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疫情时代的数字化转型之

路：工业富联首席执行官郑

弘孟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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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世界经济论坛牵头并联合麦肯锡开展的全球灯塔网络倡议，代表了

当今全球制造业智能制造和数字化的最高水平。入选的“灯塔工厂”也是

具有榜样意义的“数字化制造”和“工业化 4.0”示范者。早在 2019 年 1

月，工业富联深圳“柔性装配作业智能工厂”就已入选“灯塔工厂”。工

业富联全称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是全球领先的智能制造及工

业互联网整体解决方案服务商。 

目前，富士康集团已拥有 4 家“灯塔工厂”，稳步推进数字化战略转

型，不断探索 “灯塔工厂”的标准化体系建设，致力于复制和推广“灯塔

工厂”整体解决方案，助力打造各行业的标杆工厂。 

近日，麦肯锡全球董事合伙人侯文皓对工业富联副董事长、首席执行

官郑弘孟先生进行了访谈。作为工业富联的核心决策者，郑先生领导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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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富联平台的建设和发展，推动了这个大型企业成功实现向科技服务型业

务转型。我们希望，领先者的成功经验可成为制造业同行的指路明灯，照

亮智能制造的未来之路。 

侯文皓：很荣幸今天请来了郑先生同我们对话 。首先还是数字化转型

的初心这个老问题，工业富联从传统的制造业企业朝着数字化的方向转型

升级，打造灯塔的初心是什么？ 

郑弘孟：数字化的目的不外乎是做到智能化，体现在效率的提升，成

本的管控，还有品质的监控等等各个方面。数字化本身是一种手段，所以

（重点是）怎样让数字化能够落实，变成制造企业，或者其他企业不可或

缺的一个经营手段或者工具。 

特别是当企业要规模化发展时，如果没有一套有效的数字化管理（工

具），就很难去衡量（成效）。我们常讲怎样做到 smart，smart 需要 specific

（具体化），要 measurable（可衡量），要 achievable（可实现的），要

result-oriented（结果导向），然后同时再考虑时间。 

工业富联为什么要打造灯塔工厂？我们认为，虽然数字化的手段很多，

比如 5 个 T，包括数据采集 DT、AT、PT、OT 和 IT，但是“灯塔工厂”可

以让数字化转型更聚焦，就像在茫茫大海里航行，如果没有一个灯塔（指

引），会很容易迷失的。“灯塔工厂”可以把数字化的速度、时间，以及程

度表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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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我想特别说明的是，时至今日，“灯塔工厂”是一个函数，随

着时间的变化跟程度的不同，不断迭代的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很具体，有

很清楚的规范，同时与时俱进，不断迭代。所以除了灯塔工厂 1.0 以外，

我们也一直在发展灯塔工厂 2.0。 

侯文皓：刚才您讲到数字化是一个工具，帮助企业做好 smart，做好

的业务工作。对富士康本身，或者工业富联（来说），数字化转型想解决什

么样的问题？ 

郑弘孟：数字化当然是要解决效率的问题，解决运营竞争力的问题，

这是企业经营的根本。但是如何说服大家来做这件事情？这是我曾经一直

思考的问题。 

你知道企业经营需要人才和技术，怎么让人才来推动技术，怎么把技

术变成产品，怎么建立一个平台来管理产品，最后走向市场。这些要素一

定是循序渐进，最后要能够同步，这样就会创造一个 singularity（奇点），

数字化它（产生）效益，不仅仅是气氛。特别是我们把数字化当做一个业

务在推展的，不是只是自身。当然好几年前上市的时候就讲是“先独善其

身而后兼济天下”。 

入选“灯塔工厂”4年多了，我们在其他行业也做了不少（探索），包

括卫浴设备和汽车行业等等。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让数字化变成一种信仰，

而且要把人才培养做到 5 个 T 的结合，所以人才的培养跟信仰的形成（很

重要）。数字化必须是信仰，要变成文明，公司进步的文明。我的做法都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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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POC（用试点来概念验证），从内部做起。（比如）过去一年我们大

力推动消防安全，全部用数字化影像放到平台来管理。 

数字化跟平台化功不可没，（遵循）1 加 N 的逻辑，我们先把 1 做好，

然后绕着同心圆扩散。我也跟其他企业分享，不用一下子铺得很大，一步

一步做一个同心圆，POC，持续扩大，你就会看到数字化的成效。我们的

营运成本、利润能力跟人才，通过数字化都取得显著的改善。 

侯文皓：您刚刚讲了很多非常好的观点，包括从 1 到 N 的逻辑，把一

些成功的 POC 树立起来以后，别人看到了，然后相信，然后才能转变一个

人或者组织的信念。那么在转型过程当中，哪些让您觉得寝食不安，又是

怎样克服困难的？ 

郑弘孟：个人、团队和企业形成数字化信仰非常重要。通常我们做数

字化，除了 IT 还要物联网化，比如说机器上网。过去三年，我们服务器的

市场份额超过全球 40%，每一台设备都是有联网的，我们的人和机器是“有

来往”的。很多公司为什么做不起来？因为人和机器没有“来往”。 

也就是说，IT 和 OT 要合作，需要有一个结合剂。企业内部怎么去把

它融合，组织者的意志力很重要，就像我为了推动这些事情，创造了很多

场景和题目，你们必须做。我们在内部建立了 DMS （ Digital 

Manufacturing System），成功把服务器跟网络产品的生产数据在一个平

台上结合起来，然后建立了很多不同的资料库，所以我们很容易进行复制，

这里面又是人才跟技术的结合。主事者很重要，领导者（必须）对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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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 

侯文皓：一把手工程。 

郑弘孟：必须是一把手，不能 bottom-up（由下至上），必须 top-down

（由上而下），top-down 推动后，底下人产生了兴趣，取得了成绩，就会

从 1 变成 N。我想要解决的问题，人才跟技术之间的融合，以及对于数字

化效益的共识，我想很多企业主应该也都面临这些情况。 

侯文皓：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案例，或者是在数字化转型（方面）的

收获，也请郑总分享一下。 

郑弘孟：富士康已经入选了 4 个“灯塔工厂”， 证明了我们的数字化

能力。WEF 有一定的认证标准—— 

侯文皓：“灯塔工厂”有非常严格的认证标准，现在的要求越来越高

了。 

郑弘孟：我觉得，推动这件事情很重要就是把目标定好了，然后人力

放进去。除了“灯塔工厂”以外，有一些共性可以先做。这几年尽管受到

疫情影响，我们都能率先恢复生产，达到疫情之前的生产力水准。这里面

最重要是数字化，可以让我实时掌握每一个厂区的数据，然后马上帮助管

理者决策。这是第一。 

第二，工业安全上的数字化，我们导入了大量的传感，做安全的防治。

它有一个标准，我们怎么去降低像 Behavior Base Safety（基于行为的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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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违规），BBS 的导入，其实都是讲数据化。 

第三，环境安全的数字化，这个做得很具体，我们全部导入影像监控

去管理这些场域的合规标准。 

第四，能源的管理，对于用电、碳排放，我们除了有计划执行节能以

外，还有碳排放的计算器，也是数字化。所以我们可以定一个很积极的目

标，什么时候达到碳中和，什么时候达到零碳，然后我们对用电监控，这

些都是我们过去一年多以来取得的比较具体的成果。 

（最后），全世界的制造业，现在面临的问题都是缺人，哪怕我们中国

人口众多，也有缺工的问题。因为第三产业很发达，如何能够把第一产业

和第二产业镇守得很好，一直是国家之本、产业之本。在人力管理上，用

一些智能化的方法来解决问题。 

侯文皓：富士康集团有很多工厂也处在申报“灯塔工厂”过程当中，

这些工厂都达到了评选标准，有什么好的做法值得分享给大家？ 

郑弘孟：我觉得还是应该回归到基本工作，数字化没那么神奇。首先

设备要上网，然后提升效率和自动化，做到数字化、自动化和联网化三个

务必，这是执行纪律，不是什么秘诀。 

数字化必须是总裁工程，才能把基本工作做好，真正提升效率。以前

我们讲ABC（AI人工智能、Big Data大数据，Cloud Computing云计算），

然后找 D（Domain 场域），建 E（Evidence 实例）。有了公司领导层的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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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518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