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制造”到“智造”：

“灯塔”经验助力中国制造

业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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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实体经济的主体，制造业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乃至全球制造

业持续增长的重要引擎。站在历史与未来交汇的新起点上，中国制造业将

背负新的使命：推动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飞跃，加速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

转型，实现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面对当前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

中国制造业应砥砺前行，加速升级转型。 

世界经济论坛与麦肯锡在全球“灯塔工厂”网络项目中的最新研究表

明，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推进，制造业的技术创新将继续带来显著的经

济和社会效益。到 2025 年，第四次工业革命预计将创造高达 3.7 万亿美元

的价值。领跑者将占据先机，与落后者的鸿沟也将进一步扩大。 

2018 年，世界经济论坛在麦肯锡的支持下发起全球制造业“灯塔工厂”

甄选项目（点击查看此前文章）。2020 年 1 月 10 日，世界经济论坛公布

最新名单，全球“灯塔工厂”新增 18 家，总数达到 44 家，其中 12 家在

中国（见图 1）。从价值创造来看， 其中 14 家被视为打通端到端价值链的

“灯塔工厂”（简称端到端“灯塔工厂”），实现了从供应商到客户的全流

程创新，所获价值远超实体工厂范畴。 

这些领跑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灯塔工厂”分布于全球各地的各个行业，

它们通过优化业务流程，改变了生产部门员工的工作方式和使用技术方式，

实现了运营系统的创新，为日后建立企业层面的现代化运营系统提供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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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范例。 

本文将立足全球最佳实践，剖析“灯塔工厂”实现规模效应的良方，

并聚焦于两大最新洞见，即端到端 “灯塔工厂”的新特点和以人为本的未

来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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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灯塔工厂”的领军企业与其他制造商之间的差距日益拉大。原

因有很多，但关键在于是否积极采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关键技术，包括数

字化、自动化、先进分析、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以及工业物联网（IIoT）

等先进技术。 

从新增的“灯塔工厂”中我们发现，它们尤其关注端到端打通价值链。

同时我们还发现，一些企业开始将其“灯塔工厂”的创新运营系统推广到

其他制造工厂中。它们也在最大化地利用技术进步，期望重塑整个客户旅

程。 

在整个端到端的价值链中，全球“灯塔工厂”网络的最佳数字化用例

已经达到 92 个之多，囊括了供应链、产品开发、计划、交付、客户连接、

可持续等方方面面。此外，“灯塔工厂”创建的全新的运营系统可在最短

的时间内以最小的成本添加更多数字化用例，进一步扩大了自身的竞争优

势。 

“灯塔工厂”同时在业务流程、管理系统、人员系统，和工业物联网

及数据系统四个方面发力，旨在对运营系统进行更深入的创新。这一模式

便于企业在整个生产网络中推广“灯塔工厂”经验（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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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那些端到端“灯塔工厂”还将这 6 大赋能因素广泛应用于全价

值链。 

我们发现，14 个端到端“灯塔工厂”的一大关键特点是，它们正与价

值链的不同利益相关者开展合作，通过重塑客户体验、按需批量生产定制

产品并共享数据，快速应对需求波动。除了获得生产力大幅提高之外（最

高达 90%），它们还取得了广泛的额外收益，如交付周期缩短 10%–80%、

配置精确度提高 15%–20%、能源效率提高 50%等。 

以下三点值得关注： 

端到端“灯塔工厂”将客户作为流程设计和运营的核心，改善了客户

的购买体验和使用体验。以中国家电制造商海尔为例，一名客户就产品问

题联系海尔，数据引擎会从客户的产品序列号中检索性能数据，然后海尔

会确定导致该问题的根本原因，并采取正确的行动方案。基于此，海尔的

产品质量提高了 21%，劳动生产力提高了 63%，交付周期缩短了 33%。 

跨职能的无缝连接促进了更高效的决策，减少了多余的沟通。德国工

业自动化解决方案制造商 Phoenix Contact 通过使用无线射频识别（RFID）

标签最大限度地实现数据连接，确保内部流程中，所有步骤的数据都透明

和可获得。最终，绩效提高了 40%，生产时间缩短了 30%。Phoenix 

Contract 之所以取得成功，部分原因在于采用了一体化研发，即该公司的

制造部门也承担研发工作，因此能够快速引入新解决方案，批量生产 1000

多个不同型号的隔离放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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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间的持续连接帮助企业创建新的制造生态系统。以位于印尼巴塔

姆的施耐德电气（Schneider Electric）为例，它设立了一个单一的通信门

户平台，所有供应商都可通过该平台交流运营能力，施耐德电气因此可更

好地规划供应链，使总体管理时间减少了 85%。该公司采用工业物联网系

统监视并向供应商传输实时数据，及时通知供应商生产中的变化情况，使

其对供应商的服务率提高了 70%。最后，该公司还采用基于二维码的智能

跟踪系统，高效地跟踪整个价值链中的库存，使准时交货率提高了 40%。 

制造企业的高管们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人才缺口是数字化转型的最大

障碍：42%的工业企业表示，它们缺乏拥有足够能力的劳动力来应对第四

次工业革命，只有 32%的工业企业认为，它们已经做好了应对第四次工业

革命对岗位和技能带来冲击的准备。另一方面，最先进的数字化制造商认

为，第四次工业革命是一场旅程，需要注入员工的认知技能、创造力和相

关人性元素，这些都是人工智能无法替代的。 

第四次工业革命领跑者已经借助一些策略成功提高了生产力、业绩和

员工参与度，创造了更多利用人类独特能力的岗位（见图 3）。在一项关于

“灯塔工厂”员工满意度的调查中，受访者给出的平均评分是 8 分（分值

范围是 1–10 分，10 分代表“一线员工对第四次工业革命转型感到满意并

积极拥抱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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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339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