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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数字化建设定义

制造业数字化建设基于企业管理者视角（需求方），涵盖制造型企业价值链全链条管理（包括研发、供应链、生产、销售、售后等环节）的信息化、数字化建设，以及
制造业核心生产制造模块新建、改造或升级的数字化、智能化建设。其目的都是通过智能设备、物联网和系统软件的集成应用，将企业上下游生产要素、组织协作关系
等数字化，加以科学分析，推动企业全价值链资源优化，促进企业商业模式升级、提高效益。

系统解决
方案

产业监管 国家标准制定 行业委员会

咨询机构 评估机构 设备原厂商 软件供应商 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

企业
数字化
建设

基础层 电信运营商
网络基础设施

服务商
传感器 芯片 控制器 算力 云服务 大数据 人工智能 工业安全 …

智能
设备

应用
软件

研发 供应链 生产制造 销售、售后

研发设备 智能仓储、物流
单体设备

工业机器人、智能车床、3D打印
设备、检测设备...

集成设备
非标自动化集成...

办公设备

CAD、CAE、CAM、PLM... SCM、WMS... CRM、DMS...制造管理
MES、MOM、QMS、APS...

数据集成
SCADA、BI、IoT、SaaS...

运营管理中后台 ERP、OA、HRM...

价值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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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行业分类方法

汽车制造

电子信息

食品饮料 石油化工

矿物相关
（不在报
告调研范

围）

纺织服饰 机械制造

家居生活
用品

航空航天
铁路船舶等

医药制造 其他

农副食品
加工业

食品制造业
酒、饮料和

精制茶制造业
烟草制品业

纺织业
纺织服装、

服饰业
皮革、毛皮、羽毛
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木材加工和
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家具制造业
造纸和

纸制品业
文教、工美、体育和

娱乐用品制造业
印刷和记录
媒介复制业

医药制造业

汽车制造业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仪器仪表制造业

石油、煤炭及其他
燃料加工业

化学原料和
化学制品制造业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化学纤维制造业

通用设备制造业 专用设备制造业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其他制造业 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 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黑色金属冶炼和

压延加工业

金属制品业
有色金属冶炼和

压延加工业

本报告如下使用的行业大类分类基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GBT4754-2017），并根据行业特性加以归类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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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算模型逻辑演示

3. 制造业数字化建设市场规模增长调整

2. 增加数字化系统日常维护费用

1. 根据当前行业营业收入、当前数字化成熟度水平、未来数字化成熟度水平，数字

化建设各阶段成本投入规模，分行业分地区，计算基础市场规模

现状
（已发生费用）

2025年目标
（累计费用）

2030年目标
（累计费用）

53.6 121.8 162.0
相应区间基础产值 68.2 40.2
基础运维费用调整 5.4 12.2
市场规模 73.5 52.4

运维调整后区间规模 73.5 52.4
行业产值调整 7.4 13.1
最终市场规模 80.9 65.5

国家制造业数据 – 
按省份按行业 – 

国家统计局

企业数字化费用数据 – 
按行业按成熟度 – 

各官网/年报
成熟度评估

国家政策指引、
互联网数据、专家访谈

达到相应状态费用

行业
全国/省份

行业营业收入
智能制造
成熟度

达到该级别所需费用占
收入百分比

现状
(自评网站百分比)

2025年
目标%

2030年
目标%

现状
（已发生费用）

2025年目标
（累计费用）

2030年目标
（累计费用）

汽车制造业 1000 一级及以下 0.2% 60% 9% 0% 1.2 0.18 0
汽车制造业 1000 二级 11% 22% 41% 15% 24.2 45.1 16.5
汽车制造业 1000 三级 14% 12% 37% 32% 16.8 51.8 44.8
汽车制造业 1000 四级及以上 19% 6% 13% 53% 11.4 24.7 100.7

加总 53.6 121.8 162.0
相应区间基础规模 68.2 40.2

制造业数字化建设市场规模测算方法

测算模型和数据收集
本报告主要从数字化建设的需求侧出发测算相关行业的市场规模，以求避免供应端视角研

究中可能遇到的基础层、设备软件层、和集成方案的重叠问题，并辅以一手/二手资料搭

建和验证

本报告市场规模的测算是基于各行业营业收入的统计数据、数字化建设当前和未来几年推

演的成熟度水平、以及样本企业平均每年的数字化建设投入金额，并考虑了行业中大中小

型企业的不同规模对行业增长率和数字化水平的影响

一手资料通过对各行业数字化专家的访谈收集整理而来，二手资料的相关数据通过国家统

计局、上市公司年报和公告、以及行业协会报告和数据等收集而来；模型也参照了智能制

造成熟度的国家标准（GB/T 39116-2020）以及CMMM评级模型

资料来源

市场规模测算方法

市场
规模

日常维护
费用= × +数字化建设投入费用

占营收的比例

智能制造成熟
度分级比例

成熟度各级别
投入费用占比

分行业，
分企业规模

营业
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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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摘要

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几十年的奋斗，我国制造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我国成为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制

造业规模居全球首位。近年来我国制造业遇到了诸如人口老龄化及用工成本的上升、高端产能不足，制造业外流压力增大，国际上保护主义抬头，制造业盈利水平下降等问题。《中国制造

2025》、《“十四五”智能制造发展规划》等政策规划提出加快我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多种数字技术，对制造业的设计研发、生产制造、仓

储物流、销售服务等进行升级改造，提升我国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

本研究报告分中国制造业数字化建设背景及市场展望、制造业重点行业数字化建设市场规模分析、全国重点区域及长三角制造业数字化市场及政策推动等若干部分构成。报告也提供了若干制

造业数字化解决方案及制造企业数字化实践的案例，以便让大家了解制造业数字化建设的行业优秀实践及价值。

我们预计中国制造业数字化建设市场将保持快速增长，到2030年复合年均增长率将达16%左右，2030年市场规模将达到2.7万亿人民币。同时我们发现：

▪ 在数字化进程中，国内大型企业具有规模优势，在先进制造、国产设备和软件替代推动下，通过整合供应链体系和建设工业互联网平台，引领整体制造业的数字化建设

▪ 中小型企业数量多且规模快速壮大，虽然中小企业的数字化建设存在难点痛点，但随着产业链带动、数字化方案供应商和政府三方共同赋能，中小企业的数字化建设将进一步加

速

▪ 从地域角度看，长三角经济活跃，制造业以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为主，在行业龙头企业引领下，加之中小企业管理提升的内生需求，该地区制造业数字化建设市场将以高于全国

平均水平的速度增长

▪ 亚洲数字化建设呈阶梯状，日本、韩国、新加坡在数字化建设方面保持领先优势，东南亚各国及印度正在加速推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同时随着我国企业出海并扩大海外生产基

地布局，亚洲市场对国内优秀的制造业数字化解决方案供应商而言将是一个重要的市场

本报告提供了电子信息、机械制造、汽车制造、医药制造、石油化工、食品饮料等六大行业的六家不同规模、不同数字化建设阶段的企业案例，力求更加全面的从需求侧看到每个制造业典型

行业数字化建设的优秀实践及数字化建设对企业发展带来的影响。

我们希望本报告能够帮助解决方案供应商了解数字化建设的最新态势，进一步聚焦产品优势行业和地区，并结合行业数字化痛点和趋势，打造具有行业专业度及自身技术优势的产品，与企业

建立长期信任，在数字化建设道路上陪跑企业。我们也希望企业需求方通过本报告，掌握数字化建设的通行解决方案和行业最新趋势，了解其他企业在数字化建设上的战略规划及项目实施经

验和总结，了解不同企业选择的不同的数字化路径及其背景，同时结合各地政府制造业数字化建设相关的鼓励和推动政策，助力企业自身数字化建设规划和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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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01

中国制造业数字化建设市场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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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制造业竞争格局

美国、日本和德国保持智能制造第一梯队

根据《国际工业统计年

鉴（2023）》 统计，

我国是世界制造业第一

大国，连续14年位居

全球首位，构筑了稳固

的全球制造业工厂地位

信息来源：IMARC市场报告、公开资料整理

全球制造业数字化市场规模在快速增长，美、日、德保持智能制造第一梯队，中国制造业增加值

全球第一，在全球竞争中需加快追赶

• 2013年，提出“工业4.0”概念；2016年，发布《数字

化战略2025》；2019年发布《德国工业战略2030》

• 2018年，发布《先进制造业美国领导力战略》；2022年，

发布《国家先进制造业战略》

• 2015年，发布《机器人新战略》；2017年，提出“互联

工业”概念；2018-2023年，发布年度《制造业白皮书》

3.6 4.1 
4.8 

5.5 
6.3 

7.2 
8.2 

9.4 

2023 2024 2025 2026 2027 2028 2029 2030

全球制造业数字化市场规模预测

单 位 ： 万 亿 人 民 币
*根 据 2024年 4月 1日 ，
人 民 币 = 0 .1383 美 元 汇 率 计 算

2023-2030

CAGR 14.7%

30.7%

16.1%

6.0% 4.8% 3.1%

中国 美国 日本 德国 韩国

在全球以中国为代表的制造业转型升级与美、欧发达国家“重振制造业”的政

策方向形成共振，使得智能制造的世界格局处在快速发展的动态平衡。而大数

据、物联网、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为制造业快速突破提供了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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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76 4,276 4,967 5,824 6,796 7,961 
9,324 

10,884 

6,126 
6,732 

7,505 

8,388 

9,574 

11,444 

13,744 

16,539 

10,103 
11,008 

12,472 
14,211 

16,371 

19,406 

23,068 

27,423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2026年 2027年 2028年 2029年 2030年

制造业数字化建设整体市场规模预测

信息来源：国家统计局、专家访谈、Ipsos分析

在国家政策的积极推动，企业面临自身的竞争压力，以及整体产业链数字化升级的影响下，中国

制造业数字化建设市场规模预计仍将快速增长

单 位 ： 亿 人 民 币

2023-2030

CAGR 15.2%

2023-2030

CAGR 15.5%

* 注：大型企业是指从业人员1,000人以上并且营业收入4亿元以上的企业，中小型企业是指从业人员
1,0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4亿元以下的企业

大型企业

中小型企业

中国制造业数字化建设动因

• 2015年中国提出《中国制造2025》应对德国工业

4.0挑战；2021年《“十四五”智能制造发展规划》

等政策规划提出加快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提升中国

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

• 中国先进制造业企业面临全球市场竞争，从产品质

量、交付效率和成本角度迫切需要加速数字化建设；

中小企业需要融入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进行更加高效

的协同，同时推动自身降本、提质、增效的要求，

也会积极的进行数字化建设

• 制造业企业的数字化建设也是生态系统的建设过程，

除了数字化产业自身，包括数字基础设施、智能设

备和软件、以及相关的咨询服务业，也需要同步发

展。解决核心软件和设备的国产化会带动2027年后

新一轮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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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2月14日世界经济论坛（WEF）

公布最新一批“灯塔工厂”名单，共新

增21座“灯塔工厂”和４座“可持续

灯塔”工厂。新晋21座灯塔工厂中，

其中有12座在中国

信息来源：WEF报告、Ipsos分析

大型企业具有规模优势引领整体制造业的数字化建设；通过供应链体系、工业互联网平台和外部

咨询机构共同打造成熟解决方案赋能整个产业

全球灯塔工厂国家分布 大型企业数字化建设特点

• 大型企业与国际先进企业竞争，数字化建设特别是信息化建设较早开始进

行，向自动化、智能化方向发展起步较早

• 大型企业通常通过集团管理的方式自上而下推进数字化战略；具有规模优

势，资金和资源有较好保障，试错成本相对较低，可不断迭代建立优势

• 大型企业的数字化建设广泛存在于各个行业，在很多行业都有成功的标杆

案例，对制造业各个产业有引导作用

大型企业对全产业数字化建设的驱动

大型企业通过对产业生态的影响，成为驱动制造业整体数字化的重要力量：

• 通过与供应商业务闭环的打造，带动供应链上下游企业的数字化建设

• 经过自身数字化建设积累的经验形成专业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如从三一集

团孵化出树根互联，对产业链上下游进行赋能

• 通过与外部咨询机构合作，打造适合各行业应用场景的成熟解决方案

23 

17 

7 7 

3 3 
1 1 

机械制造 电子信息 汽车制造 石油化工 食品饮料 矿物相关 纺织服饰 医药制造

截止2023年12月，全球“灯塔工厂”

共有 153 座，包含中国 62 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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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来源：国家统计局、专家访谈、Ipsos分析

大型企业中期增长受到市场竞争和国家相关产业政策的双重推动，技术发展也将降低数字化建设

成本

大型企业数字化建设规模增长趋势

6,126 
6,732 

7,505 
8,388 

9,574 

11,444 

13,744 

16,539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2026年 2027年 2028年 2029年 2030年

制造业数字化建设市场规模预测 - 大型企业

单 位 ： 亿 人 民 币

* 注：大型企业是指从业人员1,000人以上并且营业收入4亿元以上的企业

• 受经济运行周期影响，国内外产业竞争进一步加

剧。大型企业为与先进企业竞争，需持续进行数

字化建设，降本增效提质，提高市场服务水平

• 国家的鼓励重点先进制造产业政策，以及推动国

产设备替换，对大型企业数字化建设的效果将在

2-3年后显化，推动2027年-2030年相关市场以

每年20%左右的速度增长

• 目前兴起的大数据和AI大模型技术，很有可能在

近几年取得实质性突破和应用，进一步降低4级及

以上数字化相关技术门槛和成本，比如在可预测

维护和智能决策领域。而这些新技术将会在大型

企业中首先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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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中小企业协会网站、公开资料整理

中小型企业数量多且规模快速壮大，但中小企业的数字化建设存在难点痛点，产业链带动、数字

化方案供应商和政府三方共同赋能中小企业的数字化建设

4,500 
4,800 

5,200 

2020 2021 2022

中小企业数量

89.6

89.3

89 88.9
89.1

89.3 89.4
89.2 89.1

89.3

89
89.2 89.1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1月 2月

中国中小企业发展指数运行图

单 位 ： 万 家

中小企业数字化建设的难点 中小企业数字化建设的机遇

成本顾虑

战略决心

组织能力

产业供应链整合的带动效应

数字化方案供应市场

政府政策支持

2023年 2024年

• 中小企业数量规模快速壮大。截至2022年末，中国中小微企业数量已超过5,200万户，比
2018年末增长51%

• 中小企业发展指数环比略有下降，截止2024年2月，中小企业发展指数为89.1，低于2023
年同期水平，仍处在景气临界值100以下

• 生产经营受外部政策和行业环境影响大

• 企业规模小，生产成本持续上升

• 经营管理类软件（ERP、OA、BI等)及核心业务流程数字化（MES）等普及率低

中小企业现状

• 中小企业盈利能力弱，同时面临资金、技术和人力资源等方面的刚性投入
• 转型试错成本高，企业是否能够达到数字化投入预期收益有较大不确定性

• 数字化建设会涉及商业模式创新和商业生态重构 , 管理者需要对新模式有清醒的认识，
并做到组织的整体动员

• 中小企业数字化建设起步低，中小企业通常面临更紧迫的业务压力，使得难以长时间分
配足够的资源来进行数字化转型

• 一把手的重视程度，企业文化中是否注重科学管理
• 中小企业数字化人才匮乏，CTO/CIO投入是否经济，加之IT团队投入, 内部人才培养体

系耗时耗力

工业互联网平台、数字化转型服务商和大型企业等各方主体，推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
业务协同、资源整合和数据共享，带动产业链上游的中小型企业实现“链式”转型

数字化建设供应商开始向中小型企业推广成熟技术和方案，聚焦中小企业转型痛点难
点，提供 “小快轻准”的产品和解决方案。通用经营管理软件，如金蝶云ERP。工业
软件中，如西门子在其Xcelecator平台为成长型企业提供小型化和轻量化的工业软件
组合套件

2022年11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印发的《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指南》面向地方各级
主管部门，提出支持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工作要求，推动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各地
方政府也相继推出鼓励中小型企业数字化建设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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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76 4,276 
4,967 

5,824 

6,796 

7,961 

9,324 

10,884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2026年 2027年 2028年 2029年 2030年

制造业数字化建设市场规模预测 – 中小型企业

单 位 ： 亿 人 民 币

信息来源：国家统计局、专家访谈、Ipsos分析

中小型企业中期受市场竞争和供应链整合双重压力，借助通用行业解决方案和有利政策，加速数

字化建设

* 注：中小型企业是指从业人员1,0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4亿元以下的企业

在以下因素共同作用下，中小企业数字化需求将稳步提

升，未来五年每年以15%-18%的速度增长：

• 市场竞争对中小型企业冲击加大，以及产业供应

链的整合压力，都要求中小企业加大数字化建设

步伐，提升自身竞争力水平

• 行业通用数字化技术及应用场景的成熟和普及化，

有效降低数字化建设门槛，提高中小型企业数字

化建设的信心

• 部分民营企业的新一代年轻继承人和管理层更具

推动数字化变革的理念和决心

中小型企业数字化建设增长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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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来源：智能制造评估服务平台、公开资料整理

智能制造成熟度国家标准成为全国性衡量制造业数字化建设进程的标志性指标，自评企业中小型

企业较多成熟度多在一级；认证企业多为中大型企业以二级为主

该标准和评估模型随着数字化建设在各行业的发展、以及政府政策的鼓励而推广。截止

2023年底，进行自评的企业数量从2022年的6万多家增长到了9万多家，进行等级认证的企

业则多达500多家。尤其中小企业对自评展示了很大的热情，占自评企业数量的95%

21%

53%

25%

1%

认证企业规模分布

大型

中型

小型

微型

5%
12%

62%

21%

自评企业规模分布

大型

中型

小型

微型

8%

56%

28%

7%

认证企业成熟度等级分布

一级及以下

二级

三级

四级及以上

58%23%

12%
7%

自评企业成熟度等级分布

一级及以下

二级

三级

四级及以上

企业应基于模型持续驱动业务活动的优化和创新，实现产业链协同并衍生新的制造模式和
商业模式

企业应对人员、资源、制造等进行数据挖掘，形成知识、模型等，实现对核心业务
活动的精准预测和优化

企业应对装备、系统等开展集成，实现跨业务活动间的数据共享

企业应开始对实施智能制造的基础和条件进行规划，能够对核心
业务活动（设计、生产、物流、销售、服务）进行流程化管理

引领级

优化级

集成级

规范级

规划级

智能制造成熟度国家标准

2020年，《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模型》（GB/T 39116-2020）国家标准正式发布，标准规定

了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模型的构成、成熟度等级、能力要素和成熟度要求。该标准以人员、技

术、资源、和制造四要素为基础，从20个核心能力规范企业的数字化成熟度要求，把企业成熟

度划分为五个阶段

智能制造成熟度模型（CMMM模型）

工业和信息化部下属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基于该国家标准制定发布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

模型（CMMM模型），成为国家对企业数字化成熟度定级评估的标准模型，也是企业进行成

熟度自评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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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来源：专家访谈、公开资料整理、Ipsos分析

数字化建设是“一把手”工程，公司成立数字化建设工作小组，项目经理负责管理项目进度、成

本及执行情况，定期向CEO汇报，确保项目顺利进行

数字化决策流程

主要负责人员

提出数字化
建设需求

相关业务部门

拟定数字化
建设方案

数字化建设
工作小组，
包括信息部

业务部、人事部
财务部等

论证/审批

数字化建设
工作小组/财务

招投标采购

采购部

落地实施验收

项目经理

立项

部门经理
公司经理
分管经理
总经理

公司的数字化建设一般由公司“一把手”领导和推动，明确数字化项目的顶层架构设计，愿景和蓝图设计，并提供企业战略层面的资源支撑

决定数字化建设成功的重要因素是业务部门和IT信息化部门的“双轮驱动”，技术领先的解决方案需要融入行业的Know How和解决业务的痛点和难点，避免数字化建设走弯路

数字化转型的成功需要资金和人力等公司资源的规划和支撑，需要在财务预算和人员招聘储备上做长期的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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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数字化建设是一个分阶段持续投入、各阶段相互渗透、层层演进的过程。难度和降本效果在

不同阶段有所不同；但数字化赋能提质（如合规、质量追溯等）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数字化差距分析，业务发展规

划和数字化路径耦合

最优解决方案推荐评估

主要业务流程规范化管理

核心业务流程自动化信息化，

降低生产和运营成本

基础信息化建设满足业务需求

（财务、监管合规)

业务流程全生命周期数字化，

实现设备、系统、部门间数据

流动及共享，提升效率及核心

竞争力

数字化决策和数字化管理，提

升业务透明度和决策的科学性

和时效性

为智能化阶段提前布局

持续创新，推动产业链协同，

创造新的生产制造和商业模式

智能化 优化创新  产业协同流程化 自动化、信息化、数字化

智能制造成熟程度
（CMMM模型）

数字化建设
实践难度

数字化建设
实践效果

二级 三级 四级 五级一级

只适合
行业龙头

难度较高
难度较高

需要新突破

ROI显著，降本
增效效果明显

ROI不高
投入方向不明确

各业务流程数据的采集及分

析，通过大数据建模及人工

智能的技术，实现预测及优

化，驱动新的价值创造

应用突破性技术，实现产品

及服务的智能化及新商业模

式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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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建设由于行业特性、规模大小不同，其主要动因、实施路径选择、实施程度不同，企业需

要顶层设计和前期规划，并在实施过程中保持敏捷、不断调整

具体实施的路径选择受到生产类型、

行业核心价值链环节、行业供应链整

合程度等因素影响

企业数字化建设的主要动因受到所处

行业的发展阶段、监管程度、所处供

应链环节等因素影响

规划的实施方式和程度主要考虑现有

的行业通用数字化技术的成熟度、投

入产出比、人才储备等因素

发展成熟期的传统制造企业，

如：工业机械、纺织业等

降本增效

监管或质量要求较强行业，

如：医药制造、食品加工、

汽车等

合规生产

质量追溯

处于供应链下游，直接接触

市场，如：消费品、家电、

电气产品等

柔性生产

降本增效

生产类型 流程型的制造企业，物理化学反应机理复杂，

工艺过程连续，不可中断，自动化程度高 - 

企业会较快进入数字化阶段，关注生产过程

可视化和质量追溯，比如化工企业

离散型的制造企业，生产工序相对复杂，产

品需求和规格要求多样 – 企业需从单点自动

化实施起步，关注优化生产流程、调度和批

次追溯，比如机械制造企业

企业内部

价值链

企业会选择从其核心价值链环节开始实施以

求快速达到效果，比如医药制造的研发数字

化、消费品行业的营销数字化等

行业供应

链整合

在供应链整合较强的行业，一些企业会从跟

下游需求方和上游供应方的整合环节开始数

字化，比如汽车配件厂的物流仓储数字化

数字化技术

成熟度

一般企业愿意选择经过市场验证的比较成

熟的技术，比如数字化成熟度2级和3级中

实施的MES和APS系统等；而4级应用中

的数字孪生、边缘计算等通常只在领先企

业中实施

人才储备 数字化人才储备较强的领先企业会采用自

研方式推进数字化程度；而一般企业主要

依靠外部供应商，选择行业通用方案，其

实施程度会受到方案供应商能力的限制

投入产出比

（ROI）

基于投入成本和企业自身特性的考量，企

业会选择停留在适当的数字化等级。一些

受访的机械制造企业发现4级投入成本太

高，会停留在3级水平；目前，灯塔工厂

对全集团的推广也受到成本因素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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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新兴产业 *

战略支柱产业

重点传统产业

0% 20% 40% 60% 80% 100%

食品饮料

纺织服装

钢铁有色

石油化工

电气设备及电器

工业机械

汽车制造

航空航天铁路等

医药制造

计算机通讯电子

各地区重点产业占全国百分比

长三角 环渤海 珠三角 其他地区

信息来源：国家及地方各级统计局

中国制造业重点产业集聚程度高，便于数字化建设产业集群带动。国家既重视数字化基础设施建

设，也在国家和地区层面出台各种财政金融政策并直接采购支持

我国重点产业聚集度高。新兴战略产业及战略支柱产业在长三角、环渤海和珠三角经济带的

企业总营收约占全国的67%。各地政府在十四五规划中，积极布局和推动战略优势产业及先

进制造业

全国各大区域的产业扶持政策，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经济带中的政策影响制造业的产
业聚集，对龙头企业带动整个产业链智能制造转型有很强的辐射作用

数字化转型主要路径
环渤海 长三角 珠三角

北京 山东 江苏 上海 浙江 安徽 广东

龙头企业数字化 ● ● ● ● ● ● ●

园区产业集聚区数字化 ● ● ● ● ● ●

产业链协同、链主推动 ● ● ● ● ● ● ●

中小企业数字化 ● ● ● ● ● ●

政府对数字化基础的支撑 政府的保障措施

* 注：战略新兴产业、战略支柱产业、重点传统产业的分类参考山东、上海、广东、江苏等地对产业集群的分类。
因可获得数据颗粒度的原因，部分产业分类有重叠

• 国产工业软件研发和推广

• 国产硬件和智能装备

• 5G+工业互联网建设

• 推广解决方案和应用场景

• 数字化生态建设（如服务商池）

• 数据安全和网络安全体系

• 财政扶持

- 灯塔工厂、智能工厂等奖励

- 设备、产线、软件补贴

- 自主设备首台套、自主软件首版次奖励

• 政府购买

- 数字化诊断规划

- 网络安全评估

• 金融扶持

- 数字化相关贷款及利息补贴

- 政府产业基金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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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来源：公开资料整理，Ipsos分析

大型和中小型企业在数字化建设上都已经到了新的增长阶段，大企业在理念、实施方法和基础设

施方向逐渐范式转移，中小企业则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1,153 1,038 
3,653 2,307 3,110 2,799 

9,850 
6,221 

18,455 16,610 

58,441 

36,910 

降价前 降价后 降价前 降价后

1年费用 5年费用

阿里云助力中小企业云服务价格（除乌兰察布/河源地区）

2024.2.9 生效

通用算力型 u1 (2c2g) 通用算力型 u1 (4c16g) 通用算力型 u1 (16c32g)

数字化理念
数字化建设是偏向
生产工艺和设备提
升的IT项目

• 数字化建设是一个全集团自上而下
的以数字化为手段的变革管理

• 注重顶层规划和设计

实施方法
购买国际公司方案
及高定制研发开发, 
维持庞大内部IT团队

• 寻求国内替代方案，在核心产业采
用国产设备

• 采用成熟行业通用方案加必要定制

基础设施
软件偏好进行本地
化部署

以云计算为基础， 建设工业云平台、
工业大数据、工业互联网等，向云计
算加速发展

实施重点
和痛点

如何实现从“0”到
“1”，前期固定成
本投入大

• 下一次成熟度提升（比如三级到四
级）技术门槛高，ROI下降明显

• 大数据应用（比如数据建模，可预
测运营）技术不成熟，应用场景不
明确

数字化解决方案供应市场：国产替代方案进一步普及，方案价格成本不断降低

众多轻量、低代码的“快轻准”的产品和解决方案的推广，提升中小企业二次开发能

力和需求响应能力

SaaS订阅式软件服务，降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前期投入的固定成本

大型企业大幅提升的交付效率和成本降低进一步增强了中小企业的数字化决心

中小企业对数字化的实施方法和手段更加多样灵活，比如利用现有MES平台进行技术

升级而非替换，出于成本考虑对部分环节实施人机交互而非完全智能化

随着大型企业数字化建设对相关产业市场的推动，中小企业数字化建设

面临的战略决心，收益成本和能力等情况，也在发生变化

大型企业是数字化建设的领头部队，随着近年来数字化建设的总结和成果，

在数字化建设方式也慢慢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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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重点行业数字化建设市场展望

Part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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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信息

石油化工
机械制造

食品饮料

汽车相关

医药制造

家居生活

纺织相关

航空航天铁路船舶

信息来源：国家统计局、专家访谈、Ipsos分析

制造业不同行业数字化建设的市场规模受到产业规模、盈利能力、市场竞争影响；制造类型对数

字化建设实施路径影响较大；未来市场规模增长取决于相关行业成熟度水平的提升

不同行业数字化建设市场规模的主要影响因素

数字化成熟度

盈利能力

高

中

低

低 中 高

行业数字化规模

• 产业规模：自身产业规模越大的行业，对数字化的意愿也相对越大，

因为能够在数字化上实现更大的规模效应，比如石化，电子信息等

• 盈利能力：盈利能力高的行业数字化投入的意愿高，可分配的资金和

人才资源相对较多（如汽车，半导体，石化等）。反之盈利能力低的

行业数字化投入和意愿都受到盈利水平及资金限制（如纺织服装）

• 市场竞争：受到市场竞争环境的影响，特别是很多行业与全球制造和

技术水平竞争：离市场端越近的行业的数字化意愿和数字化程度就相

对越高，比如汽车、计算机、食品等

• 制造类型（离散型或流程型）：对数字化实施路径和过程的选择影响

很大，数字化建设投资规模整体来看比较近似。离散型对柔性生产定

制化需求高，流程型关注工艺规范化和生产可视化

• 未来规模增长趋势：取决于行业现有数字化建设水平的成熟度以及中

小企业数字化建设水平的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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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来源：国家统计局、专家访谈、Ipsos分析

电子信息、石油化工、机械制造、食品饮料、汽车相关和医药制造是制造业数字化建设的重点行

业，稳居前六位，并保持稳步增长

2,502 

2,260 

1,578 

1,417 

1,388 

293 
250 414 

电子信息

石油化工

机械制造

食品饮料

汽车相关

医药制造

家居生活用品

其它

2023年制造业数字化建设市场规模

7,303 

6,223 

4,670 

3,221 

3,217 

764 
758 

1,267 

电子信息产业

石化相关

机械制造

汽车相关

食品相关

家居、生活用品相关

医药制造相关

其它

2030年制造业数字化建设市场规模

约1万亿 约2.7万亿

电子信息

石油化工

机械制造

食品饮料

汽车相关

医药制造

家居生活用品

其他

电子信息

石油化工

机械制造

食品饮料

汽车相关

医药制造

家居生活用品

其他

单 位 ： 亿 人 民 币 单位：亿 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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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数字化建设的增长方向

• 正向高附加值供应链环节跃升，与国际厂商竞争加剧；解决卡脖子技术，行业投资将保
持高速增长

• 国家推动国产设备替代化，高端制造的智能设备升级替代将会推动相关行业的数字化产
业高速发展，设备和软件国产替代需求巨大

• 可持续生产正成为电子行业未来的关注点，例如对电力资源和水资源的智能管理、预测
性维护等成为数字化建设的重点

• 电子信息是国家数字化建设的基础产业；数字产业化，成熟技术方案和应用场景进一步
向上游中小企业扩散普及成为发展重点

2,502 2,730 
3,084 

3,645 
4,228 

5,062 

6,080 

7,303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2026年 2027年 2028年 2029年 2030年

电子信息行业数字化建设市场规模预测

信息来源：国家统计局、专家访谈、Ipsos分析

电子信息：数字化平均水平相对较高，但面对国际厂商竞争加剧；国产设备替代、高端智造升级

以及可持续生产将推动数字化建设市场规模不断增长

数字化
设计

生产过程
可视化

能源管理
平台应用率

仓库
管理系统

产品
个性化定制

设备
预测性维护

高

中

低

2023-2030

CAGR 16.5%单 位 ： 亿 人 民 币

行业关键数字化细项指标

行业特点：离散型；核心价值链环节为设计研发、规模生产；产业技术更新，产能迭代速度快；作

为国家高端制造核心产业，部分细分行业（如半导体、集成电路、通信设备等）保持高速发展

数字化建设现状:

• 电子信息行业的数字化平均水平较高，特别在研发、生产环节

• 2022年，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高达80%以上，广泛应用CAD、CAE等工业软件；生产关

键工序数控化率、生产设备数字化率和联网率均处各行业前列

• 行业投资大，规模效应明显。行业数字化转型多集中于头部企业，上游的中小型企业相对滞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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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0 2,460 
2,808 

3,222 
3,718 

4,409 

5,240 

6,223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2026年 2027年 2028年 2029年 2030年

石油化工行业数字化建设市场规模预测

信息来源：国家统计局、专家访谈、Ipsos分析

石油化工：工业自动化控制基础相对较好；未来生产过程智能化、机器换人，以及解决危险化工

化学品行业安全问题将推动数字化建设市场规模不断增长

数字化
设计

设备
联网率

能源管理
平台

生产数据
自动采集

全流程
质量追溯

设备
预测性维护

高

中

低

2023-2030

CAGR 15.6%单 位 ： 亿 人 民 币

行业关键数字化细项指标

未来数字化建设的增长方向

• 生产过程智能化是石油化工行业数字化建设重点：提高设备联网率、完善数据采集、提
升数据分析建模能力，为工艺设计和质量追溯服务

• 行业研发设计和生产管控软件国产自给率偏低，未来几年国产方案需求加大

• 对劳动密集、劳动强度大的工段，通过“机器换人”“智能化替人”以及“智能化提升
效益”进行进一步转换

• 数据安全风险事件高发，行业多涉及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工工艺、危险化学品和重大危险
源，网络与数据安全治理的完善较为紧迫

行业特点：流程型；核心价值链环节为连续生产，设备运行工况检测；产业链长，装置设备大型化；

行业全球化程度高，与世界先进水平尚有差距

数字化建设现状:

• 工业自动化控制基础好，数字化整体水平在流程型工业中处于前列

• 生产环节中，设备数字化率和物性参数数据自动采集程度较高。然而，存在数据采集不全面，

数据分析能力有限，无法有效转化生产力的现象

• 由于产业链长，覆盖面广，供应链协同水平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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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8 1,719 
1,941 

2,357 
2,733 

3,265 

3,907 

4,670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2026年 2027年 2028年 2029年 2030年

机械制造行业数字化建设市场规模预测

信息来源：国家统计局、专家访谈、Ipsos分析

机械制造：现有数字化水平参差不齐；未来领先企业不断深化数字化转型的关键环节，数字化初

期企业关注自动化信息化将推动数字化建设市场规模不断增长

数字化
设计

生产过程
可视化

应用高级
排产系统

仓库
管理系统

产品
个性化定制

供应商
信息协同

高

中

低

2023-2030

CAGR 16.8%单 位 ： 亿 人 民 币

行业关键数字化细项指标

未来数字化建设的增长方向

• 产能升级和数字化建设一般同时进行，国产设备替代化将不断产生需求

• 领先企业逐步深化数字化转型的关键环节，实现数据转化生产力，比如数据建模实现可
预测生产

• 尚处于数字化建设初级阶段的企业的关注点仍是自动化和信息化，以快速达到降本增效，
解决部分企业“用工荒”的问题

• 对个性化产品和柔性生产的需求，将推动研发类及生产控制类工业软件在机械制造行业
渗透率提升

行业特点：离散型；核心价值链环节为柔性制造；产业链长，企业规模分化明显；行业的产品同质

化程度较高，成本压力大；国产替代化加速，下游创新产业（半导体，新能源）发展较快，以及新

型电网的电力设备需求增长快速

数字化建设现状:

• 机械制造行业整体的信息化、数字化水平相对不高。较多企业尚处于自动化到信息化的阶段

• 较为领先的企业已经实现设备网络化，但也面临如何进一步利用生产数据建模、实现可预测智

能化管理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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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数字化建设的增长方向

• 研发设计 - 利用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化技术对原料物性、营养特性、人群
营养特征等信息数据化并分析，设计健康产品

• 生产环节 – 升级设备，减少人工干预，提高生产规范性、可视化，提高质量稳定性和可
追溯性

• 质量追溯 - 区块链技术在食品饮料行业中的应用将日益增强

• 营销环节 – AI模型为基础的互联网营销技术应用在行业将进一步推广

• 智能化仓储物流系统，提高空间利用率和物流配送效率

1,417 1,544 
1,773 1,785 

2,028 
2,357 

2,752 

3,217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2026年 2027年 2028年 2029年 2030年

食品饮料行业数字化建设市场规模预测

信息来源：国家统计局、专家访谈、Ipsos分析

食品饮料：数字化程度整体相对不高(除营销端外)；未来在研发设计、生产环节、质量追溯、营

销升级和智能仓储物流方向将推动数字化建设市场规模不断增长

数字化
设计

设备
数字化率

生产过程
可视化

仓库管理
应用系统

供应商
信息协同

电子商务
平台利用率

高

中

低

单 位 ： 亿 人 民 币
2023-2030

CAGR 12.4%

行业关键数字化细项指标

行业特点：流程型居多；核心价值链环节为营销和质量追溯；整体需求稳定，持续增长，但单个品

类需求灵活多变；由于单价低、消费量大、消费者喜好易变，供应链营销端竞争激烈；对质量安全

要求严格，民众关注度高，对健康安全诉求推动产业转型

数字化建设现状:

• 行业数字化成熟度相对其他行业整体不高。然而，在营销端数字化的投入和水平处于行业前列，

应用大量互联网和数据分析技术。仓储物流数字化水平也较高

• 数字化建设向供应链上游渗透，大型企业建设数字化工厂，加强生产过程可视化，提高质量追

溯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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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8 1,512 
1,682 1,787 

2,025 
2,357 

2,754 

3,221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2026年 2027年 2028年 2029年 2030年

汽车制造行业数字化建设市场规模预测

信息来源：国家统计局、专家访谈、Ipsos分析

汽车制造：数字化整体水平相对较高，产业链整合程度较高；在电动化趋势下汽车新建产能和边

缘计算、智能软件等需求将推动数字化建设市场规模不断增长

2023-2030

CAGR 12.8%
数字化
仿真

产品
个性化定制

生产过程
可视化

仓库
管理系统

全流程
质量追溯

设备
预测性维护

高

中

低

单 位 ： 亿 人 民 币

行业关键数字化细项指标

未来数字化建设的增长方向

• 研发端和生产端的质量数据进一步打通，分析数据以降低质量成本

• 供应链中间环节供应商自建低成本平台，协助上游中小型供应商提升数字化水平

• 向电动化转型驱动新产能及现有产线升级改造

• 智能网联汽车和自动化驾驶对边缘计算和智能软件需求增长迅速

• 国内自主品牌的海外生产布局，带动国内智能制造装备、自动化产线集成商及工业软件
供应商的共同出海

行业特点：离散型；核心价值链环节为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质量追溯；产业供应链整合度较高，

生产模块化；技术壁垒下降，国内外市场竞争激烈

数字化建设现状:

• 汽车制造行业数字化整体水平较高。由于行业供应链整合程度较高，行业核心价值链环节数字

化，如数字化设计和质量追踪，整体投入大，水平高

• 整车厂发起的产业链整合平台对于上游中小型供应商来说投入较高，而市场主流供应商对于中

小型供应商覆盖不足，限制了行业中小型企业的数字化能力

• 国内汽车行业正在向电动化、智能化过渡，电动车渗透率近几年提高较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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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数字化建设的增长方向

• 数字化监管合规和质量管控 (临床管理，供应商原材料追踪，批处理生产监控和记录，文
档管理及提交等)

• 数字化营销实现与专家学者KOL及病患的线下线上互动

• 研发阶段中利用数字化技术持续提高研发设备利用率和开机率，以及研发人员优化配置

• AI数据模型在推荐药品合成路径上的应用会进一步成熟和推广

• 区块链在临床阶段追踪样品、追溯版本等方面的应用会进一步发展扩大

293 319 
371 398 

457 

540 

639 

758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2026年 2027年 2028年 2029年 2030年

医药制造行业数字化建设市场规模预测

信息来源：国家统计局、专家访谈、Ipsos分析

医药制造：数字化水平整体相对不高，未来的数字化建设将以合规生产、质量追溯为核心价值，

赋能医药制造领域的产品全生命周期

数字化
设计

设备
数字化率

生产数据
自动采集

仓库
管理系统

全流程
质量追溯

设备
预测性维护

高

中

低

行业关键数字化细项指标

2023-2030

CAGR 14.6%单 位 ： 亿 人 民 币

行业特点：混合型；核心价值链环节为合规运营，质量追溯；行业监管严格，研发周期长、不确定

性高；行业集中度高，盈利能力高于制造业平均水平；近年来的医保控费、带量采购、“两票”制

的实施，令医药行业竞争加剧

数字化建设现状:

• 数字化水平整体不高，行业数字化主要围绕合规生产和销售、质量追溯、KOL管理、和研发设

备利用率等价值链核心环节展开，取得很大进展。在合成药研发阶段也开始使用AI模型协助优

化合成路径

• 研发团队为主导的中小型药企专注知识转化，在数字化建设投入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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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来源：国家统计局、专家访谈、Ipsos分析

长三角经济体量最大，产业发展重心明确，引领三大产业经济区，2023年制造业数字化建设市

场规模达到2,800亿

制造业区域发展差距拉大：全国形成以三大产业经济区（即长三角、环渤海、珠三角）为核心

的智能制造基地；这三大经济区在地方鼓励政策、数字化成熟度、灯塔工厂数量、高质量发展

领先城市、以及数字化建设市场规模方面都和国内其它地方进一步拉大差距

三大区域产业重点不同，协调发展：长三角六大产业发展均衡，机械制造领域在三大区域最强；

环渤海在石油化工产业形成集聚；珠三角在电子信息和机械制造行业实力强劲。三大区域都在

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的布局
2,819 

1,872 
1,708 

3,703 

长三角经济区 环渤海经济区 珠三角经济区 其它

2023年三大经济区数字化建设市场规模

单 位 ： 亿 人 民 币

0% 25% 50% 75% 100%

其它

珠三角经济区

环渤海经济区

长三角经济区

中国2021年"规上企业"营业收入

机械制造 石油化工 电子信息 汽车制造 食品饮料 医药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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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制造业数字化建设需求侧市场研究报告

信息来源：国家及地方各级统计局

长三角经济结构活跃，制造业以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为主，上海是全国的经济中心。比较区域与

国家行业经济体量占比，可以看出长三角有较多优势产业

长三角整体制造业体量大，基础好，产业聚集度高。长三角GDP 30.5万亿（占全国1/4)，其中苏浙沪位于

全国GDP排名前十。"规上企业"约14万家（占全国32%），其营业收入34.5万亿（占全国26%）

长三角制造业以中小企业及民营企业为主。在总营收中，中小企业占比达63%，其中浙江中小企业占营收

70%。民营企业占总营收53%，其中浙江67%，安徽57%，江苏54%。上海作为全国经济中心，外资和重点

行业聚集（汽车、电子、机械、电气等）

优势产业明显: 工业机械、电气设备、金属制品、汽车等均高于全国水平

长三角分行业2021年"规上企业"营业收入及占全国%

单 位 ： 亿 人 民 币

"规上企业"营收占比
（按企业规模）

"规上企业"营收占比
（按企业性质）

2023年长三角GDP
占全国1/4

"规上企业"数量
占全国 1/3

上海 4%
江苏 10%

浙江 7%

安徽 4%

其他 76%

上海 2%

江苏 13%

浙江 12%

安徽 5%

其他 68%

48%
38% 30% 40% 37% 42%

22%
23%

26%
19% 23% 22%

30% 39% 44% 42% 40% 36%

上 海 江 苏 浙 江 安 徽 长 三 角 全 国

大型 中型 小型

35%
14% 13%

28% 19% 27%

15% 54% 67%
57%

53%
52%

50%
32%

21% 15%
29% 22%

上 海 江 苏 浙 江 安 徽 长 三 角 全 国

国有及控股 民营 外资及港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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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4 1,305 1,528 1,805 2,121 2,502 2,951 
3,469 

1,605 1,764 
1,960 

2,237 

2,559 

3,066 

3,690 

4,447 

2,819 3,069 
3,488 

4,042 

4,680 

5,568 

6,641 

7,917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2026年 2027年 2028年 2029年 2030年

长三角制造业数字化建设市场规模预测

大型企业

中小型企业

*注：中小型企业是指从业人员1,0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4亿元以下的企业

信息来源：国家统计局、专家访谈、Ipsos分析

长三角经济区制造业数字化平均水平较高，在优势行业有龙头企业引领数字化建设进程，加之解

决用工难和中小企业管理提升的内生需求下，制造业数字化建设市场规模预计快速增长，高于全

国平均水平

单 位 ： 亿 人 民 币

2023-2030

CAGR 15.7%

2023-2030

CAGR 16.2%

长三角制造业数字化建设机遇

• 区域数字化成熟度相对平均水平较高，如汽车、电子信息类等优势行业

引领数字化进程。下游创新产业如集成电路、新能源等行业近年发展较

快，新产能有较高的智能制造及数字化要求

• 长三角地区的“用工难”和劳动力成本上升问题将持续推动自动化数字

化智能化在企业的业务流程中的落地

• 长三角中小企业数字化建设市场规模增速高于全国、因管理提升、降本

增效、链主推动等多重因素，需要性价比高、前期投入小的研发、生产

和管理类系统，比如上游配套零配件厂商等

• 政府的鼓励政策将推动企业在数字化诊断、咨询及智能制造和数字化转

型上的投入

• 江苏、浙江、安徽等地的民营企业面临二代接班的窗口期，数字化成为

民营企业运营标准化、管理流程化，沉淀一代能力，保障企业存续发展

的关键可选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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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制造业数字化建设需求侧市场研究报告

信息来源：国家统计局、专家访谈、Ipsos分析

长三角主要制造业关注基于自身产业特色的数字化建设发展侧重点：电子信息-重点先进制造行

业发达、石化-中小型企业占比大、机械制造-产业链集群成熟

700 653 594 

404 

209 
71 

865 806 742 

493 

263 

90 

2,076 
1,952 

1,666 

963 

491 

188 

电子信息 机械制造 石油化工 汽车制造 食品饮料 医药制造

长三角制造业数字化建设市场规模预测

2023年 2025年 2030年

CAGR
16.8% CAGR

16.9%
CAGR
15.9%

CAGR
13.2%

CAGR
15.0%

CAGR
12.9%

长三角经济区各行业数字化建设市场增速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但主要行业数字化建设市场发展侧重点各有不同

电子信息：重点先进制造业发展迅速，比如集成电路、半导体、芯片等，该类新

兴企业对数字化建设起点高，需求大；且区域内相关产业基金活跃，为被投企业

提供了数字化建设的资源和动力

石油化工：长三角地区该行业的中小型企业占比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尤其是化

工橡胶塑料行业中小企业居多。该类企业多处于自动化阶段，数字化升级的需求

强烈

机械制造：长三角机械设备制造产业链集群成熟发达；众多行业龙头链主企业能

够带动全链条数字化转型。智能化产品及装备的需求也将推动机械制造业的发展

医药制造：长三角生物药创新药发展迅速，数字化建设需求随着企业的发展周期，

比如从研发向生产过渡，需求将逐步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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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份 政策 相关政策重要目标

上海 《上海市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实施方案》

• "规上企业"数字化诊断全覆盖

• 五大新城"规上企业"完成智能工厂L2升级

• 打造20家标杆性智能工厂，建设200家示范性智能工厂

• 培育40家“工赋链主”，推动链上1,500-2,000家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

• 引进和培育200家数字化专业服务商

• 40万家中小企业上云上平台

• 加大对“链主企业”等重点项目支持力度，实施对优秀数字化平台和专业服务商的评估奖励

江苏
《江苏省制造业智能化改造和数字化转型三

年行动计划（2022-2024年）》

• 全省"规上企业"全面实施智能化改造和数字化转型；重点企业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65%，经营管理数字化普及率超过80%，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接近90%

• 建成国家智能制造示范工厂项目30个、省级智能制造示范工厂项目300个、省级智能制造示范车间2,500个、工业互联网标杆工厂200家、5G全连接工厂10家

• 通过政府采购，省、市、县对规上中小工业企业协同开展智能制造免费诊断服务，推行智能制造顾问制度，帮助企业提供解决方案

• 培育一批生态主导型产业链“链主”企业，建成重点产业链协作平台10个

• 全省重点企业工业互联网平台普及率接近40%

• 全省全年工业软件产品收入超过850亿元，推广4,000个以上工业APP，形成2－3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工业软件知名品牌

• 省级财政每年安排12亿元专项资金，采取贷款贴息、有效投入补助等方式，支持工业企业“智改数转”。制定“智改数转”费用纳入研发费用范围指引

浙江
《浙江省“415X”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行

动方案（2023—2027年）》

• 打造4个世界级先进产业群，提升15个特色产业集群竞争力

• 实施千亿技术改造投资工程。加快企业设备更新改造，每年实施重点技术改造项目5,000个以上

• 培育“链主”企业50家、“链主”伙伴企业500家、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共同体200个

• 建设未来工厂120家以上、智能工厂（数字化车间）1,200家（个）以上。推进数字工厂培育建设，每年认定数字工厂标杆企业10家左右，培育优质数字服务商1,000家，加快实

现"规上企业"数字化改造全覆盖。推进重点细分行业中小企业数字化改造全覆盖

• 省级层面构建“4+2”财政支持体系，各地政府统筹集成各类制造业财政支持政策

• 强化基金引导。迭代产业基金3.0版，设立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现代消费与健康、绿色石化与新材料等4支产业集群专项基金和1支“专精特新”母基金，每支基金规模

不低于100亿元

• 完善金融服务模式，鼓励金融机构加大技术改造贷款

安徽
《以数字化转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

色化发展实施方案（2023—2025年）》

• 每年新增省级重点工业互联网平台10家以上，打造省级数字化转型典型示范项目100个，新增“数字领航”企业、省级智能工厂和数字化车间200个，建设数字化改造区域样板

20个

• 实现全省重点行业"规上企业"数字化改造全覆盖、"规下企业"数字化应用全覆盖

• 全省工业互联网平台普及应用率达到45%，企业工业设备上云率达到30%

• 加大政策支持。通过企业诊断、设备补助和应用软件服务包、打造区域样板等方式，加大财政支持力度

信息来源:  根据各省市政府公布的相关目标，及各省市统计年鉴等公开数据整理汇总

长三角各政府对制造业数字化建设扶持思路因地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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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来源:  根据各省市政府公布的相关目标，及各省市统计年鉴等公开数据整理汇总

上海寻找切实的数字化应用场景，推进人工智能建设，通过工业互联网建设影响40万家中小企业；

江苏省提出"规上企业"全面实施智改数转，偏重自动化应用

《上海市制造业数字化转型
实施方案》

建设200家示范性智能工厂 推广1,000个智能制造
优秀场景

30个工业互联网平台，40
家“工赋链主”

实现40万家中小企业上
云上平台

+200个
智能工厂

+30个
工业互联网平台

影响40万家中小企业

上海

《江苏省制造业智能化改造
和数字化转型三年行动计划

（2022-2024年）》 建成省级智能制造示范工厂
项目300个

重点企业关键工序数控化率
达65%，经营管理数字化普
及率超过80%，数字化研发
设计工具普及率接近90%

建成工业互联网标杆工厂
200家、5G全连接工厂10

家

全省"规上企业"全面
实施智能化改造和数字化转型

+300个
智能工厂

江苏

100%
全面智改数转

+200个
工业互联网

改造约6万家企业

+200个
智能工厂

+1,000个
应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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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来源:  根据各省市政府公布的相关目标，及各省市统计年鉴等公开数据整理汇总

浙江省注重智能工厂的建立，通过优质数字服务商目标影响约20万家中小企业；安徽省着重打造

省级示范项目，重点行业规模以下企业目标数字化应用全覆盖

《浙江省“415X”先进制
造业集群建设行动方案
（2023—2027年）》

浙江

《以数字化转型推动制造业
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实

施方案
（2023—2025年）》

每年新增省级重点工业
互联网平台10家以上

打造省级数字化转型典
型示范项目100个

新增“数字领航”企业、
省级智能工厂和数字化

车间200个

+30个
新增工业互联网平台

+100个
省级示范项目

+200个
智能工厂、数字化车间

安徽

建设未来工厂120家以上、
智能工厂（数字化车间）

1,200家（个）以上

推进数字工厂培育建设，
每年认定数字工厂标杆企

业10家左右

培育优质数字服务商1,000
家，加快实现"规上企业"

数字化改造全覆盖

+1,200个
智能工厂

+10家
标杆企业

+1,000个
优质数字服务商

重点行业"规上企业"数字
化改造全覆盖; 

重点行业"规下企业"数字
化应用全覆盖

影响约13万家企业

30 个以上重点细分行业中
小企业基本实现数字化改
造 1.0 全覆盖、2.0 覆盖

率达到40%

影响约20万家中小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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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制造业数字化建设市场展望

Part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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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来源：《 IMD全球数字化竞争力报告》、 《国际工业统计年鉴（2023）》 

亚洲是世界主要经济体之一，而制造业在亚洲主要国家均占重要地位

2022年GDP
（亿美元）

2022年各国工业增加值占
GDP比重

2023年人口
（百万）

数字化竞争力评分

中国 179,632 1,425 84.4

日本 42,311 123 75.4

印度 33,851 1,429 57.7

韩国 16,653 52 94.8

印度尼西
亚

13,191 278 60.4

泰国 4,953 72 70.5

新加坡 4,668 6 97.4

越南 4,088 99 未参与

马来西亚 4,063 34 75.3

菲律宾 4,043 117 48.323.9%

33.6%

31.3%

23.8%

32.1%

27.5%

29.7%

19.7%

23.3%

32.5%

第一梯队

第一梯队

第一梯队

第一梯队

第三梯队

第二梯队

第二梯队

第三梯队

第三梯队

第一梯队

亚洲是世界主要经济体之一，人口占世界人口60%，

GDP占49%

在主要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制造业对国家GDP

贡献均占有很大比重。各国都意识到制造业数

字化将给本国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推动作用

受全球贸易摩擦和地缘政治的影响，部分产业

加速转移到东南亚，尤其是越南、印度等地；

而这些国家存在产业升级，基础设施建设程度

不一等问题。中国在发展数字化、智能制造业

上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呈现梯次发展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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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来源：《 IMD全球数字化竞争力报告》、 《国际工业统计年鉴（2023）》 

亚洲各国家制造业数字化建设发展呈阶梯状，日本、韩国、新加坡保持领先优势

*备注：越南未参与

97.4 94.8
84.4 75.4 75.3 70.5

60.4 57.7
48.3

新加坡 韩国 中国 日本 马来西亚 泰国 印度尼西亚 印度 菲律宾

IMD 2023国家数字竞争力评分 

92

95

87

84

82

100

76

78

81

69

74

65

56

80

57

44

61

57

55

51

49

37

50

40

70

71

67

I
M

D

数

字

分

项

竞

争

力

知识能力

技术能力

未来准备
能力

各国在制造业数字化建设的优势、能力、和发展阶

段各不相同

根据IMD2023年的国家数字竞争力评分，新加

坡、韩国、马来西亚、和日本竞争力处于较高

的地位

第一梯队的国家均具有较强的工业化基础，更

加注重先进制造业的数字化建设，比如半导体、

新材料、医药等

第二三梯队的国家的制造业一般还处于“做大”

阶段，更加注重劳动密集型行业的自动化和信

息化，比如纺织、电子产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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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IMD

数字竞争力

2022年
制造业增加值
（亿美元）

数字化政策 相关重点行业

新加坡 97.4 1,110
2021年：发布《制造业2030愿景》，重点投资先进制造基础建设，
建立数字化和智能化的生产体系

韩国 94.8 4,946 
2023年：发布《新数字制造革新推进2027战略》，重点发展人工
智能、智能半导体、5G/6G通信、量子、虚拟世界及网络安全等
技术能力

日本 75.4 9,858 
2023年：发布《制造业白皮书》，为“11类特定重要商品”制定
“确保稳定供应”的指导方针

马来西亚 75.3 1,365 
2018年：发布《马来西亚国家工业4.0政策》，重点发展由人才、
流程和科技驱动的智能制造业，通过智能制造，最终引入智能城
市、智能电网和其它智能解决方案

信息来源：《 IMD全球数字化竞争力报告》、 《国际工业统计年鉴（2023）》、海关统计数据平台 

第一梯队亚洲国家在保持领先的同时，继续加大对先进制造相关的数字化投入

机器人 增材 物联网

电子元器件 半导体 新材料

工业母机 智能机器人 抗菌药 肥料 永磁体 半导体 蓄电池

电子电气 机械设备 化工 航空航天 医疗设备

新加坡、韩国、日本等政府对先进制造制定具有前瞻性战略，通过孵化技术和技术商业化，提升企业制造效率，保持制造业盈利领先

该梯队国家企业也正通过其在亚洲其它国家的投资企业参与到当地的数字化建设，比如日本和新加坡企业在越南的生产基地的数字化建设

我国企业为这些领先国家提供数字化基础设备的同时，也可借鉴国外智能先进制造业经验，与国外先进制造业模式进行对接，共同开发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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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IMD

数字竞争力

2022年
制造业增加值
（亿美元）

数字化政策 相关重点行业

泰国 70.5 1,590
2016年：发布“泰国4.0”战略, 向高附加值产业全面进军，其中
十大目标产业被确定为泰国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印度尼西亚 60.4 3,628 
2018年：发布“印尼制造4.0”计划及路线图，重点推动数字化
转型，以及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印度 57.7 6,669 
2018年：发布《人工智能国家战略》，列出了数字化建设关注的
五个方面

菲律宾 48.3 966 
2017年：发布全方位创新产业战略，促进制造业技术升级，扶植
汽车、电子等产业

越南 未参与 1,280
2020年：发布‘至2025年国家数字化转型计划及2030年发展方
向’，推动主要制造业行业的自动化和数字化

信息来源：《 IMD全球数字化竞争力报告》、 《国际工业统计年鉴（2023）》、海关统计数据平台 

第二、三梯队亚洲国家从其各自核心行业出发，加速推进数字化建设

汽车
零配件

电子
航空航天
零配件

化工 造船
钢铁工具

模具
食品

电子产品 纺织业 装备制造

食品饮料 汽车 纺织 电子 化工

医疗 智慧城市
基础设施

建设
智能通讯 智能交通

汽车
智能
电子

旅游及
医疗

农业生物
技术

食品
工业

机器人
航空和
物料

生物能源
化工

数字经济 医疗中心

第二、三梯队国家一般选择本国重点行业作为制造业数字化的重点，国内数字化供应商可基于国内成熟的行业解决方案，积极布局相关国家的重点行业

第二、三梯队亚洲国家具有劳动力人口红利，是承接了我国中低端制造业转移的主要国家，该类型的制造业转移将采用和国内相当或是更高水平的自动化数字化技术和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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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来源：商务部 《2022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中国海关信息平台

中国企业正直接或间接地成为亚洲国家数字化的参与者，电机电气出口为制造业数字化建设奠定

基础；中企出海可以将国内落地的数字化方案在新厂复制落地

单 位 ： 亿 美 元226 

111 

58 
46 43 

16 12 6 2 

新加坡 印度尼西亚 越南 泰国 马来西亚 日本 韩国 菲律宾 印度

458 456

393 377

210

160 153
119

81

韩国 越南 日本 印度 马来西亚 泰国 新加坡 印度尼西亚 菲律宾

2020-2022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金额

单 位 ： 亿 美 元

2023年电机、电气类产品出口额

• 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和海外布局热情不减，东南亚各国位居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家和地区的前列。国内企业

对亚洲特别是东南亚的直接投资及设备出口，将带动国内制造业数字化解决方案供应商拓展亚洲市场

• 2022年，中国流向亚洲的投资达1,243亿美元（含对中国香港直接投资975亿美元），占当年对外直接投资

流量的76%

• 其中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流量为187亿美元，占除中国香港以外亚洲地区的直接投资的70%

• 在东盟直接投资中，制造业位居首位，共82亿美元，占比44%

• 我国2023年电机电气类出口保持增长，除韩国和日本外，东南亚各国也是主要出口目的地国家。此品类构成

制造业数字化建设的基础设备

一家受访企业把在国内的数字化方案输出给在印度尼

西亚的兄弟工厂，协助印尼工厂有效提高绩效，并获

得印尼政府的工业4.0奖项

案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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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女士

Jane.shi@digitevents.com 

+86 177 2115 7672 

登陆【WOD数字化世界】小程序

获取市场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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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数字化建设的需求侧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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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标号 行业 成立年限
企业规模

（营业收入）
案例特征

案例一 电子信息 > 10年 20 – 30亿
案例企业是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通过精益生产、自动化数字化提
升交付、质量、降低成本

案例二 机械制造 > 30年 > 100亿
案例企业作为老牌制造企业，稳扎稳打，在过往十几年中提升产能
的同时，进行数字化改造，达到行业领先水平

案例三 汽车制造 20 – 30年 6 – 10亿
作为汽车供应链中间环节，案例企业与整车厂数字化方案深度整合，
并自建平台协助其自身上游供应商提升数字化运营

案例四 医药制造 20 – 30年 > 100亿
区别与一般制造业，医药行业数字化更关注合规生产，以及研发阶
段数字化

案例五 石油化工 20 – 30年 1 – 5亿 案例企业凭借强大的内部IT团队，自主研发实施数字化方案

案例六 食品饮料 < 10年 6 – 10亿
案例企业从自身价值链核心环节出发，关注营销管理数字化，并向
生产端扩展

制造业企业数字化建设方案需根据自身情况量身定制

制造业企业数字化建设方案受到多方因素的影响，比如所在行业的特性、企业自身的规模、选择的实施方式、甚至企业文化等，没有通用方案，必须根据企业自身的情况量身

定制。本报告选取的六个数字化建设案例，涵盖以上主要考量因素，通过与案例企业相关参与人员的深度访谈，整理而来，希望对读者有一定的启发帮助



47 ‒ ©    Ipsos China | B2B研究院 ×  Digit Events

长三角制造业数字化建设需求侧市场研究报告

案例一：电子设备制造商策略引领数字化转型探索之路 （1/2)

行业 电子信息

地点 江苏省

收入规模 20-30亿

主营业务 工业用电子产品制造

2015年 – 2017年
精益生产–价值链分析和整合，提高生产的协
调度，优化有价值工艺，消除浪费

2017年 – 2019年
工艺模组化 – 针对多品种小批量的生产模式，
组成工艺群组，形成标准的模块工艺

2019年 – 2021年
自动化 – 模组化工艺、危险工艺等实施自动化。
设备和系统的互联互通和数据集成

2021年至今
数字化智能化建设 – 人机料法环数据的采集，
通过数据平台及BI分析运用，建立数据模型和
算法，对核心生产环节实施预测及优化

自动化

• 模组化工序

• 危险工序

数据集成

• 工艺参数下发

• 结果采集

交付

质量

成本

人才

4大核心问题 数字化转型的目标 ❶精益生产

 生 产 价 值 链
分析整合

 消除浪费

 优化工艺

 同类型工艺模
组化

 减少非标准工
站工序

 提高工艺标准
化程度

❷工艺模组化 ❸自动化

 设备数据采集

 数据平台建设

 BI数据可视化

 数据建模和算
法，预测优化

❹数字化智能化

缩短产品
交付时间

提高生产柔性

改进产品质量

数据安全

提高效率
降低制造成本

策略和路径选择

解决方案人才问题
公司背景

数字化建设历程

项目成果

生产计划准确率：从65%提升到95%

订单预测准确率：提升30%

交付及时率：提升30%

产能利用率：提升20%

生产人员：减少15%

生产制造效率：提升30%

产品毛利：提升3%

通过自动化减少人工工序，减少关键工序对技术

工人的依赖。同时通过MES将工艺下发给设备的

方式，将需要的技术、经验、产品工艺Know Ho

w等固化贮存在流程和设备中。通过视觉识别、智

能预测等手段，提高次品检出率，减少人工

人才是公司面对的较大的问题。公司的工程技术

人员和技术工人培养慢、留存难。公司内部培养

一个人需要1-2年，培养结束后又很可能被行业内

对手或工业自动化、新能源公司等挖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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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一：电子设备制造商策略引领数字化转型探索之路 （2/2)

ERP 数据

BI可视化

战情室

电脑 手机终端

设备数据

MES
MES 数据

Oracle ERP

库存 采购 销售生产财务 成本

原材料库 AGV 螺丝 装配 测试 包装 成品库AGV

PDA

物联网

外购赛意SiE MES，进行二次开发和集成，打通ERP、MES和设备，提高
了数据集成

通过MES, 打通商务到生产的端到端数据，提高生产计划准确率和交付
率及时率

商务管理、计划管理和生产执行在MES完成。数据集成到数据中台，
通过BI实现及时分析和可视化

MES管控各个节点，采集生产各阶段信息，确保产品的执行工艺流程
和追溯性

工艺参数通过MES，从数据库服务器下发到自动化设备或工站。MES
采集生产结果

产线人员以MES为前台，对实物转移进行操作，对接ERP

数字化需要顶层设计，管理层对于资金投入和数字化达到可接受
的程度达成共识

各阶段目标清晰，把大目标分解成各个阶段的小目标，由小目标
执行到大目标达成。对于自动化数字化，短时间不能求快求全

人才驱动：需要储备和培养工程技术和IT人才。同时数字化项目不
是IT项目，需要业务和IT双轮驱动。公司从最初的工艺加IT的人员
配置，发展到计划、采购、仓储、销售商务参与其中

资源：需要在资金上做好中长期规划和预算，包括ERP、MES、和
产线设备的改造

实施SCADA, 目前MES数据处理速度慢，渐渐满足不了需求。实施
SCADA后需要对生产设备做微调，利用现有设备的传感器或视觉识别
作为感知和采集的工具

产品研发实施数字化研发协同软件

目前仓库内部手工作业处理。2026年立库和仓储自动化投入使用

正在建设的新生产基地按“灯塔工厂”的标准打造，不仅增加产能，
并进一步提升交付、质量、降低成本，也将达到行业内的自动化数字
化标杆水平，获得政府认可和扶持

围绕现有MES升级打破数据壁垒 未来重点数字化项目 成功数字化经验分享

车间

数据
中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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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二：专用设备制造商以“制造”优先，智能化不断迭代

SAP

1990 2000 2010 2020

90年代开始财务及业务信息化建设，上线
SAP系统，此后SAP持续升级

生产制造 MRP, APS, MES

仓储物流 WMS, AGV

持续的产能建设和制造能力
建设、数字化建设

数字化价值曲线变缓，边际收益降低

SCADA

产线数字孪生

局部人工智能 BI

数字化效益提升快

连点成面
自动化
上下料

物流
自动化

单机
设备

单机设备
自动化

案例企业在近20年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在扩充产能的同时，进行数字化建设，在相关行业中数字化能力处于领先位置。

根据离散型制造的特点，企业先进行了单体工位自动化的建设，然后连点成线实现网络化。早于2006年左右就基本达

到智能制造二级标准。之后，在产能建设和数字化建设共同推动下，在2020年左右达到三级标准
行业 机械制造

地点 上海市

收入规模 > 100亿

主营业务 特种设备制造

1995年 – 2002年 信息化建设 – 实施ERP，业务流程上线

2003年 – 2018年
自动化建设 – 持续新产能和制造能力建设，设备
和产线的自动化建设

2019年 – 2022年
智能制造与数字化建设 –设计、制造、销售、服务
的集成优化（MES/FMS/SCADA等）

2023年至今 智能化建设 – 数据驱动，智能工厂，智能产品

公司背景

数字化建设历程

项目成果

在仓储、搬运、焊接、装配和涂装工序采用机器人技术，打造

无人工厂

使用先进传感器，采集产线设备数据，提升质量和产出

建设数据湖BI，用数据建模及人工智能的方式做预测性优化

打造产线设备的数字孪生，实现设备主要参数和产线运营效率

的实时监控和可视化

局部打造内部
“灯塔工厂”，
深入数字化智
能化实践

CMMM
L3

CMMM
L2水平

工业大数据的建模，优化人工智能AI运用

挖掘数字化场景，实现数字化建设ROI第二增长曲线

持续推进智能化产品，智能化服务和智能化运维

研发数字化协同(PLM)，重点设备研发

未来项目重点：

1 - 信息化阶段 2 - 自动化阶段 3 - 数字化集成阶段 4 - 智能化优化阶段
难点：企业内部上下游流程的梳理及优化，
主数据管理，变革管理

✓ 财务业务系统信息化、规范化
✓ 内控的提升
✓ 中后台部门能力及效率的提升
✓ 财务、采购、销售、成本数据的可获

得性提高

主要集中在设备和产线的自动化建设

✓ 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出
✓ 降低人工成本
✓ 降低对人的依赖，提高了产品质量

全生命周期数字化建设和集成- 研发、采
购，仓储物流、生产、设备、销售、财务
的数据集成

✓ 跨部门数据流动，带动管理运营能力
提升

✓ 研发周期变短、优化采购和库存，生
产环节质量控制和成本优化，设备端
能源效率提升

设备及各工序数据采集入“湖”，BI分析，
产线设备的数字孪生

✓ 研发阶段数字孪生难度大-图纸系统
的特殊性及3D建模的成本高

✓ SCADA采集工业数据，但智能分析
能力不够，同时还需探索有实际价值
产出的应用场景

智能制造规划上超前布局：“预研一代、设计一代、制造一代”

智能制造以“制造”优先，数字化工具是必要手段，前提需要重视制造能力

及生产组织能力建设

企业数字化转型和数字化工具密不可分。优秀的数字化解决方案需要找到有

经验的数字化解决方案供应商，利用产品以及专家对行业和产品的深刻理解，

可以让企业少走弯路

经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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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三：汽车配件企业借力95%行业解决方案+5%自研智能化改造

对人工、物料消耗、能源消耗、报废成本进行数据收集、清洗、分析，相关运营指标对标行业标准，分析原因，打通关
键工序和关键设备提升指标 毛利提升4-5%

对PLM进行升级，从物流和BOM的简单协同提升到跨研发中心协同 – 与上级主机厂使用主机厂平台，对上游供应商自
建平台，实现不同研发中心工程师可以就同一产品提出修改意见

缩短产品设计周期
和成本

整体解决方案采用通用行业方案+内部自建模式：80%功能通过国际厂商行业方案+15%功能通过国产替代方案 + 5%
的内部IT团队（<10人）自研方案

有效实现预期功能，成
本可控

行业 汽车制造

地点 浙江省

收入规模 < 10亿

主营业务 汽车零部件制造

2016年 – 2019年 企业信息化建设 - EPR及其他核心软件升级

2020年 – 2022年 生产运营数字化 – 上线MES、QMS、PLM系统

2022年至今

供应链协同 – 研发和生产协同，SRM及EDI和客
户及供应商进行连接；
跨地区协同 – 计划在外省投资建厂，现有数字
化方案复制扩容

公司背景

数字化建设历程

项目成果

库存和次品率下降，利润率提升4-5%

实现T减1天供应商到货，整体存货减少至1-2天库存

研发时间大幅降低，验证速度从10小时缩短到10分钟

政府的奖励补贴数百万元

案例企业受主机厂和供应商上下游协同的需要和行业市场竞争造成的降本增效需求推动，开始数字化建设

企业优先进行ERP升级，打下信息化的基础，而后实施或升级了MES、QMS、和PLM，并部署仿真设计和超算集群

通过汽车行业主流通用解决方案，和主机厂进行协同。重点领域有：研发协同 (新车型的共同研发设计、产品修改、实
验室测试、数据标定），供应链协同 (JIT及交期管理, 安全库存，订单及交货EDI集成等），质量管理体系 (物料及批次
的追溯、质量管控、过程管理）

由于主流解决方案价格高昂，自建平台与上游供应商对接协同；在过程中，协助供应商提高数字化能力，并筛选和淘
汰部分未跟上数字化要求的供应商

通过数字化运用和分析，质量成本进一步降低50%

中小供应商数字化能力低，帮扶数字化方案落地

公司计划在外地投资建厂，需要复制现有流程和系统，

工厂间的协同也是重点工作方向

未来项目重点：

研发端和制造端的数据集成是提高效率降低质量成本的关键，企业可以在此环节加大投入

通用解决方案在重点行业已经较成熟、可标准化应用，企业不必从零做起。内部团队可以

就企业特性的5%进行自研，使用通用行业解决方案成本可控并可实现快速实施

上游较小的供应商（冲压厂，压铸厂），可以和供应链上级企业合作，利用它们的平台和

经验提高自身数字化能力，例如设计环节打通、订单对接、物流仓储对接等

经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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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痛点 未来规划

研发人员效率提升难，业务模式不可持续
通过大数据及AI技术，研发分析中提升人员的时间安排，提升核心人员的依赖度，减少
普通实验室人员

研发和生产设备资产利用率有待提升
通过IoT技术，达到原厂设备的互联网化，实现仪器设备和研发分析平台的数据互通，实
现数据智能的协同，提高研发和生产设备利用率

研发路径优化效率有待提升 进一步优化AI模型技术，提高模型建议的效率

案例四：医药企业借力数字化完善合规运营体系、提质增效

案例企业以合规运营、质量追溯、降本增效为主要目的，利用行业解决方案和自研相辅助，按照供应链主要环节实施数

字化

企业痛点及数字化方案：

建立大数据分析模型，通过AI技术，智能识别推荐最优目标分子化合物合成路径
通过数字化技术，优化研发仪器设备的使用率和分析效能新药开发

通过区块链技术，追踪样品的历史轨迹及版本临床试验

SAP Ariba作为解决方案，保障供应商管理体系原材料采购

实施WMS系统，强化监管标准和合规要求，实现数字化仓储管理仓储管理

实施MES系统，作为批处理生产记录系统，追踪管理生产指示单，实时检验和质量控制生产制造

采用先进文档管理和提交系统，实施文档库控制和版本控制销售管理

行业 医药制造

地点 江苏省

收入规模 > 100亿

主营业务 新药合同研究、开发与生产领域（CRDMO）

2012年 – 2017年
信息化建设 - 监管合规信息化，核心业务流程
上线

2017年 – 2021年
数字化建设 – 解决核心业务平台数据孤岛痛点，
实现数据化决策和运营

2022年至今
智能化建设 – 数据大模型赋能核心业务，比如
药品研发合成路径

公司背景

数字化建设历程

项目成果

合规检测满足度：提升20%；质管重大发现项：降低80%；

临床实验可追溯性：达到100%

研发效率：提升80%；AI路径推荐有效性：达到30%；研发

时间：缩短30%

仓储运营成本：降低40%；库存资金占用：降低33%

样品，历史轨迹，版本等

供应商的选择、鉴定、变更以及

认证授权

原材料包装品规，有效期、存储条件、

出入库质量检测、投放的标准

生产指示书，工艺工序的环境条件，

投料时间，操作人员，检验提交

说明书、规格、追踪记录、

生产记录及版本控制

合规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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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五：化工企业的数字化自建探索之路

数字化驱动因素：以降本增效，提高竞争力为目的，集团于2019年开始实施工业4.0战略，公司按照自身发展阶段，根

据集团总体战略规划了数字化路径并予以实施

作为典型的流程型生产企业，公司原本生产自动化水平就较高。在数字化过程中，公司主要注重于流程生产过程的监控，

数据收集分析，以及打通生产过程和前后仓储物流体系

由于公司自身IT团队能力较强，项目实施基本通过自主研发，大大缩短实施周期，整体项目成本也低于同类型项目水平

（每年相关投入仅占营业收入的1%左右 ）

行业 石油化工

地点 江苏省

收入规模 1-5亿

主营业务 高科技特殊功能化工类产品的生产和销售

2019年 – 2021年
信息化工厂 - ERP二次开发 · 数据基础设施建
设 · KPI可视化 · 无纸化办公

2022年 – 2024年
数字化工厂 - 系统研发实施 · 数据收集、集成 、
智能生产

2025年 – 2026年
（规划）

智能化工厂 - 数据建模 · 预测能力研发 · 仿真系
统 · 数字孪生工厂

公司背景

数字化建设历程

项目成果

OE提高4%；报废率降低30%；客户投诉数量减少50%以上

达到国家CMMM成熟度3级认证，得到地方政府相应奖励

在大型招标项目上（特别是国企招标）取得相对竞争优势

借助大数据平台，实现对质量端检测异常实时报警
加大对数字化维护程序的开发投入，实现对设备的可预测维护（参数超标，
噪音震动等），自动生成维修单，分配给维修工等
实施整体PLM数字化

未来项目重点：

在数字化过程中，产生的大量数据还无法很好应用（IoT有3,000多个数
据采集点，每天产生10G的数据），未来会加大对数据建模能力的投入

部分规划功能在数字化阶段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比如高级排产系统APS
有较多功能没有实现），需进一步优化系统

继续进行工厂的智能化升级

经验分享：

需要是“一把手”工程，CEO需全力支持数字化项目；各业务负责人要
全力参与，要落实业务部门主导项目的责任

需加强员工培训，提高系统实施后的功能应用程度；也需关注IT团队内
部培训，避免因人员离职而知识流失

整体方案主要内部研发，由于规划不足，项目在实际执行过程中造成一
定程度的浪费和重复工作。企业的数字化建设需要考虑机会成本，若内
部资源储备不足，项目实施容易返工、重复建设、并丧失市场机会

项目开发了多个系统，后期系统集成投入较大
数据管理规划不充分，造成大量无用数据
限制于内部能力和资源，部分规划功能没有达到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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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六：食品生产企业从核心价值链环节出发的数字化之路

经验分享：

生产阶段 - 在生产领域实施MES系统。MES系统涵盖

从制酒、罐装、包装的流程

库存管理 - 实践仓储数字化技术和设备，提升坛库、成

品库的数字化水平

AI技术 - 利用生成式AI技术，挖掘相应的业务场景，提

升智能化水平

行业 食品饮料

地点 上海市

收入规模 6-10亿

主营业务 酒类生产和销售

2020年 – 2021年
销售数字化 - 自研直销系统，外购SFA系统，建
设自营商城等新零售模式

2021年 – 2022年
中后台数字化 - 用友ERP，北森HRM
自研SaaS版客户服务系统

2022年至今
数据治理应用 – 数据治理、数据入“湖”
建设BI和数据驾驶舱

公司背景

数字化建设历程

项目成果

赋能 - 支持月销售额破亿

增效 – 销售管理和销售场景数字化，增加销售时间和产出

降本 – 销售团队佣金自动计算、销售费用控制

提高决策效率 - 业务团队1,000余张报表自动生产。报表时间

缩短95%

数字化销售管理 数字化中后台

◼ 用友ERP

• 以产品发货及时、售后服务满意、客户体验良好为中心，基于
ERP成品进销存模块，优先打造订单-发货-售后服务-退换货的系
统闭环管理

• 后续再将生产前端自动化数字化纳入系统

◼ 数据湖和BI

• 数字湖前期建设方法不适当，开始以IT为主，过分强调技术和数
据抓取的完整性，忽略了数字的及时运用

• 后期边数据治理，边数据运用，实现数字化快速赋能业务

◼ 外购成熟SaaS模式的SFA(Sales Force Automation)

• 客户拜访，访问销售，验店，商品陈列的打卡和核验

• 场景化的工具杜绝业务员行为考核造假

◼ IT团队自建直销系统

• 解决交易场景的问题（如线索人脉、节令促销，满减），
业务人员交易实现线上化

• 销售政策和制度的线上的上传下达

• 实现10,000名销售人员的佣金自动计算

• 快速沉淀销售数据、客户数据，减少对业务员的依赖

未来项目重点：

创新型中小企业数字化投入需聚焦核心业务流程，消费

领域的数字化路径的优先事项是数字化营销/销售管理

先实现数字化的生产力，不用强求数字化技术完美

案例公司自研选择出于无奈，因在市场上无法找到能够

理解其行业特性的解决方案供应商，如果没有平台、展

会等专业渠道企业搜寻成本很高。To B企业的销售管理

是很多中型企业的痛点，数字化解决方案供应商若能扎

根行业，设计出兼具行业通用性、以及企业定制化需求

的产品方能突破并真正为企业创造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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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数字化建设的供应端图谱情况

设备 软件

工 业 机 器 人

3D 打 印

智 能 车 床

研 发 设 计

制 造 管 理

数 据 集 成

企 业 管 理

咨询机构提供数字化战略规划和实施支持，设备与软件层提供企业和生产管理工具；基础设施和云平台提供底层和数据支持

工业互联网和云平台基础设施

咨询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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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服务

管理

运营

控制

操作

工业自动
化解决方
案架构

西门子 – 基于企业价值链的全方案供应商

西门子是一家在产品研发与制造过程以及工厂管理的完整价值链上提供数字化解决方案的全球企业。西门

子认为对于管理运营和数字化都需要评估其在三条价值链上的表现，即产品生命周期价值链、资产运营价

值链、业务履约价值链

基于Xcelerator商业平台的主要解决方案

SCADA系统 SIMATIC自动化控制系统

TIA Portal SINAMICS

SINUMERIK SIMIT仿真

产品定义 产品设计 产品验证 制造工艺
产品性能
监控分析

产品维护
服务

产品升级
产品生命周期

价值链

生产能力
规划

工厂规划 产线设计 工程调试
设备监测

分析
设备维护 设备升级

资产运营
价值链

订单获取 订单管理
供应链管

理
生产计划

管理
生产状态
监控分析

仓储
产品运输
与交付

业务履约
价值链

生产

应用 MindSphere

MES

SCADA 网络管理 TIA Portal 能源管理 工业边缘

控制器 HMI 工业PC 工业通信 运动控制 CNC

电力配给 识别定位 Distributed I/O 驱动系统 工业控制

协助企业解决制造业数字化难点

应对市场终端客户对研发、供应链、生产等提出的柔性生产、定制化要求

降低和管理因质量不可追溯而导致的交期风险

在已有的自动化信息化基础上，进一步发掘数据价值，转化成生产力

打通价值链上下游，构建多企业、跨系统的协同

通过数字化技术，在不影响企业业绩的情况下，从源头上减少碳排放

为尚处于工业2.0阶段的企业制定适合于自身的数字化路径，让数字化带来实质性回报

实现机器设备、生产线和整个
工厂的可视化，提高透明度

与相关硬件集成，例如PLC、
IPC、驱动、传感器等，实现
各控制组件之间彼此协同，提
升效率

通过仿真工具等来缩短产品上
市时间，通过附加诊断及能源
管理功能提高工厂生产力

高效、精确的电机控制解决方
案，通过智能的电能转换和电
机控制，将电能的使用最优化

一套提高能效的PC软件解决方
案，涵盖了从机床设计到制造
过程优化的全过程

通过仿真平台SIMIT，可对自
动化应用进行全面测试，并在
实际生产启动之前，为操作人
员提供一个现实培训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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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友 – 以ERP软件为基础赋能制造业，打造数智企业

企业信息化服务方案 用友进一步延伸其信息化方案至智能工厂解决方案：

标准化
夯实基础

标识清晰，操作规范
数据准确，反馈实时

精益化
改进管理

优化物流，提升效率
完整采集，闭环管理

精益化
提高效率

数据分析，模型预测
异常预警、智能运营

用友从2017年开始在其ERP产品上研发打造了全新一代产品——用友BIP（用友商业创

新平台），协助企业信息化建设

用友BIP定位为数智商业应用级基础设施、企业服务产业共创平台，提供覆盖企业生产经

营和运营管理10个领域的创新服务，包括智能财务、数智人力、数智供应链、数智

采购、智能制造、数智营销、数智研发、数智项目、数智资产、协同工作，协助企业

推进数智化转型，成为数智企业，迈向高质量发展

用友智能工厂解决方案以工厂管理的八大维度为主线， 协助持续改进“车间计划与作业执行”

实时闭环管理以及与之配套的“人、机、料、法、环、测”的有机整合

协助企业解决制造业数字化难点

实施科学生产计划排程，实现生产过程、作业调度可视化

利用数据持续提高产品品质：实现批次追溯，精细化质量管理

提高科学管理设备能力：实现预测性维护

规范工艺管理，实现作业文件自动下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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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得信息 – 从ERP实施服务商进入制造业数字化赛道

汉得信息简介 汉得围绕核心ERP，研发自主软件和平台，打造“产业”“财务”两大数字化方案

汉得智能制造应用架构

汉得信息成立于2002年，于2011年在创业板上市。汉得信息是本土领先的高端ERP咨询实施服务商，在SAP、

Oracle两大领域均处于龙头地位

近年来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迅速加快。2016 年开始，公司顺应市场需求趋势变化，积极研发自主产品和解决方

案，从单一的实施服务商转变为“自主软件+实施服务”的数字化综合服务商。公司基于多年积累的行业经验, 

自主研发“产业数字化C2M”解决方案，开始聚焦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赛道

目前汉得信息核心业务主要分为“产业数字化”、“财务数字化”、“泛ERP”和“ITO”*四部分。根据2023

年半年报，公司与自主软件产品（工业软件和财务经营管理软件）相关的“产业数字化”和“财务数字化”板

块占总营收51%，其中以工业软件为主的“产业数字化”板块同比增长15%

* 泛ERP: 成熟ERP套装实施服务，ITO: IT流程外包业务

智能制造：汉得协同制造HCM (Hand Collaborative Manufacturing) 形成完善的高级计

划排程、制造执行、仓储物流、质量管理、设备资产管理以及工业物联等功能体系

数字化营销：自研LinkCRM 数字营销软件，以“渠道数字化建设、终端数字化管理、消费

者数字化、交易数字化管理”四大板块，帮助企业构建线上+线下全面的数字化营销体系

智协供应链：包括数字采购（SRM）和仓储物流（WMS）业务，服务于企业供应链管理中

的供应管理和物流管理

产业数字化

经营控制：实现集团财务的 PDCA 循环，实现从经营计划制定及分解到管理会计分析并促

进改善的闭环管理

财务运营：全面覆盖财务日常运营相关场景，实现收支两条线、税务、资金等领域的高效

业财融合

共享服务：帮助集团性企业构筑强统一、高复用的共享财务体系，提高内控，降本增效

财务AI应用：自主Easy-Link RPA 产品基础上，升级 AI 能力

财务数字化

汉得产业数字化C2M
数字化营销、智能制造、智协供应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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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得信息能力体系概览

汉得加大在“数智产销C2M”领域的投入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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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行业分析 洞察市场趋势

登陆【WOD数字化世界】小程序

获取市场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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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5天供需市场信息获取

向先生

junlin.xiang@digitevents.com 

+86 199 0170 2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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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女士

Jane.shi@digitevents.com 

+86 177 2115 7672 

登陆【WOD数字化世界】小程序

获取市场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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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and-Side Market Research Report on Manufacturing Digitalization in Yangtze River Delta

数字经济研究院是一家专注于数字经济领域的专业市场研究机构。我们的研究方向包括数字产业和传统产业数字化。

我们通过定期发布原创市场研究报告、举办线上和线下论坛及研讨会、以及直播走访行业龙头企业和意见领袖的方式，分享我们对数字经济的独

到洞察，帮助企业在B2B战略营销中建立行业可信度和权威。

数字经济研究院总部位于香港，核心成员拥有20年以上市场研究经验。

数字经济研究院有限公司

数智范式会展通过旗下四大核心业务板块——展会主办、市场研究、论坛举办和社群运营，致力于成为企业B2B战略市场营销的紧密合作伙伴。

数智范式会展（上海）有限公司

数智范式会展是一个“以客户为中心”的组织，我们的组织设计和能力构建，均围绕洞察客户需求、交付客户价值和提升客户体验而展开。我们

的使命是通过组织高质量的展览和会议来聚集人、创新思想和商业机会，为企业B2B战略市场营销提供品牌推广、可信度树立、销售线索获取、

和市场拓展的全价值链解决方案。

公司核心成员均拥有服务于国际知名会展公司15年以上的丰富经验。

World of Digitalization (WOD) 是我们在数字经济领域倾力打造的品

牌，旨在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激发数字产业的创新活力。

关于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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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O R W A T C H I N G

THANK YOU!

上海市静安区南京西路1515号 静安嘉里中心办公楼一座19楼1901室

Unit 1901, 19th Floor, Tower 1, Jing An Kerry Centre

1515 Nanjing Road West, Jing An District, Shanghai, China, 200040 

数智范式会展（上海）有限公司

Digit Events (Shanghai) Co., Ltd.

方女士

Fancy.Fang@digitevents.com

+86 199 0162 0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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