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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作为数字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已为众多制造企业的价值链上

下游带来颠覆性变革。后疫情时代，企业如何获得创新的原动力？自动化

用例又该如何落地？ 

调研洞见：新需求孕育新增长      

近期，麦肯锡对全球 15 个国家、9 个行业的 108 名受访者开展了自

动化专题调研。结果显示，企业选择自动化的原因发生了显著变化。疫情

暴发前，降低劳动力成本、提升生产效率、确保全流程质量稳定是企业的

主要目标；疫情后，强化生产运营体系的抗风险能力，确保组织能够从容

应对冲击逐渐成为首要目标，“无人接触”和“黑灯工厂”开始被反复提

及。 

事实上，疫情并未成为自动化在制造业发展的桎梏，反而倒逼工业企

业加速创新，孕育出后疫情时代的新增长来源。调研受访者认为，2021～

2023 年间，全球各地的自动化需求将持续增长。约 77%的受访者认为增

长将超过 10%，而认为增长将超过 20%的受访者则占 47%（见图 1），说

明自动化能力的打造有望成为企业制胜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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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塔故事：技术赋能书写制造奇迹   

全球灯塔企业无疑是工业自动化的领军者，他们在积极应对行业新常

态的同时书写多个“灯塔故事”。譬如，某钢铁灯塔依托物联网和人工智

能技术，提高了机器的自主运营能力，减少了人为接触，在疫情期间实现

“零停工”、“零感染”；面对疫情忧患、劳动力短缺、市场需求激增等

不确定因素，另一家电子灯塔开拓了“黑灯生产”模式，改进了设备运营

效率和产品质量，实现了无忧运营。 

9 月底，世界经济论坛刚刚公布了最新一批全球灯塔企业名单。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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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灯塔网络已经涵盖了不同工业领域的 90 家第四次工业革命领军企业。

从灯塔企业用例中我们看到，先进自动化的重要性在日益提升：生产端对

机器视觉检测、协作机器人、过程自动控制等先进自动化技术的应用，以

及仿真测试、自动采购、无接触式主计划、智慧物流、客服机器人等新兴

自动化技术在价值链上下游的积极部署，均为企业带来了卓有成效的业务

影响（点击“此处”了解全球灯塔详情）。 

三方合力实现自动化创新       

机器人和自动化极大地推动了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这些技术的创新

力源何在？在与灯塔企业高管、技术供应商及相关学界人士进行访谈后，

我们发现，机器人和自动化在工业领域的增长和创新，得益于市场拉动、

内部驱动和科技推动的三方合力（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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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拉动：客制化与快速交付 

随着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强调客制化与快速交付的新兴消费者越来

越注重“体验”。这就对制造商提出了三大要求： 

1.敏捷柔性：多品类、小批次必将是未来的订单主流。工厂需要利用

数字化和柔性自动化，提升生产系统的敏捷程度，克服同一产线加工海量

品类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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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快速交付：消费者对快速交付的需求，倒逼制造商利用机器人和自

动控制缩短生产周期，并通过设备间的互联互通打造数字物流体系。 

3.直达用户：电商订单要求大幅减少物流中间触点，并实现最后一公

里直送。企业需要接入商业互联网，重塑涵盖智能仓储、智能物流、智能

供应商管理的数字化供应链，实现用户体验的跨越式升级。 

【灯塔聚焦】高度柔性的轮毂涂装线 

近年来，汽车行业成为客制化和个性化的创新高地，为整个汽车产业

链带来了深远影响。 

面对挑战，某灯塔企业打造了柔性涂装一体线：一是利用 AI 机器视觉

实现产品自动抓取和轮型识别，二是打通 MES 系统实现不停线工艺自动切

换，三是利用多喷嘴机器人组实现最多 32 种颜色组合同时加工。此外，他

们还综合应用射频识别（RFID）、视觉识别和二维码等技术，结合地链、挂

链和自动转线机器人等先进设备，实现自主智能的物料流转。最终，该企

业不仅可以在同一生产线上同时生产来自 30 多个主机厂品牌的 200 多种

轮型产，还将最小起订量从原先的 300 件下降到 1 件。 

内部驱动：卓越运营强化劳动力韧性 

打造卓越运营，强化劳动力韧性能够触发制造商的内部驱动力，而机

器人和自动化设备可以释放人力资源，填补高技能人才空缺。这为生产自

动化创造了三个行动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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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效率为先：与劳动力相比，机器在重复性高强度工作上拥有天然的

效率优势，不仅能够提升生产效率，还能减少员工事故。 

2.质量至臻：机器能够满足工业级质量管理要求的高精度和稳定性。

依托大数据和先进分析，企业可打造全自动闭环质量管控，提升并稳定良

率。 

3.以人为本：企业在部署自动化场景时，可利用技术有效减轻员工劳

动强度外，不断实现员工的知识与技能升级，吸引和留住更多人才。 

【灯塔聚焦】以人为本的动态生产调度 

对生产环节而言，大规模定制会扰乱固定的生产节拍，带来人员效率

的损失。这一问题在人工依赖度较高的服装行业尤为突出。 

某服装灯塔创新部署了一系列在柔性环境下提高人效的数字化场景：

首先，基于智能算法和数字化档案，调度擅长该工序的同一个工人进行连

续生产，稳定生产效率；其次，利用仿真引擎分析实时数据，预测未来线

平衡状态和潜在瓶颈，再通过运筹算法形成调度计划，实现生产节拍的持

续动态寻优；最后，“货到人”模式助力厂内实现物流高效运营，系统自

动指派移动机器人将目标货架运到工作站。与同行相比，该柔性智能工厂

的生产效率要高出 100%，生产周期时间也缩短了 50%。 

科技推动：技术迭代和人机协作 

机器人和自动化领域的技术迭代离不开学界和业界人员的积极引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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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284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