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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 4.0（又称第四次工业革命）是制造业数字化水平提升的时代机

遇。 

扎根于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增值制造、机器人等

突破性技 术，工业 4.0 充分整合、优化虚拟和现实世界中的资源、人才和

信息，致力于 打造高灵活度、高资源利用率的“智能工厂”，实现从产品

开发、采购、制造、分销、零售、到终端客户的连续、实时信息流通。这

条贯穿整个商业价值链的“数字线程”，大大提高信息透明度，实现运营

成本大幅降低、产品高度个性化、以及灵活高效的制造与产品开发流程，

并促进商业模式的创新。 

工业 4.0 是突破世界现有生产力增长瓶颈的重要机遇。中国虽在近 30

年书写了制造业的传奇，但生产力仍落后于发达国家：即使是经过了 15 年

的迅猛发展，生产力水平仍仅为主导发达国家的 1/5。中国制造业过往的

快速增长主要依赖廉价劳动力、资本及对创新的模仿，但这些竞争优势如

今正逐渐丧失。中国政府公布了《中国制造 2025》，力争借助工业 4.0 的

浪潮，从世界第一制造大国跻身发达制造大国之列。但中国制造商要成功

实现数字化转型，必须基于自身现状，寻求适合中国的数字化转型之路。 

为全面了解中国企业的数字化运营现状，麦肯锡访问了 130 位来自各

行业的企业代表。调查显示，中国制造商对工业 4.0 抱有极大的热情和期

待（见下图），比美、日、德企业更为乐观：76%的中国受访企业相信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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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将增强自身竞争力，远高于美、德、日三国（美 57%，德 50%，日

54%）。而且， 中国民营企业最为乐观，86%的民企认为技术革命有利于

提升竞争力，而国企和跨国企业相对保守，分别为 68%和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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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中国制造商对工业 4.0 抱有很大的热情和期望，但对实施具体策

略有 较多疑虑。只有 57%的中国企业对工业 4.0 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远低

于美国（71%）和德国（68%）。其中，国企最为保守，民企则大胆些：仅

44%的 国企声称已做好准备，而民企高达 68%。中国制造商在数字化转

型中的疑虑很可能来自于战略策略的不成熟。虽然 43%的中国企业表示已

制定了宏观的变革战略，但只有 9%的企业能真正细化到清晰明确的职责分

工，而该比例在美国为 33%、德国为 35%，在日本为 21%；另外，仅有

6%的中国企业制定了明确的实施路径，远低于美、德、日企业（22%，22%，

31%）。相应地，缺乏系统的实施路径/工具箱亦成为中国制造业数字化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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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主要障碍。 

为了进一步探究中国制造业的现状，我们与 50 多位不同行业的企业

代表和专家进行了深入的访谈，从数字化运营系统、管理系统和生态系统

这三个维度对中国制造业进行了研究（见下图）。我们发现中国企业在这三

个维度上均存在明显的差距和机遇。 

 

数字化运营体系 

目前，中国企业在价值链各职能环节上，包括产品开发、供应链、生

产制 造、销售和营销及售后服务，都未能充分有效地利用数字化管理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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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汽车制造业为例：产品开发、供应链和质量管理都是亟待提高的核心领

域。要生产出高品质、低成本的汽车，中国企业需要进行研发能力建设，

在供应链中引入数字化的工具和流程，建立数字化的质量管理系统，并实

现整条价值链的信息流程贯通和系统化质量提升。 

管理基础设施及理念与能力 

对工业 4.0 这一新概念的过度热衷很可能导致企业在技术设备上的非

理性 投资。事实上，许多中国企业在组织架构、绩效管理系统及人才、管

理理念等仍不成熟，从而缺少对工业 4.0 的必要支撑。在组织架构上，仅

有 9%的受访企业在工业 4.0 项目上有明确的职责分工，仅有 6%的受访企

业为工业 4.0 项目制 定了清晰明确的实施路径。同样，工业 4.0 具体实施

路径规划、数字化人才、 商业论证的匮乏是受访企业在工业 4.0 征程上的

最大障碍。绩效管理体系和工业 4.0 项目的割裂是中国企业普遍存在的另

一个问题。管理理念上，大多数企业并未把数字化转型视作核心事务，而

只是一种象征性的举动，导致工业 4.0 战略策略的狭窄和短视。总体而言，

许多中国企业在从管理人员到一线员工， 从个人意识到技术技能等各个方

面，要做好踏上工业 4.0 征程的准备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生态系统的相互作用 

中国工业 4.0 生态系统的建设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政府担任初始驱

动 者；技术开发资本开始涉足工业 4.0 领域；领先的制造商亦开始为自己

打造跨 企业、跨行业的生态系统。但中国的生态系统在许多方面仍落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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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468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