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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报告深入分析了工业互联网的内涵、发展背景及驱动因素，复盘

了海外及国内工业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路径，并解构了工业互联网产

业链主要环节，建议重视我国工业软件国产替代及工业互联网平台普及带

来的重大投资机遇。 

信息新基建，数字经济落地核心抓手之一。在国家顶层规划下数字经

济已成我国未来 5-10 年最重要的发展战略之一，工业互联网则成为工业制

造业落地数字经济的核心手段，《“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明确到

2025 年工业互联网平台应用普及率达到 45%。从数据要素角度，工业互

联网的本质是利用信息化手段实现整个工业生产活动的高度融合，连接和

共享工业生产全流程的各种要素资源，从而实现企业的降本增效。在此过

程中，通过工业互联网所获取和积累的数据除了反哺企业降本增效之外也

能形成对外输出的数据产品，进而有望创造更大的价值增量。 

伴随我国工业制造业的发展壮大及转型升级，工业互联网发展势在必

行。长期看，工业制造业是我国经济的根基，寻求数字化转型为必然趋势。

根据世界银行，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始终维持在 40%

以上，从规模来看是当之无愧的工业大国。但我国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面

临诸多挑战，行业有着迫切的向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转型升级的诉求。

短期看，疫情之后制造业的触底回升有望带来信息化投入的一波浪潮。历

史数据表明，通用设备订单往往早于企业库存变化半年左右，预期本轮库

存周期已接近底部，通用设备订单需求有望触底回升，进而工业互联网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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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投资也有望提升。 

全球工业互联网发展尚处早期阶段，未来仍大有可为。复盘海外制造

业信息化进程，我们认为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大致可分为围绕企业经营核

心环节的独立信息系统的开发及普及、企业各经营环节的协同互通以及产

业链上下游的协同互通三大阶段。我国工业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启动较晚，

因此虽也展现出相似的发展特征但细节不完全一致。国内工业软件的发展

以为海外高端工业软件厂商做实施交付起步，当前自研工业软件开始逐步

对海外形成替代，同时工业互联网发展开始追赶国际步伐。全局来看，全

球工业的数字化转型尚处于部分核心经营环节之间的协同互通阶段，未来

仍大有可为。 

工业互联网产业环节众多，重视工业软件国产替代及工业互联网平台

普及带来的重大投资机遇。工业互联网架构自下而上包括硬件设备、工控

系统、工业互联网平台、工业软件应用及服务等。其中，工业互联网平台

是工业互联网数据和软件服务的底座，市场发展迅速，工信部统计截至

2022 年 6 月我国已有超过 150 家较大型的工业互联网平台，连接工业设

备超过 7800 万台。而工业软件是工业技术、知识、流程的程序化封装与

复用，是实现企业效率提升的核心，是工业互联网的灵魂。与我国工业增

加值占全球的比重相比，工业软件市场规模占比出现较大背离，意味着行

业发展依然有较大提升空间。 

但我国工业软件发展整体节奏慢于海外，尤其在研发侧以及高端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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