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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三大前沿科技

• 大数据场

• 移动网络

• 智能化生产



物联网

•  利用条码、射频识别（RFID）、传感器、全球定位系统、

激光扫描器等信息传感设备，按约定的协议，实现人与人、
人与物、物与物的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的连接
（anything、anytime、anywhere），从而进行信息交换和
通讯，以实现智能化识别、定位、跟踪、监控和管理的庞
大网络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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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

• 无论工业还是服务业，凡是会产生信息的地方都能够以某

种方式接入到网络中。与现在的互联网的概念不同的地方

在于，这些信息的采集将不再依托于人的感知，更多依靠

设备本身的感知能力。在过去，我们对各种信息的运用更

多是直接的，未经处理的。而在未来，跨行业的信息调用

和分析可能变得普遍，这也将导致一种有趣的物联网蝴蝶

效应的发生。



物联网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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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造2025
• 第一步：力争用十年时间，迈入制造强国行列。到2020年，基本实现

工业化，制造业大国地位进一步巩固，制造业信息化水平大幅提升。
掌握一批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优势领域竞争力进一步增强，产品
质量有较大提高。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取得明显进展。重
点行业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物耗及污染物排放明显下降。到2025年，
制造业整体素质大幅提升，创新能力显著增强，全员劳动生产率明显
提高，两化（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迈上新台阶。重点行业单位工业
增加值能耗、物耗及污染物排放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形成一批具有较
强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公司和产业集群，在全球产业分工和价值链中的
地位明显提升。
第二步：到2035年，我国制造业整体达到世界制造强国阵营中等水平。
创新能力大幅提升，重点领域发展取得重大突破，整体竞争力明显增
强，优势行业形成全球创新引领能力，全面实现工业化。
第三步：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制造业大国地位更加巩固，综合实力
进入世界制造强国前列。制造业主要领域具有创新引领能力和明显竞
争优势，建成全球领先的技术体系和产业体系。



五大工程

1.制造业创新中心（工业技术研究基地）建设工程

• 围绕重点行业转型升级和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制造、增材制造、新材料、生物

医药等领域创新发展的重大共性需求，形成一批制造业创新中心。

2.智能制造工程

• 　紧密围绕重点制造领域关键环节，开展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装备融合的集成

创新和工程应用。支持政产学研用联合攻关，开发智能产品和自主可控的智能装

置并实现产业化。依托优势企业，紧扣关键工序智能化、关键岗位机器人替代、

生产过程智能优化控制、供应链优化，建设重点领域智能工厂/数字化车间。在基

础条件好、需求迫切的重点地区、行业和企业中，分类实施流程制造、离散制造、

智能装备和产品、新业态新模式、智能化管理、智能化服务等试点示范及应用推

广。建立智能制造标准体系和信息安全保障系统，搭建智能制造网络系统平台。

　　



五大工程

3.工业强基工程

• 开展示范应用，建立奖励和风险补偿机制，支持核心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先

进基础工艺、关键基础材料的首批次或跨领域应用。组织重点突破，针对重大工

程和重点装备的关键技术和产品急需，支持优势企业开展政产学研用联合攻关，

突破关键基础材料、核心基础零部件的工程化、产业化瓶颈。

4.绿色制造工程

• 组织实施传统制造业能效提升、清洁生产、节水治污、循环利用等专项技术改造。

开展重大节能环保、资源综合利用、再制造、低碳技术产业化示范。

5.高端装备创新工程

• 组织实施大型飞机、航空发动机及燃气轮机、民用航天、智能绿色列车、节能与

新能源汽车、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智能电网成套装备、高档数控机床、

核电装备、高端诊疗设备等一批创新和产业化专项、重大工程。



10大领域

1.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2.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

3.航空航天装备。

4.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

5.先进轨道交通装备。

6.节能与新能源汽车。

7.电力装备。

8.农机装备。

9.新材料。

10.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



智能制造

• 工信部部长苗圩认为，智能制造包括3个方面，一是研发

出一批智能化的产品，比如更加智能的工业机器人；二是

生产和管理过程的智能化或信息化，把信息技术用在整个

生产经营管理的各个环节，大大提高效率和效益；三是在

企业层面建立工业互联网或物联网，实现信息的充分交流

和共享。



智能制造



智能制造

• 西门子自我评估3.8。

• 中国工程院对中国企业进行了调研评估，认为大部分企业

还处于2到2.5的水平。华为2.7的水平。

• 中国工业4.0智能制造应该是2.0补课，3.0普及，4.0示范。

我们很多企业还处于粗放型生产，还需要补2.0的课，3.0

要推广应用，而4.0是努力目标。

• 数字化、智能化、拟人化、绿色化。数字制造是智能制造

的基础。智能制造是数字制造的提升。



智能制造

• 工业4.0、智能制造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产品

• 搞了工业4.0、智能制造，效率大大提高、质量也提高了。但是

我们中国制造业现状是几乎每个领域都是产能过剩，前面的都

没有卖掉，现在做的更卖不掉，所以首先要解决创新设计的问

题。

• 工业4.0解决的是怎么做的问题。但是我们现在做什么的问题还

没有解决。

• 所以我们搞智能制造第一个前提就是要解决创新设计的问题，

消除同质化。



一些问题

• 两化融合：为何开展如此缓慢？

• “智能化”生产线：何时才能智能？

• 人劳动的价值：劳动与价值分离？

• 生产型服务业：如何探索转型？

• “纺纱”的未来：纺纱、织造的本体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