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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助工业云平台，可以把消费者变成创业小V、创客，自己设计需要的产品，这
将倒逼企业变革

◆ 多数工业大数据的价值未被挖掘。需聚焦国家级工业数据资源数据库的建设，构
建工业互联网国家创新体系，发挥工业大数据的基础资源和创新引擎作用

原题为《工业“上云”新气象》

“电商云”“数据云”“政务云”……当众多产业、服务搭上云计算快车，人们对
“云上经济”已不再陌生。其中，方兴未艾的“工业云”正快速推动制造业与互联
网技术的深度融合。

企业家们习惯把应用工业互联网称为企业“上云”。那么，企业“上云”后，究竟
能解决多少生产、销售环节中的实际问题？

业内专家认为，中国工业互联网发展正在提速，从追求“上云”企业数量到聚焦服
务高质量发展的能力——节本降耗、定制服务、数据管理，工业互联网助力实体经
济的溢出效应愈发明显。

定制服务 满足用户个性需求

在传统制造业，个性化定制和规模化量产是一对矛盾体。要定制，就不能量产。要
量产，就不能定制。然而，工业互联网技术正在颠覆传统认知。

不用去门店，戴上VR眼镜，消费者便可足不出户选购衣品，虚拟试衣、个性定制、
送货上门……在传统制衣行业，一条生产线被认为做不出两件不同的产品。然而，
依托工业云平台，红豆集团实现了在同一条服装生产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服装件
件不同。

“如今，用户的需求愈发个性化、高端化，怎么满足他们的需求？”海尔家电产业
集团副总裁陈录城说，运用工业互联网，传统制造业的生产模式由“大规模制造”
转向“大规模定制”，由企业为中心转向用户为中心。

陈录城表示，如果现有生产组织难以满足用户个性化的消费需求，那就必须加以改
进。以前客户和企业的关系是串联的，现在借助工业云平台，可以实现并联。让每
个消费者都与生产者“零距离”，把消费者变成创业小V、创客，自己设计需要的
产品，这样将倒逼企业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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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制化生产减轻了海尔的库存压力，传统产销模式不再是限制企业创新的“紧箍咒
”。近年来，海尔构建了11个智能化互联工厂，71%的产品不再入库，下生产线后
，直接送往用户家中。客户需求先于产品设计，交互、研发、营销、生产等七大结
点都与用户“面对面”，实现“产品不入库，用户不出门”。

“中国工业品消费市场不缺需求，关键在于如何提供有效供给，提高产品的针对性
。”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刘松表示，工业互联网的最大优势在于发挥生产过程中的
知识要素，进而改变服务模式。

节本降耗 降低企业生产成本

“这笔钱没白花。”谈及公司一期投入65万元安装了48个数据采集盒，常州华立液
压润滑设备有限公司（简称常州华立）总经理俞文炎直截了当地给出了这样的评价
。

常州华立是一家生产机械润滑装置的企业，始建于1984年，目前年产值超过3.5亿
元。走进公司的生产车间，《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看到，48个数据采集盒已“上岗
”，正实时监控精密加工作业的一举一动。这些“流水线上的数据”，经过计算机
的分析处理，正源源不断地汇总至技术人员的手机终端。

“有了工业云平台，我们在品控管理、消化库存等方面更加游刃有余。”一位技术
人员告诉本刊记者，以前把控质量全靠人，查验问题、填报信息、移交处理程序很
烦琐。运用工业互联网技术后，物料信息自动抓取，品控出了问题，流水线自动停
止作业，报工、物料录入、质量检验都可以在手机终端一体化完成。

除了大幅提升流水线品控管理效率，工业云平台还解决了加工设备闲置率高的问题
。俞文炎谈到，平台统筹了周围企业加工需求信息，在完成预定生产计划外，还做
起“来料加工”，生产效率提高一成。

“在长三角、珠三角等地，采用类似技术改造生产的工业企业不在少数。”采访中
，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利华表示，相比较具体的技术细节，
企业更感兴趣的是工业互联网能否帮助企业实现降成本、去库存。

从实践来看，工业互联网在企业生产的材料溯源、质量控制、资金回款等环节，都
起到了较好的节本降耗作用。

成立于1988年的用友软件集团，是一家工业互联网云服务提供商，目前拥有大中小
微企业客户400万家。该公司高级副总裁王健说，借助工业云，很多企业完善了物
流联通、边缘计算和内部运营，把生产成本大幅压缩，并进一步向产业链上下游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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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逐步实现产业互联。

四川大西洋集团是一家焊接材料制造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曾面临人力成本、节能环
保等诸多压力，急需创新工艺技术和装备技术，提升企业自动化水平。借助工业互
联网技术打造的智能工厂，该企业库存降低20%、生产人员减少50%、综合能耗降
低30%、优良品率提升2%～3%……

唤醒数据 提升资源管理能力

滴滴打车、蚂蚁金服、大众点评……消费大数据的价值挖掘成就了不少新兴的独角
兽企业。与消费大数据相仿，上游材料、物流仓储、银行支付……工业企业在生产
、销售工业品的同时，也积累了庞大的工业大数据信息。但这些数据多数处于“沉
睡”状态，其价值未被挖掘。

在不久前召开的“工业互联网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研讨会上，中国工业互联网
研究院院长徐晓兰指出，需聚焦国家级工业数据资源数据库的建设，构建工业互联
网国家创新体系，发挥工业大数据的基础资源和创新引擎作用。

捕捉经营堵点，预测行业风口……部分先行者已初尝“数据红利”甜头。借助工业
互联网，企业可以建立数据资源池，实时采集、精准分析、联通共享工业信息，发
挥信息集聚效应。

运营不畅，24套工业系统数据变成“信息孤岛”；管理不善，近4万台工程机车信
息被淹没……通过筛查、诊断工业大数据，东部省份一家大型装备制造商发现风控
不力、债权逾期、订单流失等堵点，挽回了数以亿计的潜在流失资金。

纺织行业也存在相似难题。如何适应行业纺织机多、供应链长、库存量大的特点，
充分应用工业互联网技术，释放纺织行业的数据红利，是近年来苏州巨细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董事长葛金宝一直关注的问题。

葛金宝说，从数字化改造织布机到建立纺织业大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的最大作用
，就是帮助纺织企业达到标准化生产和标准化应用。

目前，葛金宝倡导的数字化改造项目已有600多家纺织企业参与，涉及纺织机械20
万台，每天收集处理有效数据2万多条，让数据成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新鲜血液
”。（记者 刘宇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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