用者连接在一起，

应用BIM、VR等技术手段，以模型作为载体，集成消费者个性化定制信息、不同专业设计信息、施工建造信息、运维信息，实

现多参与方的异地协同设计互动，将生产、施工、运维产生的风险与问题前置，提升设计效率与质量。

虚拟生产：平台有效链接生产工厂的线上“虚拟工厂”，将构件或部品设计模型直接输出到工厂，由工厂虚拟调度中心进行智能

排产与生产仿真，找到最优排产计划及工厂生产资源需求，并生成相应的工艺工法指导书，用以指导今后的实际生产，满足今后

实际施工的需要。

虚拟施工：基于智能算法，在正式施工之前，形成场地布置方案、施工组织方案、专项技术方案、安全生产方案等，以“虚拟试

错”方式避免实体建造中的各种问题。

平台亮点：

• 基于工序级任务包及自动排程，实现全过程精益建造

• “厂场一体化”实现全产业链协同与柔性生产

• 智慧工地虚实结合，实现智能作业与高效管理

应用效果：

• 设计效率提升50%以上

• 设计时间缩短50%以上

• 劳动力成本缩减30%以上

• 节水80%以上

• 工期缩短30%以上

建筑全产业链协同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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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

Tools

Content

设计工具
（结构）

插件

设计工具
（建筑）

设计工具
（机电）

插件 插件

设计工具
（市政）

插件

智能建造与共
享平台

深化BIM
族库

BIM模
型库

装配式建筑快速出深化施工图平台

实现原理：采用云+端架构模式，实现以云端进行8D族的加工和管理，通过端的方式进行与设计工具连通，构成基于云端的协同设计

过程，设计成果采用特定的出图算法，快速输出深化图纸。深化图纸也将在云端进行管理和分享。

其中8D族和出图算法是平台成功的关键，8D族是建筑预制构件8维信息模型，其是“三维几何信息（3D）+进度+成本+质量+安全+

工艺工法”的8维信息模型，并且三维几何模型的细致程度要达到LOD400级别（可以理解为毫米级）。出图算法是基于建筑图集而抽取出

来的规则库，该规则库约束了出图的标准、标识、表现、级别、强化等内容，算法根据出图的应用的场景而产生符合规范的深化施工图。

以中白工业园科研楼项目为例，平台内置中白两国技术与标准融合，图面表达融合，为白俄罗斯国际设计院架起中白两国建筑技术融

合与标准统一的桥梁，完成设计时能够基于一个模型协同工作。

• 涵盖设计、施工以及运维阶段

• 一组模型，一组数据，信息顺利传递，业主方、设计方、施工方共同参与

• 统一标准，在各自的工作范围内，同台协同

建筑行业—装配式钢结构建筑快速出深化图创新应用

快速出深化图平台逻辑架构图 快速出深化图平台多方网络协同



船舶行业—中船互联

服务密集 劳动密集 物资密集

资金密集 技术密集

行业特点
加速实现船舶智能制造

打破建造及船舶产品的数据互通瓶颈

实现船舶产业链上下游信息及资源共享

业务需求

船舶行业工业互联网平台



Restful API Websocket

电力智能监控

交换机 边缘服务器

智能总电表

变电站

气体智能监控

交换机 边缘服务器

控制箱

流量计

数控切割机监控

交换机 边缘服务器

控制元

数控切割机
开关阀压力变送器

工业HMI交换机 工业组态 看板 归档服务器

线电压 相电压 电流

频率瞬时功率 功耗

配电房 天然气站

压力 流量 开关

加工车间

板材炉
批号

切割零
件号

切割时间

设备监控

场景1：大型离散制造智慧物联应用

场景2：船舶工业供应链上下游协同应用

PDA移动仓储管理

可视化库图 智能化无人仓库

垛位自动预约

基于大数据分析的质
量预测和全过程控制

板材电子质保书

质量数据跟踪反馈

智能组板

柔性生产、敏捷供应

移动CRM

数据交互

产品生命周期管理

船舶设计信息

船舶生产信息 销售合同

采购信息 订单进程

生产进程 发运明细

入库明细

智
能
化
生
产
组
织

智
能
化
仓
储
物
流

智
能
化
用
户
服
务

智
能
化
质
量
管
理

交
互
平
台

采集管控 质量管理 统计分析 工艺决策 预防性维护

船舶行业应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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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电力行业—综合能源服务体系下的工业互联网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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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电力—集团数字化改造步骤

需
求

供
给

趋
势

从能源孤岛 到数字化交互系统

整合 工业 建筑 交通

刚性
需求

需求响应
大用户

聚合器
（低度的需求共享）

中心化
供给

中心化供给
（竞争市场）

分布式资源
（低度的供给共享）

聚合器

生产消费者

智能电网

区块链

需求整合

能源转化

车辆到电网

去中心化供给

低连接

低电气化

中心化系统

高连接 - 大数据和数据分析

建筑和电动汽车的电气化

去中心化资源



27

连接/数据

能源流

交通

商业

家庭

工业

发电、输电和
分布式

◆生产者、电网运营商和终端用户之间的连通性不

断加强

◆实时交换业务信息，消费者和生产者对不断变化

的市场状况作出即时反应

◆提升了每个主体间协作与沟通效率, 提高了可靠

性和降低了成本

◆模糊了传统供应商和消费者之间的区别, 增加了

更多地方能源和网格服务贸易的机会

能源电力行业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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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行业工业互联网应用报告》发现

1.从个性行业实践发现共性应用规律

垂直行业应用路径是对工业互联网共性模
式实现阶段的进一步细化，从基本数字化出发，
围绕生产流程中产品、产线、商业、制造环节
和柔性组织需求，逐步推动不同环节中应用模
式的演进与提升，最终实现研发、制造、运维
等全过程的智能化。

2.从单点应用走向跨领域综合应用

工业互联网应用共性价值规律

虽然各行业实践工业互联网路径各不相同，但最终工
业互联网应用将经历“单点应用-单链应用-产业链应用”
的三个发展阶段。基于以上三个阶段发展，工业互联网应
用未来前景和最终目标是社会化生产，即从需求预测到资
源调度、从产品设计到产品服务、从生产优化到运营管理
的全系统全链条智能化应用，实现制造业全面系统性优化。

工业互联网应用演进视图



思考与启发

◆ 工业互联网业务需求真的有吗？切入点在哪里？

◆ 工业互联网价值链能否闭环？（谁为投资买单？企业？政府？基金？）

◆ 应该自下而上市场为主导还是自上而下政策为主导？落地路径？

工业互联网没有最终答案，只有永恒的追问！



思考与启发

◆ 需求侧找准切入点，考虑“四高”场景（高频、高危、高价值、高要求）！

◆ 供给侧加快市场探索、教育，ROI思维引导，跳出工业看产业！

◆ 加大对供给侧支持力度，中长期政策引导、培育需求侧！

削足适履？ ——削履适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