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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智能工厂，形成智能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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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链与网络运营（数字化供应网络）

美国供应链与网络运营实践主要从事转型解决方案相关的建议、实施及运营工作，这些解决方案涵盖世

界一流的供应网络能力、专业运营知识、数字化技术及高级分析方法，助力客户实现前所未有的价值。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Deloitte.com。

https://www2.deloitte.com/us/en/pages/operations/topics/supply-chain-and-network-operation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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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冠疫情已为全球经济带来前所未有的压

力，这意味着保持供应链敏捷性和生产

操作高效性变得非常重要ă智能制造系

统Ǆ包括工业物联网ǅ将在未来数月乃至数年发

挥巨大作用，帮助企业利用数字足迹管理劳动/旷
工风险Ă生产调度复杂性和上下游供应链风险ă

在向其他运营地点推广智能工厂解决方案的过程

中，制造商可以根据工厂之间不断变化的供需驱

动因素调整生产流程和产品结构ă智能工厂网络

可以提高生产效率和营业收入，从而增加企业竞

争力，这种竞争力在未来严峻的经济环境中至关

重要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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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适时投资于适当的云服务Ă互联互通Ă数字化能力和数字化技术，企业可以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时代游

刃有余并且因此加快数字化之旅ă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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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字化供应网络中实施智能工厂解决方案可能

收效显著，企业通常从小处着手进行价值验证，

并在解决方案初见成效后将其迅速推广至整个工

厂网络ă小处着手是久经考验的成功之道，但是

许多企业会因过于关注细微之处而面临风险，从

而导致将初步解决方案推广到其他工厂变得极具

困难，毕竟每家工厂的操作流程Ă文化Ă技术以

及衡量价值创造和成功的关键绩效指标ǄKPIǅ各

不相同ă大多数情况下，企业最终会在内部实施

多个智能工厂解决方案Ǆ我们称之为Đ随机数字

行为đǅ，而这将导致解决方案的价值创造受到

限制ă4

企业如何从单一智能工厂解决方案转变为兼顾工

厂本地特征的企业整体解决方案Ǆ我们称之为Đ智

能网络đǅǛ换而言之，企业如何在最大程度减少

干扰和降低总体拥有成本的情况下，实现全球推广Ă

本地执行Ǜ我们将在本文讨论：

 • 推广解决方案需要面临的挑战

 • 推广解决方案和应对相关挑战的流程和技术

 • 推广解决方案需要考量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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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整个网络中推广智能工厂解决方案Ǆ包

括物联网技术ǅ通常面临诸多挑战，主

要包括：7

 • 业务模๕֡ࢅፕ战ă工厂的本地流程或因生

产操作和产品结构而异，因此业务团队在整个

网络中推广解决方案可能难度较大ă此外，不

同部门或运营地点对于业务价值的衡量方式各

不相同Ǆ例如不同工厂和运营地点对于设备综

合效率的计算方法各不相同ǅ，或将导致全球

推广并不适合本地执行ă最为重要的是，流程Ă

文化和价值衡量标准各异可能会为建立统一架

构带来挑战ă该架构涉及诸多利益相关方Ǆ包

括企业和工厂领导层Ă持续改进团队Ă工厂IT团
队Ă工厂操作团队和质量控制团队等ǅ，并应

获得企业和工厂的联合支持ă8

 • 技术战ă不同工厂和运营地点的现有技术基

础设施Ǆ包括生产设备ĂIT网络ĂOT基础设施Ă

安全协议Ă数据模型和架构等ǅ各不相同并且

可能已经超出使用寿命ă若从单点解决方案入

手，技术团队通常无法预测该解决方案在更大

范围内进行推广时的普适性，由此可能会带来

无谓的构建和拆解工作ă

 • ට֍ࢅଶڞ૰战ă人才挑战不仅涉及网络内

的业务和技术差异，而且包括推广解决方案时

需要考量的工作职责Ă技能要求与企业文化ă

此外，虽然解决方案通常会在获得领导层大力

支持的工厂进行试点，但是由于领导层可能无

法适应全新工作方式并对可能影响日常运营和

提高工厂可见性的因素持有怀疑态度，因此推

广工作仍需与领导层进行商议ă

 • ຕ管理战ă管理和使用一家智能工厂的海

量数据通常较为棘手，管理多家工厂的数据更

是难上加难ă由于美国制造设备的平均使用寿

命超过20年，因此目前最大的挑战在于遗留设

备数据可用性不足ă9许多工程师通常会将30%
到70%的时间用于从遗留系统中收集信息并手

动复制到电子表格中ă10此外，优化数据收集Ă

存储Ă管理Ă保护和治理流程以及利用数据改

进工厂操作Ă提高生产率和净利润方面同样存

在挑战ă

ᆌܔ解决方案ླྀ࠽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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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
能工厂解决方案推广应以企业愿景为导

向：设立共同目标，重点关注价值ă

我们将在本节讨论智能工厂解决方案推广流程/阶
段Ǆ图1ǅ：构思和调整Ă架构设计Ă规划和模

板化Ă大规模实施Ă部署以及部署后支持ă流程

间的关联要素包括项目治理以及人才和数据管理，

其在推广过程中也将发挥关键作用ă11

ኝۙࢅາࠓ

构思和调整阶段应当保持对于价值的关注，以此

确保解决方案推广取得成功ă价值验证完成之后，

基于对运营地点的整体了解扩展构想才是明智之

举，从而在推广过程中实现数字化制造和运营协

同效应Ǆ价值ǅă为推进调整工作，尤其是在企

业规模较大并且制造多种产品的情况下，领导层

可以根据制造类型Ă资产共性Ă速度和数量以及

管理组织等因素将智能网络拆分为多个工厂原型ă

领导层应在企业范围内统一KPI定义，并且确立符

合价值创造的共同目标ă12由于企业领导层对于

价值高度关注，因此设定企业KPI基线可以确保价

值衡量的一致性，实现针对工厂业绩的标准化对

比，以及帮助识别工厂内部和外部区域，以便着

手实施解决方案并且定期审查KPI，从而确定在工

厂和企业层面创造的价值ă

ਸቛ解决方案ླྀ࠽工ፕ

资料来源：德勤分析

Deloitte Insights | deloitte.com/insights

图2

智能工解决方案ླྀ࠽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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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技术和执行挑战可能不会在价值验证阶段显

现。然而，在进行解决方案推广规划时应当制定

详细的路线图，其中需要考虑文化差异、数据摄

取量、应用程序性能特征和解决方案可配置性等

可能出现的新问题。

架构设计

稳固的架构对于解决方案推广决策的制定和执行

不可或缺。鉴于企业层面（运营、供应链、战略

职能）和工厂层面（工厂负责人、工程师、操作

人员、技术人员）均存在诸多利益相关方，因此

与利益相关方进行定期接触至关重要。

企业应当建立数字化制造团队（DMG），以便通

过集中管理流程和操作推动企业范围内的一致性，

同时关注工厂间的细微差别，向领导层汇报进展

情况并随时间推移审查价值实现情况。例如，某

大型食品包装制造商采用联合模式建立数字化制

造团队（DMG）：集中管理部门设于总部，各工

厂人员（特别是持续改进团队成员）在集中管理

部门中代表其所在工厂的利益。13这种联合模式

可以确保宏观层面的一致性，同时赋予工厂操作

团队决策权利。领导层欣然接受了这种模式，并

且很快便开始利用这种模式为所有操作团队提供

强大支持。

最后，架构设计中的全网络沟通机制可以帮助利

益相关方明确了解迭代期望和里程碑目标、衡量

解决方案推广效果所带来的闭环反馈以及各运营

地点的解决方案实施状态，以此在漫长的解决方

案推广过程中为利益相关方提供激励。

规划和模板化

除目标状态定义和差距分析外，根据迭代模型确

定的软件开发流程和标准亦可推动在分散的生态

系统中逐步开发解决方案。跨工厂OT和IT流程模

板可使解决方案的诸多组件保持同步。复制团队

应为涉及大多数工厂的解决方案推广制定时间表，

并为领先实践共享规划重叠时间线。时间表中应

当纳入与解决方案模板化相关的依赖因素和前提

条件。在这些工作中，安全性考量因素应在设计

和构建阶段得以确定。14

解决方案推广亦需根据以下特征针对工厂进行分组：

用例识别：规划的第一步是了解工厂的基础设施

成熟度现状，并对达到目标状态所需的条件进行

差距分析。建议根据准备情况标出已识别的用例，

并将战略上相互关联的推广用例归为一组，从而

实现有效推广。以价值为导向的客观标准以及企

业动态和文化等主观标准均可促进用例识别。用

例识别后应当确定需要纳入解决方案的资产。虽

然重点关注同类资产可能具有成本效益，但是囊

括各类资产的解决方案将会更加完整和稳健。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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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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387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