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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浦江创新论坛专题简报之五： 

以智能制造新路径打造产业转型升级新动能



编者按：2018浦江创新论坛——产业论坛（智能制造与产业转型升级）围绕全球智

能制造模式与技术前沿、产业转型升级趋势和热点问题展开，探讨智能制造如何成

为产业转型升级的“新动能”。本期简报基于与会嘉宾1报告整理而成，供参考。 

                                                 
1 嘉宾包括：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奚立峰，上海市临港地区开发建设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吴晓华，中国

工程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校长林忠钦，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大学机械工程学院院长杨华勇，德国弗劳恩霍夫

制造技术与自动化研究所工厂规划与管理部部长、高级研究员 Michael Lickefett，上海交通大学上海智能制造研

究院副院长、教授刘成良，瑞士斯达拉格公司总经理 Bernhard Bringmann，东莞市李群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CEO

石金博，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技术总监肖晴，上汽大通汽车有限公司首席信息官吴钢。 



2018 浦江创新论坛专题简报之五 

以智能制造新路径打造产业转型升级新动能 

智能制造已成为新一轮工业革命的标志，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物

联网等新兴技术的推动下，智能制造的新模式、新应用、新业态快速发

展，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日渐深入。与会嘉宾一致认为，强化智能

制造在制造业转型升级中的积极作用，应把握智能制造在演化过程中形

成的不同范式，适应消费升级与服务升级的总体趋势，运用新兴技术打

造制造业转型升级“新动能”。 

一、消费与服务升级是智能制造发展的主要驱动力 

多位嘉宾指出，制造业转型升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热点问题，

其实都与消费升级有密切联系。因为消费升级必然带动服务升级，而服

务升级必然要带动制造升级，同时也对供给提出更高要求。 

一是个性化与定制化已成为消费升级的主要趋势。以汽车市场为

例，上汽大通汽车有限公司首席信息官吴钢指出，以 80 后、90 后为主

体的年轻人已成为汽车市场的主要客户，他们的需求越来越显现出个性

化和定制化特征，经常有小批量、多品种的特异性需求，原有的固定配

置模式已不能满足。由于个性化、定制化的市场趋势越来越明显，李群

自动化公司创始人、董事长石金博指出，我国制造业面对的是小批量、

多品种重复或快速变换的场景，与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相比，更为复

杂多变。 

二是互动式与信息化的服务型制造是消费升级的必然结果。面对越

来越个性化的消费需求，浙江大学机械工程学院院长杨华勇认为，产品

开发者、制造商、销售商必须要跟消费者互动，打破信息不对称。只有

打通设计、研发、生产、销售、供应链和物流等全产业链环节，才能实

现对用户需求的快速精准反应。吴钢指出，上汽大通的 C2B 创新实践，

核心就是以用户为中心，通过数字化手段让用户参与整个产品决策。通



过数字化智能平台收集用户需求进行研发设计，而用户则通过该平台进

行产品配置选择，在售后服务中与用户进行深度直联。  

三是生产型制造向服务型制造的转换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杨华勇

指出，个性化的服务型制造要让消费者深度参与并了解所订商品设计制

造的即时信息，这种需求促使云计算、移动终端、物联网、AR、VR、

人工智能等技术融入到制造业中，将原来处于离散状态的生产商、服务

商和零售商等数据整合在一起，形成智能制造生态。上海交通大学智能

制造研究院副院长刘成良认为，当前，我国经济正转向高质量发展阶

段，必须依靠创新设计、高精尖制造和高质量服务，这对智能制造、智

能产品和智能服务提出了更高要求。 

二、工业云平台建设是智能制造发展的重要基础 

一方面，工业云平台是智能制造的核心基础设施。智能制造需要

“平台+数据”的服务，兼具网络化、智能化与数字化特性，将业务数据

化，作为智能营运决策的基础，这就是工业云平台。刘成良指出，大数

据和人工智能只有通过云平台这个“大脑”，才能产生效果。例如在智

能健康产业领域，可穿戴式健康检测设备能实时监测人体健康数据，可

称作“智能在端”，但还需要将健康数据上传至云端，由“云医生”分

析解读，方能防病治病，即“智能在云”。德国弗劳恩霍夫制造技术与

自动化研究所工厂规划与管理部部长、高级研究员 Michael Lickefett 认

为，云平台是工业 4.0 新生态系统的核心组成部分。通过工业云的基础

设施、硬件设施以及云系统的架构，借助增强现实技术帮助操作者建立

人机交流的云平台，就可以为客户打造量身定制的产品。 

另一方面，工业云平台的建设与应用水平直接决定制造的智能化程

度。杨华勇指出，根据工业云应用层次的不同，智能制造的发展可以分

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通过工业云把冷数据变成热数据；第二个阶

段是把数据在云上动态打通；第三个阶段是通过工业云打通企业内部的



生产、质检、营销和售后等部门的垂直数据；第四个阶段是全产业链的

数据融通，形成云上智能，最终实现协同制造、智能制造。 

三、智能制造面临的主要瓶颈及对策建议 

当前智能制造与其他行业的发展融合还处在初级阶段，存在诸多问

题和瓶颈。杨华勇指出，一是智能制造发展的基础薄弱。尤其是传统行

业的工作节奏和互联网企业不同，严重影响 IT和工业企业的协同制造。

二是智能制造人才匮乏。一方面，工业企业很难招聘到人工智能方面的

高端人才，即使招到了也很难留住，即便留下来也因为接触的案例不够

多，不到两年知识结构就落后了；另一方面，互联网从业者也难以获得

工业知识，行业的前沿技术协作仍需探寻新模式。三是传统工业企业对

发展智能制造多持观望态度，希望看到成功案例再去跟进。刘成良还指

出，如何解决大数据安全问题，解除企业的疑虑，把公有云和私有云结

合起来，也是智能制造面临的瓶颈问题。基于此，与会嘉宾还针对我国

智能制造发展提出了以下建议： 

一是打造智能制造生态链。杨华勇指出，现有的工业互联网主要还

在企业端，未来要实现从采购和制造到物流、软件、数据的全方位协

同。如从智能预测报价到组织生产系统、产能，再到确定库存、产销决

策，最后到生产、仓储和客户，通过商业数据和工业数据的对接，形成

整体解决方案。中国电信上海分公司技术总监肖晴指出，工业云平台的

建设，需要将企业的传统 IT基础设施进行云化改造，并把企业的私有云

与公有云结合，由统一的云管系统来进行云端的资源调度。 

二是建立适应国内制造业场景特点的自动化系统。瑞士斯达拉格公

司总经理 Bernhard Bringmann 指出，建立完备的自动化系统，关键是要

提前做好规划，进而提高整个自动化系统的生产率。石金博指出，为了

适应中国制造业小批量、多品种重复或快速变换的场景特点，需要让机

器人更开放，应用人工智能把机器、人和生产环境连接在一起。基于开



放平台的开发环境和应用界面，不只是让专业的工程师去编程，而应该

便于普通工人操作，成为一项工业消费品。 

三是推动企业组织结构和运营模式调整转型。吴钢指出，上汽大通

的 C2B 创新实践，使企业的经营模式由原来的逐级汇报转向以用户为中

心，这要求企业在组织结构、管理运营方面进行相应调整和转型。

Michael Lickefett 认为，中国很多公司在制造技术方面进行了大量的投

资，但是技术背后的组织架构和德国的企业有所不同。如果能调整和完

善企业组织架构，形成非常精益的生产流程，就能够更好地利用先进技

术创造价值。 

 

 

 

 

 

 

整理：孟海华、龚  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