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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制造是基于物联网、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
贯穿设计、生产、管理、服务等制造活动各个环节，
具有信息深度自感知、智慧优化自决策、精准控制
自执行等功能的先进制造过程、系统与模式的总称。
为了应对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及来自发
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变革的双重压力，
中国自 2015 年以来制定并发布了《中国制造 2025》、
《智能制造发展规划（2016-2020 年）》等一系列指
导及促进智能制造建设的政策文件，以具有中国特
色的方式积极发展智能制造产业。 

热点一：《中国制造 2025》为智能制造作出顶层设计 

热点二：《智能制造发展规划（2016-2020 年）》为纲领 

热点三：《工业互联网 2020》全面规划工业互联网发展 

《中国制造 2025》是中国智能制造顶层设计及政策体系
中的核心文件之一，发挥着统领全局的作用，此后发布
的智能制造相关政策均以其为指导。《中国制造 2025》
在指导思想中明确了以智能制造作为中国制造业转型升
级的主攻方向，并提出了到 2020 年制造业数字化、网络
化、智能化取得明显进展的战略目标。 

《智能制造发展规划（2016-2020 年）》是“十三五”时期
指导中国智能制造发展的纲领性文件，明确了“十三五”
期间中国智能制造发展的指导思想、战略目标以及重点
任务。此后，科技部、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工信部
等有关部门相继发表了一系列具体推进智能制造技术、
装备、标准及工业互联网发展的专门性政策文件。 

《工业互联网 2020》是中国工业互联网政策体系中的核
心文件，其中以具体时间节点的形式从基础设施、标识
解析体系、工业互联网平台、核心技术标准、工业互联
网应用、产业生态、安全管理、开放合作、统筹推进、政
策落地十个方面对中国工业互联网在 2018 至 2020 年的
建设作出了详细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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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方法论 

1.1 研究方法 

头豹研究院布局中国市场，深入研究 10 大行业，54 个垂直行业的市场变化，已经积累

了近 50 万行业研究样本，完成近 10,000 多个独立的研究咨询项目。 

 研究院依托中国活跃的经济环境，从工业机器人、工业互联网等领域着手，研究内

容覆盖整个行业的发展周期，伴随着行业中企业的创立，发展，扩张，到企业走向

上市及上市后的成熟期，研究院的各行业研究员探索和评估行业中多变的产业模式，

企业的商业模式和运营模式，以专业的视野解读行业的沿革。 

 研究院融合传统与新型的研究方法，采用自主研发的算法，结合行业交叉的人工智

能技术，以多元化的调研方法，挖掘定量数据背后的逻辑，分析定性内容背后的观

点，客观和真实地阐述行业的现状，前瞻性地预测行业未来的发展趋势，在研究院

的每一份研究报告中，完整地呈现行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研究院密切关注行业发展最新动向，报告内容及数据会随着行业发展、技术革新、

竞争格局变化、政策法规颁布、市场调研深入，保持不断更新与优化。 

 研究院秉承匠心研究，砥砺前行的宗旨，从战略的角度分析行业，从执行的层面阅

读行业，为每一个行业的报告阅读者提供值得品鉴的研究报告。 

 头豹研究院本次研究于 2019 年 11 月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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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名词解释 

 物联网：通过传感设备及信息传输协议将物体与网络连接，以实现识别、定位及管理能

等功能的技术。 

 云计算：通过互联网以按需方式提供可伸缩、易扩展的共享物理和虚拟资源池的技术，

其中资源包括存储设备、服务器、操作系统、应用软件等。 

 大数据：具有体量巨大、来源及结构多样、生成速度快、单位价值密度低、多变等特征，

且需要使用非结构化数据库等新型数据体系结构才能有效处理的数据。 

 大数据技术：以大数据为对象的数据采集、传输、储存、计算分析、可视化等技术。 

 人工智能技术：令计算机表现出与人类智能（如识别、推理、学习能力）相关的各种功

能的技术. 

 增材制造：俗称 3D 打印，是以数字模型设计图为基础，将材料喷射并逐层堆积制造出

实体物品的技术。 

 规模以上企业：统计学概念，企业规模达到中国国家标准的企业，不同行业标准不一。

对于工业企业，主营业务年收入达到 2,000 万元以上为规模以上企业。 

 数控化：使用电子计算机等具备数字控制功能的系统对工业生产设备进行改造。 

 数控机床：安装有程序控制系统，能够按照编制好的程序自动地对加工零件进行加工的

机床。 

 机器人密度：每万名工人配套使用工业机器人的数量，是反映一个国家制造业智能水平

的重要指标。 

 CAD 软件：Computer Aided Design 软件，计算机辅助设计软件，利用计算机及图

形设备辅助设计人员进行图形设计工作的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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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E 软件：Computer Aided Engineering 软件，计算机辅助工程软件，利用计算机

辅助求解复杂工程和产品结构性能分析计算的软件。 

 CAM 软件：Computer Aided Manufacturing 软件，计算机辅助制造软件，利用计

算机辅助操作人员管理控制和操作生产设备的软件。 

 PTC 公司：Parametric Technology Corporation，参数技术公司，是一家总部位于美

国，在 CAD、CAE、CAM 等领域领先的工业软件公司。 

 UGS 公司：UGS Corporation，在产品生命周期管理（PLM）领域全球领先的软件、

服务和行业应用解决方案提供商，2007 年被西门子股份有限公司收购。 

 达索系统：Dassault Systèmes SE，法国大型航空公司达索集团下属软件公司。 

 Autodesk：Autodesk Inc，欧特克公司，总部位于美国的大型设计软件公司。 

 IPv6：Internet Protocol Version 6，第六版互联网协议。与 IPv4 相比，在 IPv6 协议

下，可分配的 IP 地址（每一个接入互联网设备被分配到的唯一性地址）由 2 的 32 次

方增加至 2 的 128 次方。 

 标识解析：在工业互联网中，利用标识解析体系可对接入网络的设备赋予唯一的身份标

识，并对设备进行定位和信息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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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智能制造产业概述 

2.1 智能制造的定义及组成 

根据中国工信部于 2015 年 3 月公布的“2015 年智能制造试点示范专项行动”相关文

件，智能制造是基于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贯穿设计、生产、管理、

服务等制造活动各个环节，具有信息深度自感知、智慧优化自决策、精准控制自执行等功能

的先进制造过程、系统与模式的总称。 

智能制造具有以智能工厂为载体、以关键制造环节智能化为核心、以端到端数据流为基

础、以网络互联为支撑等特征，具体由智能制造技术、智能制造硬件、智能制造软件、智能

制造支持性设施组成。 

图 2-1 智能制造的组成 

 
来源：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1）智能制造技术 

智能制造技术指令制造过程中的感知、控制、决策和执行等环节实现智能化所涉及的技

术，关键共性技术包括：①感知环节涉及的识别技术、新型传感技术；②控制环节涉及的模

块化控制系统设计技术、先进控制与优化技术、系统协同技术、故障诊断与健康维护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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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35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