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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已是大势所趋 

中国制造业面临诸多挑战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10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首超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制造大国，自此多年

稳居全球第一。2018 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达 28%，接近美、日、德三国的总和。但是，

中国在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迈进的过程中，仍面临着诸多挑战。 

国际上，中国制造业面临着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反复、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升温等不确定的国际形

势；而在国内，企业面临着制造成本上涨、消费者需求不断提高带来的挑战；此外，中国制造业企

业创新不足、产品附加值低等也成为中国制造业向高质量发展的掣肘；而随着消费类设备如手机、

智能平板、可穿戴设备等的增长，如何实现这些消费类设备的接入成为了摆在制造商面前的又一大

难题。《2019 年 IDC 中国制造业调研》数据显示，43.1%的受访企业表示，竞争加剧是中国制造

业面临的首要挑战；缺乏创新是第二大挑战，占受访企业的比重达 38.1%；缺乏支持消费类设备连

接的技术是中国制造业面临的第三大挑战，占受访企业的比重达 36.3%。 

图 1 中国制造业企业面临的挑战 

 

来源：《2019 年 IDC 中国制造业调研》，n=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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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客户需求的不断变化以及技术的快速迭代，制造商亟需改变传统的生产

模式、管理模式以及创新模式，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2019 年 IDC 中国制造业调研》数据显示，

提高员工生产效率和盈利能力是制造商进行数字化转型的首要动机，占比为 18.5%；通过连接产品、

资产和人员来推动新的收入来源位于制造商数字化转型的前三大动机的第二位，占比达 16.5%；而

将数据和信息视为资产，并投资于能够将其变现的技术是制造商数字化转型的第三大动机，达 14%。 

图 2 中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前三大动机 

 

来源：《2019 年 IDC 中国制造业调研》，n=160 

 

二、第三平台技术助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 

第三平台技术是工业 4.0 的核心支柱 

工业的发展经历了以机械化为特征的“工业 1.0时代”、以电气化为特征的“工业 2.0时代”、

以及以自动化为特征的“工业 3.0 时代”，正在步入以信息物理系统（CPS）为特征的“工业 4.0

时代”。IDC认为，ICT（信息与通信技术）已经发展到第三平台时代，并成为了实现工业 4.0的重

要技术支撑。 

所谓第三平台技术，包括 4 大支柱技术和 7 大创新加速器。4 大支柱技术包括云计算、大数据/

分析、移动和社交技术，能够帮助组织管理海量数据，进行数据支撑决策，灵活获取用户反馈等。

基于第三平台之上的 7 大创新加速器，包括物联网、认知与人工智能、机器人、下一代安全、3D

打印、增强和虚拟现实、区块链等技术，也为数字化转型提供了重要发展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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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第三平台技术与数字化转型 

 

来源：IDC，2019 

 

第三平台技术助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 

数字化转型是利用最新 ICT 技术实现业务的转型、创新与增长，包括改善用户体验、创新商业

流程、智慧化产品与服务、提升综合营销能力、加强管理控制、探索新的商业模式等方面。 

近年来，第三平台技术在中国的应用落地呈加速趋势，其中，移动、云计算、大数据以及机器

人成为应用最为普及的技术。根据《2019 年 IDC 中国制造业调研》数据显示，移动技术、云计算

以及大数据是受访企业目前（2018 年）以及未来 2 年（2020 年）计划部署的前三大技术，2018年

部署的比重分别达 86.88%、84.38%以及 68.75%。此外，AI、AR/VR、3D 打印、物联网等技术在

制造业的应用场景也愈来愈丰富，在未来的应用将逐渐增加。 

▪ 机器人：减少劳动力成本、增加业务效率、提高生产力、提高敏捷性和增强客户体验是各

行业部署机器人的前五大驱动力。IDC 2019 年全球半年度机器人支出指南显示，2019 年全世

界在机器人方面的支出增长了 17.5% 。  

▪ 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应用于工业领域，能够不断丰富和迭代分析和决策能力，以适应不断

变化的工业环境，实现提高生产效率或产品性能等目标，具有自感知、自学习、自执行、自决

策、自适应等特征。工业人工智能强化了制造企业的数据采集和处理能力、信息融合和分析能

力、知识提取和洞察能力、价值创造和实现能力，是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有效手段。IDC 预测，

到 2022 年，人工智能将成为各个业务环节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5％的人工智能解决方案支出

将按价值收费，可推动大规模创新并实现巨大的商业价值。 

▪ 大数据和分析：工业场景每天产生海量、高频的数据，但大量原始数据本身并无意义，需

要对海量数据进行挖掘、清洗、处理，最后萃取出可信、可用、具有价值的行业知识。数据这

一“无形资产”只有通过大数据分析才能更好地发挥其价值，通过大数据分析能够将数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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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现，形成企业新的资产。IDC 预测，越来越多的制造业企业将进行广泛的重塑，将数据位于

流程的中心。 

▪ 物联网：随着制造业信息化水平的不断提高，物联网在提升企业生产和管理效率、降低运

营成本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利用物联网技术，可以实现对工业设备的远程维护、

进行有效的能耗管理、实现资产的预测性维护，降低企业运营成本，提高设备使用效率，减少

设备因意外宕机而给企业带来的巨大风险。IDC 预测，为减少设备重大故障，到 2024 年，中

国 30％的设备制造商将进行物联网数据分析、实现已部署设备在客户现场的智能诊断和故障自

愈，从而将设备计划外停机时间降低 25％。 

▪ 云计算：云计算发展的广度和深度与日俱增，云服务深入理解不同行业的云应用特点和潜

在需求，持续推动产品和服务的迭代优化，为企业用户实现降本增效、转型创新等带来价值。

云服务提供商作为 IT 市场的崛起者和创新者，为用户提供丰富的技术、产品、服务以及解决方

案，不仅为市场孵化出大量的技术创新型企业，同时也助力中国企业数字化转型迈入 2.0 阶段。

IDC 预测，到 2024 年，50%的制造商将使用基于云的创新平台和市场进行跨行业和客户的共

同开发，这将创造 50%的新产品和服务理念。 

图 4 第三平台技术在中国的使用情况 

来源：《2019 年 IDC 中国制造业调研》，n=160 

 

三、制造业细分行业数字化转型战略 

各细分行业在数字化转型上的投入不同 

根据《2019年 IDC制造业 IT支出指南》，2018年中国制造业 IT支出达 132.3亿美元，其中，

化工、消费品、汽车是制造业细分行业中 IT 支出最多的前三大行业。预计到 2023 年，这三大行业

仍将保持中国制造业 IT 支出前三名。 

16.25%

15.00%

16.25%

29.38%

36.25%

71.25%

78.75%

90.63%

93.13%

6.25%

10.63%

14.38%

23.75%

28.75%

60.00%

68.75%

84.38%

86.88%

下一代安全

增强/虚拟现实

3D打印

AI/分析

物联网

机器人

大数据

云计算

移动

2018年 2020年



 

© 2020 IDC                                                                                     5 

 

 

IDC 认为，化工行业属于流程行业，是以资产导向的制造业。化工设备多为重资产，同时面临

着环保、安全等方面的挑战。中国化工行业的设备多数较为陈旧，而大多数化工厂仍然没有实现智

能化运作，操作员存在着安全风险。绿色制造、安全制造的需求使得化工行业数字化转型迫在眉睫。

在此背景下，预计化工业的 IT 支出将持续增大。2018-2023 年复合增长率将达到 8.2%。 

消费品制造属于以品牌为导向的制造业，随着新生代消费群体的诞生，他们对消费品的个性化

需求越来越多。面向消费者需求的个性化定制平台成为消费品制造业的一大新业态，也刺激了消费

品制造行业的 IT 支出。IDC 预测 2018-2023 年消费品行业的 IT 支出的复合增长率为 8.2%。 

汽车行业属于以工程为导向的制造业。汽车行业呈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的发展趋势，因此

汽车制造行业在连接技术、智能制造等方面的投资规模将大幅度增加。IDC 预测 2018-2023 年汽车

行业的 IT 支出的复合增长率为 6.8%。 

图 5 中国制造业细分市场 IT 支出 

 
注：气泡大小代表 2023 年中国制造业 IT 应用支出。 

来源: 《2019 年 IDC 制造业 IT 支出指南》，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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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技术在细分行业间的应用实践 

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给整个市场带来了无限机遇。而技术的发展和落地，离不开“行业”这

一土壤。新兴技术在不同细分行业间的应用实践，也反过来促进了技术的更新和迭代。本报告以云

计算、AI 和物联网为例，简单梳理其在制造业不同细分行业间的应用实践。 

▪ 云在物流行业的应用：通过构建运输云，实现制造业企业、第三方物流公司以及客户三方

的信息共享，提高车辆往返的载货率，实现对冷链物流的全程监控，还能构建供应链协同平台，

使得主机商和各级供应商、经销商能通过电子数据交换实现供应链协同。 

▪ AI 在汽车行业的应用：在汽车制造业中，计算机视觉是应用最广泛最成熟的技术之一。譬

如在工业机器人生产线上，计算机视觉可以帮助生产机械获得更加精准的测量数据，保证生产

线的高精度。另外，得益于人工智能发展，机器人有了更灵活的应用，可以实现柔性生产和精

准抓取等复杂操作。汽车生产线上的机械臂利用强化学习技术，提高了精准度，强化了协作关

系，提高了车辆的良品率。 

▪ 物联网在化工行业应用：应用物理网技术后，通过安装监测环境的智能传感器对环境参数

进行自动采集，并通过网络及时传递到安全监控中心和管理人员手机终端，一旦发生异常，立

即报警。环境数据的自动采集在大大节约了人力的同时，还有效地保证了生产过程的安全，避

免了灾害的发生。 

 

四、制造业的未来趋势 

得益于“工业 4.0”、 “中国制造 2025”、“互联网+”等政策的持续推动，中国制造业转型

进入了全新的阶段，创新模式也将不断涌现。弹性供应链可降低劳动力成本、提高生产率；数字孪

生技术将建立物理世界的完美映射，实现运营成本的节约；智能机器人流程化将实现重复工作的自

动化，减少人力成本；结合 2020 年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制造业的未来呈现出如下发展趋势： 

▪ 供应链弹性将是制造业未来的投资重点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对中国制造业造成了巨大影响，其中，供应链是受到冲击最大

的环节。构建弹性的、自动化的供应链，使其能快速适应来自内部和外部威胁，是供应链发展

的方向，也是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支撑。 

根据 IDC 发布的 2020 年全球制造业预测显示，到 2023 年年底，50%的制造业供应链环节

将投资于供应链弹性和人工智能，从而提高 15%的生产率。在 2018 年供应链调研中，大多数

受访者表示，提升效率是他们的短期效率转型的努力目标，但从长远来看，对外部干预作出弹

性化反应则为最终重要目标。 

▪ 柔性制造将是制造业又一发展重点 

随着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不断增加，制造业的生产方式由传统的大批量定制向小批量、个

性化转变。柔性化生产是指因预期或不可预期变更而允许一定程度上的产品变更且可自动化生

产的工程制造系统。其特点是生产过程中更改产品类型时，无需频繁更换生产机械，只需依托

灵活组件和完备的数字化生产系统修正系统参数，便可满足多样化的产品需求。 

柔性化生产是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结果，其重要的意义也可在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中得以体

现。以富士康、上汽通用五菱、长盈精密为代表的制造业企业和以利元亨、拓野机器人等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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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系统集成企业迅速加入到口罩生产队伍中来，体现了其强大的柔性化制造能力，也体现了

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未来方向。IDC 发布的《2020 年全球制造业十大预测》显示，到 2023 年，

75%面向消费者的制造公司将对供应链进行实质性改造，以在规模上管理定制，从而获得 2-3%

的市场份额。 

▪ 云服务的模式将降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成本，制造业 IT 应用正在从本地走向云端 

基于云的产品和服务不断丰富，加速提升制造业信息化和智能化水平。行业化和场景化将

是云服务的大趋势，譬如云化的企业资源计划系统（ERP）、企业资产管理系统（EAM）及协

同办公系统。 

以 ERP 为例，企业运行、维持和更新本地 ERP 需要大量资源，采用云化 EPR 解决方案

后，企业可大幅度减少甚至无需购买硬件或进行 IT系统维护，可有效降低 IT成本。其次，ERP

迁移上云，可以帮助用户提升数据访问体验，进一步挖掘数据价值。IDC 全球云计算 2020 年

预测显示，到 2024 年，55%的中国企业将通过投资特定行业的软件即服务（SaaS）应用和平

台来降低企业应用定制的成本和复杂性。随着企业更倾向于选择具有高级分析功能的ERP解决

方案（基于从所有生产节点采集的数据进行准确预测），制造业 SaaS 正在不断增长。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使远程办公和协同办公成为新形势下企业复工的重要手段和新

常态。根据 IDC 有关新冠肺炎对中国经济和 ICT 市场的影响的调研结果显示，74.3%的受访企

业表示，打造新的远程办公和企业协同系统成为了 2020 年企业数字化转型聚焦的领域。而随

着在线会议、数据传输和快速响应等需求的提升，云化的协同办公系统备受青睐。IDC 预计，

到 2023 年，中国协同软件市场将超过 10 亿美元，绝大部分贡献将来自公有云的在线协同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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