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出工业物联网六大误区，

捕获数字化转型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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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物联网的大规模应用能为制造商带来关键业务优势。但企业领导

者常陷入误区，止步不前。本文介绍了业界对工业物联网的常见六大误区，

并分享成功案例，助力企业在数字化转型的竞赛中弯道超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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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如今，数字化转型是企业成败的关键，但并非所有企业都在转型中

游刃有余。新冠疫情的暴发令所有企业瞬间进入“备战状态”，那些未能

及时出击、安度危机，并进入恢复模式的企业，将有可能在陷入低谷的同

时被时代淘汰。这些企业之所以行动迟缓，其工业物联网应用举步维艰是

首要原因之一，而工业物联网又恰恰是制造业打造未来和度过危机的关键。

这一点已经得到世界经济论坛和麦肯锡的验证与推崇。正如一位高管所言：

“准备环节至关重要，但也极其困难。了解数字化转型的概念看似容易，

但在现实世界中的应用却挑战重重。” 

领导者常犯的一个错误是过度关注技术本身，而不去思索这些技术可

以创造的业务价值。在找到技术的价值可能性前，便急于应用工业物联网

系统及相关工具，完全是本末倒置，也会浪费大量的资金、人力和时间。

世界瞬息万变，最值得珍惜的资源其实是时间。 

高效的数字化转型必须得到企业上下的支持与引导。在转型过程中，

企业必须仔细思考，工业物联网等技术将如何通过下述三点重塑价值：1）

如何加速和扩大现有业务；2）如何改变现有客户服务模式；3）如何重塑

商业模式。这些转变将重构工作方式，更革新了竞争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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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在转型中究竟面临哪些阻碍？基于麦肯锡的调研及在制造行业掌

握的深刻洞见，我们发现，很多企业领导者都对工业物联网存在六大误区。

本文结合了麦肯锡与广大制造商的合作经验，以及第四次工业革命中 40 多

家“灯塔工厂”的领先实践，力图带领企业走出这些误区。 

只关注工业物联网的数据收集和预测性维护功能，就好比只将飞机视

作一种运输工具，或只将互联网看作线上信息的整合。事实上，工业物联

网（或是数字化转型）代表着对价值创造的全面反思：它能够增加、提升

和加速价值创造。工业物联网能够帮助企业获取和分析数据，将从中提取

的洞见转化为行动来解决问题，并加速决策制定流程。新冠疫情期间，流

行病学家和医学研究人员借助实时数据收集和分析技术，快速积累了海量

洞见，大大加快了新冠肺炎治疗方案、检测方法和候选疫苗的推出。 

许多企业不缺少数据，而是缺乏数据的使用方法。有了数据湖和处理

平台的支持后，工业物联网可以自动生成洞见并为用户发送提醒，从而更

为高效地发现问题并采取行动。随后，相关解决方案和洞见会在所有团队、

地点和应用程序上共享，让价值在整个企业中得到成倍放大。工业物联网

系统的一体化能将实时收集的数据巧妙转化为重要的创新与战略。 

当然，企业若想成功部署工业物联网系统，就要全面且充分地理解其

业务及价值创造方式。这还意味着企业必须了解业务痛点，将工业物联网

的优势真正落到实处，充分实现端到端价值创造。因此，企业高管在制定

业务战略的同时，必须做好战略决策，指导工业物联网的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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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软（Microsoft）苏州工厂在部署了工业物联网之后，仅用极少的投

资就打造出了新用例。该工厂在启动机器学习后的短短几个小时内，就识

别出了位处淘汰边缘的库存。其业务战略总监 Darren Coil 表示：“我们

本身不缺数据，但物联网技术让我们真正看清了数据的本质。”借助物联

网技术，一个 5 人团队仅用一年就为公司节省了近 500 万美元，并削减了

两亿美元的库存成本。 

在宝马集团（BMW Group），物联网平台是其所有数字应用程序的支

柱，以极低的安装成本和投入就可实现“即插即用”。互联互通的数字工

具箱可提升生产效率，让员工在整个集团内快速分享最佳实践。 

人们担心自动化会抢占就业机会。但其实，数字化转型中应用的新技

术也将催生新的就业机会。这些新工作能够解放大量劳动力，使员工摆脱

重复性和不健康的工作，并赋予他们新能力。对应用工业物联网的企业而

言，首要任务便是为员工提供再培训，以充分发挥新技术的无限潜力。 

企业需要有人来管理机器、运行控制塔和数字孪生。他们希望员工能

够进行数字化绩效管理，解读从车间成千上万个传感器中提取的数据、找

到提高产量的方法，并得出可落地的洞见。企业需要更多的 IT 人员来开发

可访问海量数据的应用程序。除去数据科学家、数据工程师和技术领导人

员外，企业还需要招募各个领域的专家、数字和分析翻译人员，以及产品

负责人。产品负责人会与业务和职能领导层，以及数据和技术专家组成的

团队进行商讨，识别问题并开发最合适的数字解决方案（见下图）。价值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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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其他环节也必须展开再培训：比如，企业可能需要在采购部门招揽更多

的成本工程师，使用成本建模工具来评估设备和采购成本。 

 

员工若想精准识别改进机遇，就必须接受培训。企业需要教会员工全

新的思考方式和行为方法，让他们更多参与问题的解决，并制定能够通过

技术平台在全企业范围内推广的本地解决方案，以达到最大效果。考虑到

员工需要一系列新技能（不仅需要学习使用特定新技术，也要学习新的工

作方式），一些企业正与高等教育机构携手开发培训课程。 

富士康工业互联网以灯塔工厂获选为契机成立灯塔学院，致力培养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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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大数据人才，通过教育培训和训练实习，推动生态人才转化与提升，成

为国内首个企业自建的工业互联网人才培训基地。转型团队提供再培训和

资源，帮助员工提升能力、获取指导及相关技能，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工作

的需求。 

印度尼西亚矿业公司 Petrosea 的领导层对主管和数千名一线员工展

开了新数字工具方面的培训。在数字训练营中，该公司为选定的团队成员

提供了敏捷方法、大数据、IT 安全和分析方面的教育。Petrosea 还开发了

一款移动培训应用程序，以游戏化的方式来实现持续学习，增添趣味性。

比如，这款应用程序会以可视的方式来诠释标准操作程序。它的另外一个

好处是，能让领导者随时查看员工对新程序的理解程度。 

一些企业领导者认为，老旧的设施会阻碍数字化转型，因此必须更换。

新设备固然必不可少，但构建工业物联网不等同于新建一个“全自动化的

‘熄灯’设施”。工业物联网的大部分价值源于改善原有设施：比如连接

和优化现有基础设施，定期增加新机器。通过在现有设备上安装传感器、

应用程序和网络连接，企业可以收集数据并转化为商业洞见，供员工轻松

使用。从生产车间到整个价值链，工业物联网和新技术都可以帮助员工有

效管理数据。 

一级方程式赛车就是一个绝佳案例，极大地彰显出工业物联网能够产

生的直接价值。这些赛车一直都是高性能车，但直到传感器出现之前，引

擎盖下的实时状态对赛车手和工作人员而言都是未解之谜。如今，遍布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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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机控制单元中的数十个传感器可以从发动机、变速器、悬架和其他地方

收集数据，并不断传送给赛道两边的工作团队。这样，团队便可先行预判

故障，并在故障出现时瞬时修复。在方程式这样竞争激烈的环境中，工业

物联网能在几乎不出错的情况下优化赛车性能。 

对推广第四次工业革命技术的工厂而言，有两种新设备至关重要。一

是整个生产车间中嵌入的大量传感器，它们会实时收集生产率、设备利用

率、机器故障、维护保养等方面的数据。二是使流程或任务标准化和自动

化的新装置。以生产线装置为例，它可以自动记录每分钟通过的产品数量，

或监测设备的振动水平以精准预判维护需求。 

比新设施和新机器更重要的，是稳健的技术生态系统，以及具有扩展

潜力的工业物联网架构。麦肯锡最近邀请全球 700 多家工业制造商的经理

人参与了一项调查。有 40%以上的受访者都认为，信息技术方面的缺陷是

数字化过程中的主要挑战——尽管数字化制造从定义上来看属“技术驱

动”。 

“灯塔工厂”是无需新设施或昂贵改造就能部署新技术的力证。宝山

钢铁总部位于中国上海，该公司在其拥有 40 年历史的工厂中，部署了先进

的工业物联网（用于流程优化）、人工智能（用于目视检测）等一系列前沿

技术。土耳其石化公司 Petkim 有一家存在 35 年之久的工厂，这家工厂在

部署工业物联网和其他数字解决方案后，成功提高了产量和质量，优化了

能源使用，并建立了数字化维护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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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全的准备不仅毫无必要，更不切实际，甚至可能适得其反。新冠疫

情暴发后，企业普遍停工停产，这就给那些具备数字化能力的企业带来了

优势——大环境瞬息万变，但他们能在业务管理、员工沟通和保护股东利

益方面先发制人。 

很多时候，企业会在规划上花费太多时间。但事实上，成立一个数字

化转型办公室，在其帮助下主动出击更为重要。这个中心团队会负责监督

试点项目，并引导组织完成快速试错。数字化转型办公室就像是一台“发

动机”，它能基于经过验证的方法、最佳实践和领导者对转型的整体愿景，

帮助企业逐步扩展数字化项目。 

数字化转型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我们对亚洲高管展开的调查显示，有

64%的受访者都称他们仍处规划阶段，只有 17%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已经处

于扩展阶段。敏捷工作方法能够促进企业进行快速开发，不断完善及改进

流程。敏捷方法能够助力企业实现快速部署和快速迭代，从失败中迅速总

结经验，并以更快的速度打造更好的产品。 

一家欧洲集团的领导层在认清尽早启动和边做边学的重要性后，专门

成立了一个数字化组织来推进集团内各种业务的数字化转型，包括自动化、

机床和专业制造系统等。这个数字化组织主要有两大目标：一是改造现有

业务，二是增加新的数字化收入流。 

许多企业的经验表明，被动颠覆或是直接淘汰出局的代价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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