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制造业场景人工智能应用分类分级参考建议》



工业互联网产业联盟开展制造业场景人工智能应用分类分级系列工作，

试图解决制造业领域AI难以匹配企业需求、供需双方认知差异大的问题

，制定一套面向制造业应用领域、场景人工智能应用分类、分级的共识

标准和认知架构，切实促进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融合落地。本期为系列

一：分类分级方法。核心内容由AI应用场景分类模型、分级模型、制造

业应用场景举证、厂商应用案例分析四部分组成

1、分类模型：以制造业AI场景应用划分，通过三个维度进行分类描述

。X轴按照工作域-智能制造生命周期划分为六部分； Y轴按照业务区-

制造业系统层级划分为五部分；Z轴按照新技术-AI技术制造业应用划

分为八部分

2、分级模型：针对制造业应用中主要涉及到的AI技术应用种类，按照

技术成熟度、制造业适用性、技术前景等方面划分为三个级别

框架介绍 整体概述



框架介绍

一、应用场景分类模型



框架介绍 分类模型——X轴：智能制造生命周期

X轴：采用工作域维度，参考中国《国家智能制造标准体系建设指南

（2024版）征求意见稿》、《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模型》

GB/T39116-2020、德国“工业 4.0”体系标准、美国智能制造系统

等，按照智能制造生命周期划分为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运营、销售

、服务和供应链六个部分

• 研发设计：根据企业的所有约束条件以及所选择的技术来对需求

进行实现和优化的过程

• 生产制造：将物料进行加工、运送、装配、检验等活动创造产品

的过程

• 运营：对企业的运行状况进行管理，以实现生产目标的管理活动

• 销售：产品或商品等从企业转移到客户手中的经营活动

• 服务：产品提供者与客户接触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系列活动的过程

及其结果

• 供应链：围绕核心企业，涵盖供应商、制造商、分销商、零售商

以及最终用户之间的功能网链结构，通过信息流、物流和资金流

的控制实现各环节的协作和价值创造



框架介绍 分类模型——Y轴：制造业系统层级

Y轴：采用业务区维度，参考《国家智能制造标准体系建设指南

（2024版）征求意见稿》按照与企业生产活动相关的组织结构

的层级划分（即系统层级），包括设备层、单元层、车间层、

企业层和协同层

• 设备层：企业利用传感器、仪器仪表、机器、装置等，实现

实际物理流程并感知和操控物理流程的层级

• 单元层：用于企业内处理信息、实现监测和控制物理流程的

层级

• 车间层：实现面向工厂或车间的生产管理的层级

• 企业层：实现面向企业经营管理的层级

• 协同层：企业实现其内部和外部信息互联和共享，实现跨企

业间业务协同的层级



框架介绍 分类模型——Z轴：AI技术制造业应用

Z轴：按照制造业场景中AI技术应用的维度划分为机器学习、机器感知与机器视觉、自然语言

处理、认知与推理、人工智能代理（AI agent）、智能机器人、群体智能、融合智能

• 机器学习：使用AI从数据中自动识别模式和规律，并利用这些知识来处理新的数据或任务

。主要包含统计建模、分析工具和计算方法，如深度学习、强化学习等。制造业应用以数

据处理、建模优化等场景的融合应用为主

• 机器感知与机器视觉：AI能够理解、解释声音、图像、视频等多种模态数据，主要包括图

像/语音处理、分析与合成、模式识别、目标检测、视觉学习与理解等。制造业应用主要为

多模态数据感知面向场景的分类、检测和识别等任务

• 自然语言处理：AI能够理解、处理和生成人类自然语言。制造业应用主要为生成式人工智

能，包括内容生成、数据增强和模拟任务等，可以生成图像、音频、艺术、合成数据等

• 认知与推理：AI系统具备类似人类的认知和推理能力，主要包括认知建模、知识表示、推

理、搜索求解等。制造业应用以工业规则库和知识图谱构建为主

• 人工智能代理（AI agent）：能够自主感知环境、分析信息、做出决策并执行动作的智能

体。通过与环境互动，利用算法、数据和模型来完成特定目标，核心在于自主性和目标导

向性

• 智能机器人：能够替代或协助人类完成任务、具有物理实体的智能机器，具备控制、设计

、运动规划、任务规划、人机交互等功能的智能系统。包括但不限于智能设备、机械臂、

工业机器人、AGV、人形机器人等

• 群体智能：具备一定感知、决策和执行能力的多个智能体，相互共享信息、知识和资源来

实现协作和协调，从而实现全局的任务最优。包括但不限于多种形态的AI Agent、机器人

交互、协同控制等

• 融合智能：整合多种AI技术，突破单一技术的局限性，实现更强大的感知、决策与执行能

力的智能应用。通过跨模态协同与技术互补，构建更接近人类综合认知的智能



研框架介绍

二、应用场景分级模型



框架介绍 应用分级

分级：按照技术成熟度、制造业适用性、技术前景等方面

划分为三个级别，分别为基础级、优化级和引领级。帮助

制造业企业、AI技术供给方明确技术布局方向，基础级确

保应用稳定性，优化级实现差异化竞争，引领级储备长期

战略能力

• 基础级：AI领域的底层支撑技术，在制造业实现广泛

应用且具备较高的成熟度，是其他高阶技术发展的基

础。包含机器学习、机器视觉与机器感知和自然语言

处理

• 优化级：AI领域快速迭代优化的技术，具备较高的制

造业应用及商业价值。包含认知与推理、人工智能代

理（AI agent）和智能机器人

• 引领级：制造业AI应用的前沿探索，具有颠覆性潜力

但尚未成熟的技术，面向解决制造业的复杂问题或实

现高级的智能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