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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来，中国深入实施智能制造工程，推动智能制造取得长足进

步。当前，中国智能制造的应用规模和发展水平全球领先，建成近 2000

家引领行业发展的数字化车间和智能工厂。未来，中国将坚持智能制造的

主攻方向，立足制造业实际情况，加快打造智能制造的“升级版”[1]。 

2023 年 1 月，“全球灯塔网络”迎来了中国首家化工行业的成员，

为连续流制造的数字化树立了行业标杆。在灯塔企业的指引下，连续流制

造企业该如何大力推进数字化转型？结合多年的业务实践，我们提出了相

关建议。】 

———————— 

过去几年，流程制造企业大力推动数字化转型，多数企业积累了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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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底层数据，数字化看板的表现也可圈可点。但这些努力并未带来显著的

效益提升和管理能力升级，许多企业的关注焦点仍停留在单一的数字化用

例上，没有实现规模化部署和规模效应。在深入一线业务后，我们发现企

业的数字化转型并未以业务实际和效益为导向，仍存在大量的手动抄录和

纸质化分析，应用系统与业务及价值创造过程脱节，鲜少存在业务数据高

级分析与综合寻优案例等挑战。 

作为“全球灯塔网络”的中国首家化工行业成员，上海华谊新材料部

署了 28 个第四次工业革命用例，如机器学习赋能的流程优化和人工智能赋

能的安全管理。最终，劳动生产率提高了 33%，转换成本降低了 20%，能

耗降低了 31%，且实现可记录事故“零报告”[2]。流程制造行业该如何突

破业务瓶颈，推动数字化转型，实现价值创造，打造更多灯塔工厂？我们

从转型的基本原则、管理方法和内容核心出发，进行了深入探讨。 

数字化的初衷是满足业务需求，提升企业效益。因此，数字化工具的

应用（即“打造数字化用例”）需从实际业务需求出发，锁定痛点并提供

解决方案。与此同时，在数字化用例的开发过程中，应牢牢把握效益（包

含直接经济效益与非直接经济效益）的准绳，从效益与开发难度等维度，

对用例进行决策与优先级排序，进而通过数字化手段去实现。 

大部分企业在数字化建设过程中，都会出现用例或系统与业务脱节的

现象。例如，不少流程制造企业在建立生产管理系统时，会以一种普适性

的方法来统计原料，并记录产品的出入库情况，并未考虑产品回炼、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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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工以及中间储存等生产过程环节，因此无法进行细粒度的（班组级别）

的关键指标跟踪。这一结果难以为一线业务的分析与考核带来实际意义，

进而使得数字化看板成为“摆设”。究其原因，是在用例建立的过程中，

相关人员并未以业务为牵引，与一线业务人员充分沟通业务复杂度与实际

需求，从而导致脱节与二次处理（见图 1）。 

 

为有效实施数字化转型项目管控，企业需要搭建敏捷的管理制度，以

进行效益、安全、质量、能力建设等全方位的项目追踪，促进组织持续改

善。同时，需基于统一、透明的数据进行高效的管理决策和业绩评估，并

建立以一系列执行标准为基础的卓越管理体系，从而持续打造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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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可建立一套敏捷管理机制，完整覆盖每一项数字化举措的全生命

周期，包括诊断阶段的创意想法提出（L0），动员全员识别、验证想法（L1/L2），

完成实施方案的详细设计（L3），完全落地实施计划（L4），以及最终实现

价值捕获（L5）。该管理机制可基于透明的数据平台，跟踪项目 L0~L5 的

全过程，同时按时间节点自动给相关负责人发送行动提醒（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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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转型的核心，是先进数字化用例的规模化应用。企业需由此出

发，建立数字化组织，完善信息系统的基础设施建设，从而实现对用例部

署的有效支撑。通过深入观察流程制造的业务实践，我们发现产、供、销

协同优化，以及提升业绩管理透明度，对提升企业运营管理水平，并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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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效益具有重要意义。 

3.1 “时效利润模型”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打通产、供、销协同优

化 

当市场较为动荡时，企业的信息传导存在滞后情况，很难将产品利润

率的变化反映在生产组合之中，其偏差有时甚至可达 30%。为了支持有时

效性的决策制定，某化工企业构建了端到端效益优化系统，通过部署多个

高阶优化模型，最大限度地提高了利润，并推动更好的规划和执行。该用

例： 

该用例的执行不仅仅是模型寻优，更重要的是，它打通了端到端完整

运营体系，以市场为导向来优化产品组合，将数据自动推送给销售、采购、

生产等部门，以便组织上下按照统一的方案部署相关工作；任何环节出现

偏差时，系统都会及时收到反馈，然后通过再优化进行二次寻优，并协助

各部门进行工作调整（见图 3）。 

通过部署该用例，上述化工企业的最优利润偏差减少了近 30%，库存

周转率提高了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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