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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经历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实体经济的重要性被重新认知，以制造业为核
心的实体经济才是保持国家竞争力和经济健康发展的基础——这已经是世界各国的
共识。

智能制造是一种可以让企业在研发、生产、管理、服务等方面变得更加“聪明”的
生产方法，制造业企业要从自身发展的核心痛点出发，在合理的整体规划和顶层设
计基础上，沿着智能制造要素→智能制造能力→智能制造系统的发展方向，分阶段
且持续性的获取智能制造要素，建立、完善、扩展企业在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物
流仓储、订单获取、产品服务等各个环节的智能制造能力，最终形成完整、高效、
科学的智能制造系统。

为了振兴中国制造业，国务院于2015年出台《中国制造2025》作为制造强国战略
的行动纲领，并明确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智能制造是抢占未来经济和科技
发展制高点的战略选择，更是传统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

SMS

目前中国智能制造仍面临关键装备与核心零部件受制于人、中小企业难以融入智能
制造浪潮、大部分企业缺少智能制造的文化内核等重大挑战，制造业企业要顺应趋
势，提前规划，明确目标，关注网络协同制造、5G等新模式、新技术带来的新机遇，
以“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的原则，分阶段、持续性地实施智能化转型。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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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核心
工业强国的制造业战略核心均指向“智能制造”
人类的每一次工业革命都会开创一个崭新的时代，随着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的不断发展，

第四次工业革命也已悄然兴起。为了抓住新工业革命的历史机遇，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相继部署制造业发展战略，

中国也在2015年推出了“中国制造2025”战略规划。尽管各国“再工业化”战略的规划路径和逻辑不尽相同，但其核心

皆是“智能制造”，都将发展智能制造作为本国确立制造业竞争优势的关键举措，并提出了相应的发展路线。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美、德、日、中四国制造业发展战略

中国制造业规模虽大
但基础薄弱，要以
“创新驱动、质量为
先”为原则，以智能
制造为主攻方向，走
“2.0”补课、“3.0”
普及、“4.0”示范的
发展道路，通过“三
步走”在较长的时间
内逐步实现制造强国
的战略目标

美国创建了“国
家制造业创新网
络”，由美国商
务部、国防部等
部门出资，在全
国范围内建立制
造业创新中心，
旨在构建制造业
“产政学研”联
合的基础平台并
形成创新智能制
造生态体系

先进制造业
国家战略计划

中国制造2025

“工业4.0”战略

德国在汽车工业
和自动化工程方
面的强大优势的
基础上，大力发
展和应用信息物
理系统（CPS），
旨在提升制造业
智能化水平，以
智能工厂、智能
生产、智能物流
为三大主题

工业价值链计划

日本通过建立顶层
的框架体系，让不
同的企业通过接口
链接组成日本制造
的联合体王国，充
分利用其发达的物
联网和机器人技术
促进制造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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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智能制造
企业实现生产、管理、服务、产品智能化的全新生产方式
“智能制造”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学者P.K.Wright和D.A.Bourne在其著作《Manufacturing Intelligence》中出现，他们

将智能制造定义为机器人应用制造软件系统技术、集成系统工程以及机器人视觉等技术，实行批量生产的系统性过程。工

信部出台的《智能制造发展规划（2016-2020年）》中，将智能制造定义为基于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深度

融合，贯穿于设计、生产、管理、服务等制造活动的各个环节，具有自感知、自学习、自决策、自执行、自适应等功能的

新型生产方式。

艾瑞认为，智能制造是通过新一代信息技术、自动化技术、工业软件及现代管理思想在制造企业全领域、全流程的系统应

用而产生的一种全新的生产方式。智能制造的应用能够使制造业企业实现生产智能化、管理智能化、服务智能化与产品智

能化。

智能制造的内涵

产品智能化 生产智能化

管理智能化服务智能化

ERP、MES、PLM等管理软件

的应用使制造业企业的管理更

加准确、更加高效、更加科学

通过数控机床、工业机器人等

生产设备的应用，融合物联网、

大数据等技术，使生产过程可

视、透明、可控、高效

把传感器、处理器、储存器、

通信模块、传输系统融入产品，

使产品具备感知、通信能力，

可追溯、可识别、可定位

以产品智能化为基础，依托产

品自身的可感知、可识别属性，

拓展后续服务，从生产性制造

向生产服务型制造转型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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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制造的起源与演变
起源：数字化制造 成长：网络化制造 目标：智能化制造
智能制造代表着先进制造技术与信息化的融合，尽管概念提出至今仅30年的时间，但智能制造的起源可以追溯至上世纪中

叶，其发展与演进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从上世纪中叶到90年代中期的数字化制造，以计算、通讯和控制应用为主要特

征；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发展至今的网络化制造，伴随着互联网的大规模普及应用，先进制造进入了以万物互联为主要

特征的网络化阶段；当前，在大数据、云计算、机器视觉等技术突飞猛进的基础上，人工智能逐渐融入制造领域，先进制

造开始步入以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为核心的智能化制造阶段。但受限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水平与制造业应用尚未成熟，

目前的“智能制造”还远未达到“自适应、自决策、自执行”的完全智能化阶段，智能化制造仍是未来的主要发展目标。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数字化 网络化

智能制造的演进与发展
1952年
美国帕森斯公司与
MIT合作研发世界
第一台数控铣床

1958年
美国卡尼特雷克
公司开发第一台
可自动更换刀具
的数控加工中心

1961年
美国Unimation公司生
产的第一台工业机器人
在通用汽车安装运行

1971年
英特尔推出微处
理器

1974年
美、日等国相继研制出
以微处理器为核心的计
算机数控机床

1967年
美国出现多台数控
机床连接而成的柔
性制造系统

1988年
P.K.Wright和
D.A.Bourne首次
提出“智能制造”
概念

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
CAD/CAM出现并呈融合
趋势，计算机辅助设计/制
造软件空前繁荣

1989年
万维网被发明

90年代初
ERP/MES等系统相
继出现，逐渐衍生
出CRM/SCM/SRM
等信息化系统

1992年
诞生了用于PLC的以太网
和传输控制协议/因特网协
议（TCP/IP）连接

智能化

1999年
Ashton首次提出物联网
的概念

2000年
以波音、雷神、
BAE等公司为代表
的美英国防航空巨
头组建了Exostar，
探索国防航空行业
的供应链网络协同

2006年
OPC独立架构协议发布，
工业通信系统具备了安全
远程通信基础

2013年
GE Predix工业互
联网平台正式上线

2013年
海尔沈阳冰箱互联工厂投产

未来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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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为何”需要智能制造
智能制造是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的必由之路

来源：国家统计局。

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由高速增长阶段逐步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政府更加关注于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制

造业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领域，尽管制造业增加值在全国GDP总量中的比重呈下降态势，但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

经济才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支撑力量。2015-2016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的同比增速仅为3.5%和5.9%，原料、

土地、人力资源等生产要素成本的不断上涨使制造业本就不高的利润率很难提升。提高质量效益、转变生产方式是中国制

造业必须要解决的问题，而发展智能制造正是中国制造由大到强的必由之路。

2010-2016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及其占GDP总量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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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为何”需要智能制造
B端用户需要智能装备与材料、C端用户需要智能产品与服务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制造业的产品种类繁多，从高端制造装备、航天飞机到家用电器、食品饮料等，用户既有工业、建筑业、服务业等领域的

企业，也包括最普通的消费者，我们可以把智能制造的需求方简单分为“B端用户”和“C端用户”两种类型。

智能制造能够为B端用户带来准确性、适用性、耐用性更加符合自身生产要求的冶金、钢铁、石化等原材料；能够为B端用

户生产拥有感知环境、互联互通、远程可控等特性的智能装备，推动B端用户的智能化发展。对于C端用户来说，智能制造

能够实现消费者对商品的个性化、定制化需求，并持续提供更加优质、更加智能的产品。

智能制造对用户的核心价值

智 能
制 造

B 端
用户

C 端
用户

通过网络协同制造等新型生
产模式，使产业链上游供应
商精准、快速地生产出自身
需要的原材料、元器件等生
产资料

从智能装备制造商处购入可
追溯、可识别、可联网的生
产设备，推动自身生产经营
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
进程

制造企业通过大数据、云计
算等技术洞察市场需求，指
导设计研发，能够为消费者
提供更符合预期、智能水平
更高的产品

智能制造厂商能够提供满足
不同消费者个性化、定制化
需求的智能3C产品、智能
家电、智能穿戴设备、服装
乃至食品饮料等消费品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211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