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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制造的市场洞察 

    尊敬的产业链伙伴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在 2015 年 3 月份正式发布“中国制造 2025”之后，智能制造越来越得到大家的重视。 

供给侧改革带来的产业升级 

 

 在通货膨胀和经济下行的双重压力下，早些年中国政府主要是通过刺激需求来拉动中国经

济，特别是 GDP 维持在 7.0 以上的高速增长。在现在这个时点上，中国整个宏观经济层面上

出了一个新的政策，叫“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跟我们制造业企业相关的特别是去产能、去

库存和降成本三个层面，必然会带来产业升级，就是要把资金、技术、人力等资源用于新型产

能、新型产品、新能产业中去。在这样一个趋势下，全国各地各级政府都在行动。通过精细化

的成本核算来控制成本，通过费用管控方式直接降成本，另外通过电子信息技术和现代工业制

造技术相结合，产生真正意义上在制造环节上的一些突破来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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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造业现状及面临的挑战 

 在制造业比较发达的国家，特别是以美国为首和以英国为代表性经过工业化成功突破之后，

开始在一些虚拟经济上，特别是在金融资本上转型升级，但是带来的弊端是实体经济的缺失，

所以在近些年以美国为代表发起的工业互联网运动和德国发起的工业 4.0 运动，主要目的就是

希望通过新型现代制造技术来抢占高端制造领域的制高点，同时也希望在全球新的工业化格局

当中抢占一定的话语权。另外一方面，印度、东盟、拉美等国家的人力和土地成本更低，这样

中国的制造业受到了两头挤压。 

 中国制造业的典型特征是大而不强，缺乏自主创新能力，同时缺乏品牌企业；同时很多企

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常年形成粗放的生产方式和管理模式；在 2012 年中国经济人口红利出现

拐点，表现在总体劳动力供给总量下降；人力综合成本在提升；年轻人从事制造业的意愿逐年

降低。面临三重压力，整个中国制造业只有通过技术、管理方面的创新，才能真正实现制造业

的转型升级。 

《德国工业 4.0》 VS 《中国制造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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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过程中，有两个在智能制造方面有一定影响力的主线，一是德国为首的工业 4.0，

另一个中国制造 2025 的提出，又跟德国工业 4.0 有相互呼应的过程。这两个国家在振兴制造

业过程中提出的思路是根据两个国家现实制造业水平而分别提出具有不同代表特征的规划。 

 工业 4.0 主要强调的是一个系统和“三化”，即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其中核心系统

就是 CPS（信息物理系统），用通俗的话讲就是将所有的物理设备连接到互联网上去。 

 中国制造 2025 所提的主体内容和工业 4.0 有很大差别。强调五个层面上的创新，即产品

模式的创新、制造模式的创新、供应链模式的创新、营销模式的创新和服务模式的创新。 

U8+智能制造应用全貌 

 U8+的智能制造不是一个高大上的噱头，真正希望根据中国大部分制造业所面临现实的情

况，像自动化设备比较少，相应计划、排产、工艺水平相对比较落后等，为中国制造企业构建

智能制造的转型升级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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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此，我们为企业设计了这样四个进阶应用模式：早期人工化升级到系统化，首先能够把

生产管起来；进而基于生产设备和硬件条件、管理软实力等水平，进一步升级到自动化；在自

动化水和管理水平比较高的情况下，就希望达到真正意义上的智能化。 

    从整个产品解决方案应用设计上，我们对于 U8 在生产制造方面的一些应用做了组合。如

图，包括生产相关的几个环节，如何提高产品设计效率；接到订单之后如何有效排计划；企业

的原材料供应；真正到车间一级的现场管控；售后服务和成本、费用管控等。 

U8+ 智能制造的先行者 

 U8+在制造方面已经耕耘了十几年，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积累了很多实践的客户。从设计到

计划、到供应、到车间，以及到服务，我们都有应用先进的典型客户：星宇车灯，华菱线缆，

蓝黛传动，菲利华，吉隆光纤，富仁集团等。 

 

    典型客户：星宇车灯。设计制造一体化层面上我们的一个典型客户。设计部门和制造部门

之间通过这样一个双向集成，设计和制造部门之间的工作效率就能够达到非常高的协调，从而

有效缩短产品的设计时间，传导到客户端就是压缩了产品的上市周期，提高了客户的满意度。 

    典型案例：华菱线缆。基于有限产能，细化到单台设备、单个班组的明细排产计划，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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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诉客户大概的交货时间，排产的计划可进行可视化调整。这是 U8+能达到的水平。通过对

U8+有限排产的应用，华菱线缆 3 个人就可以完成 15 亿产能的排产。 

    典型案例：蓝黛传动。条码是物联网最基础的应用情景之一。而 U8+的条码是将条码和

ERP 软件无缝集成，所以在安装部署时是一体化的，可以达到综合成本最低。蓝黛传动应用的

是 U8+车间条码，用于工序级的管控，车间报工快速，简单，信息实时提交，计件工资的统计

快速准确。 

    典型案例：菲利华。还有一个跟条码技术相似的技术叫 RFID 技术，它的原理和条码技术

有些相似，基于大部分制造企业目前这种状况下，我们推荐 RFID 解决方案，对一些老式的设

备进行改装，配上 RFID 硬件设备，然后再通过跟管理软件之间有效集成，实现生产过程的可

视化的监控。菲利华就是透明车间的先行者，通过一物一码和简单的三个“一刷”，把人、机、

料非常有机地联系到了一起。在人员和设备不增加的前提下，产能却提高了近一倍，是实实在

在的效益。 

U8+ 智能制造进阶路径 

 今年，优普三大业务板块之一就是智能制造。根据企业实际情况和我们伙伴实际能力设计

了三个应用解决方案包，用不同策略让我们的生态链共同完成对于这个企业智能制造升级路径

的支撑。 



 

    1、基础应用。主要是针对想启用生产且生产自动化水平和管理水平相对比较低的企业，

我们推荐基础应用。主要特征表现在能够把简单的生产计划用系统跑出来；把生产订单能够简

单用系统看起来；最终目的是为了把生产管理的效率提升起来。 

    2、精细应用。针对有一些自动化设备，并且生产管理已经有一定基础，对生产效率的提

升看得比较重，对成本核算看得比较重的企业，我们推荐第二个阶段的精细应用。主要特征 

要优化产能，产能有效利用率达到最高，有效控制生产进度，使整个生产进度能够有序并且动

态调整，最终目的是在资源投入的有限情况下最大程度保证产品质量。 

    3、智慧应用。在智能制造上更高阶的应用，像立体仓库、MES，在这个层面上我们更多

是跟产业链的伙伴进行合作，基于我们 OpenAPI 的开放平台催生出这样一些生态化的应用。

在第三个层面上的智慧应用，特征是联设备、黏客户，并创造新的商业模式。 

    今年 U8 智能制造进阶推动方案中，我们会按照这样三个层面推出三种解决方案包，三种

商务政策包，三种支持模式。 

    U8+智能制造，希望能够给我们伙伴在 2016 年带来扎扎实实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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