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业互联网发展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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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工业互联网平台发展的战略机遇

工业互联网是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与现代工业技术深度融合的产物，是制造

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重要载体，也是全球新一轮产业竞争的制高点。党

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推动互联网、

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2017 年 10 月 30 日，国务院常务会

审议通过《深化“互联网 +先进制造业”发展工业互联网的指导意见》，促进实

体经济振兴，加快转型升级。工业互联网通过构建连接机器、物料、人、信息系

统的基础网络，实现工业数据的全面感知、动态传输、实时分析， 形成科学决

策与智能控制，提高制造资源配置效率，正成为领军企业竞争的新赛道、全球产

业布局的新方向、制造大国竞争的新焦点。 作为工业互联网三大要素，工业互

联网平台是工业全要素链接的枢纽，是工业资源配置的核心，对于振兴我国实体

经济、推动制造业向中高端迈进具有重要意义。

工业互联网平台是面向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需求，构建基于海量

数据采集、汇聚、分析的服务体系，支撑制造资源泛在连接、弹性供给、高效配

置的工业云平台。其本质是通过构建精准、实时、高效的数据采集互联体系，

建立面向工业大数据存储、集成、访问、分析、管理的开发环境，实现工业技术、

经验、知识的模型化、标准化、软件化、复用化，不断优化研发设计、生产制造、

运营管理等资源配置效率，形成资源富集、多方参与、合作共赢、协同演进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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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业新生态。关于工业互联网平台有四个定位：

第一，工业互联网平台是传统工业云平台的迭代升级。

从工业云平台到工业互联网平台演进包括成本驱动导向、集成应用导向、能

力交易导向、创新引领导向、生态构建导向五个阶段，工业互联网平台在传统工

业云平台的软件工具共享、业务系统集成基础上，叠加了制造能力开放、知识经

验复用与开发者集聚的功能，大幅提升工业知识生产、传播、利用效率，形成海

量开放  APP 应用与工业用户之间相互促进、双向迭代的生态体系。第二，工业

互联网平台是新工业体系的“操作系统”。工业互联网的兴起与发展将打破原有

封闭、隔离又固化的工业系统，扁平、灵活而高效的组织架构将成为新工业体系

的基本形态。工业互联网平台依托高效的设备集成模块、强大的数据处理引擎、

开放的开发环境工具、组 件化的工业知识微服务，向下对接海量工业装备、仪

器、产品，向上支撑工业智能化应用的快速开发与部署，发挥着类似于微软

Windows 、谷歌  Android 系统和苹果  iOS 系统的重要作用，支撑构建了基于软

件定义的高度灵活与智能的工业体系。第三，工业互联网平台是资源集聚共享的

有效载体。 工业互联网平台将信息流、资金流、人才创意、制造工具和制造能

力在云端汇聚，将工业企业、信息通信企业、互联网企业、第三方开发者等主体

在云端集聚，将数据科学、工业科学、管理科学、信息科学、计算机科学在云端

融合，推动 资源、主体、知识集聚共享，形成社会化的协同生产方式和组织模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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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工业互联网平台是打造制造企业竞争新优势的关键抓手。当前， GE、

西门子等国际领军企业围绕“智能机器 +云平台 +工业 APP”功能架构，整合

“平台提供商 +应用开发者 +海量用户”等生态资源，抢占工业数据入口主导 权、

培育海量开发者、提升用户粘性，不断建立、巩固和强化以平台为载体、以数据

为驱动的工业智能化新优势，抢占新工业革命的制高点。说得形象一点，工业互

联网平台是两化融合的“三明治”版。第一，底层是由信息技术企业主导建设的

云基础设施 IaaS 层，在这一领域，我国与发达国家处在同一起跑线，阿里、腾

讯、华为等云计算基础设施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第二，中间层是由工业企业主

导建设的工业  PaaS 层，其核心是将工业技术、知识、经验、模型等工业原理封

装成微服务功能模块，供工业  APP 开发者调用，因此工业  PaaS 的建设者多为

了解行业本身的工业企业，如  GE、西门子、 PTC 以及我国的航天科工、三一重

工、海尔集团均是基于通用  PaaS 进行二次开发，支持容器技术、新型  API 技术、

大数据及机器学习技术，构建了灵活开放与高性能分析的工业 PaaS 产品。第三，

最上层是由互联网企业、工业企业、众多开发者等多方主体参与应用开发的工业

APP 层，其核心是面向特定行业、特定场景开发在线监测、运营优化和预测性维

护等具体应用服务。

对于工业互联网平台，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

第一句，数据采集是基础。其本质是利用泛在感知技术

对多源设备、异构系统、运营环境、人等要素信息进行实时 高效采集和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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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汇聚。当前数据采集面临的突出问题是，受 制于传感器部署不足、装备智能

化水平低，工业现场存在数 据采集数量不足、类型较少、精度不高等问题，无

法支撑实 时分析、智能优化和科学决策。无论是跨国公司，还是国内 平台企业，

都把数据采集体系建设和解决方案能力建设作为 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的基础：

一方面通过构建一套能够兼容、转换多种协议的技术产品体系，实现工业数据互

联互通互操 作，另一方面通过部署边缘计算模块，实现数据在生产现场 的轻量

级运算和实时分析，缓解数据向云端传输、存储和计 算压力。

第二句，工业  PaaS 是核心。其本质是在现有成熟的  IaaS（基础设施即服务）

平台上构建一个可扩展的操作系统，为工业应用软件开发提供一个基础平台。工

业  PaaS 面临的突出问题是开发工具不足、行业算法和模型库缺失、模块化组件

化能力较弱，现有通用  PaaS 平台尚不能完全满足工业级应用需要。当前，工业

PaaS 建设的总体思路是，通过对通用 PaaS 平台的深度改造，构造满足工业实时、

可靠、安全需求的云平台，将大量工业技术原理、行业知识、基础模型规则化、

软件化、模块化，并封装为可重复使用和灵活调用的微服务，降低应用程序开发

门槛和开发成本，提高开发、测试、部署效率，为海量开发者汇聚、开放社区建

设提供支撑和保障。工业  PaaS 是当前领军企业布局的重点，是平台核心能力的

集中体现，也是当前生态竞争的焦点。

第三句，工业  APP 是关键。主要表现为面向特定工业应用场景，激发全社

会资源推动工业技术、经验、知识和最佳实践的模型化、软件化、再封装（即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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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APP），用户通过对工业  APP 的调用实现对特定制造资源的优化配置。工业

APP 面临的突出问题是，传统的生产管理软件云化步伐缓慢，专业的工业 APP 

应用较少，应用开发者数量有限，商业模式尚未形成。工业  APP 发展的总体思

路是，一方面，传统的  CAx、ERP、MES 等研发设计工具和运营管理软件加快

云化改造，基于工业  PaaS 实现了云端部署、集成与应用，满足企业分布式管理

和远程协作的需要；另一方面，围绕多行业、多领域、 多场景的云应用需求，

大量开发者通过对工业  PaaS 层微服务的调用、组合、封装和二次开发，开发形

成面向特定行业特定场景的工业 APP。

从全球工业互联网平台发展的总体情况来看，技术体系初步形成，产业生态

逐渐成熟，应用场景日趋丰富。在技术体系方面，数据集成和边缘处理技术、

IaaS 技术、平台通用使能技术、工业数据建模和分析技术、工业大数据计算技

术、应用开发和微服务技术、平台安全技术共同构成了工业互联网平台的技术体

系，边缘数据集成处理、通用平台二次开发、工业机理与大数据融合、微服务组

件调用是当前工业互联网平台构建的主要方式。在产业生态方面，五大支撑、四

大主体、两类用户共同构成了工业互联网平台的产业体系，工业企业、信息技术

企业、垂直领域企业、软件企业、互联网企业结合自身优势从不同路径开展平台

产业布局，基于平台提供开发环境、工业知识积累、微服务组件、大数据分析引

擎， 成为跨界企业与第三方开发者共同构建平台产业生态的关键支撑。在应用

场景方面，工业现场的生产过程优化、企业管理的运营决策优化、企业间协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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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配置优化、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管理服务优化是工业互联网平台的四大典型应

用，平台的应用领域正从单个设备、单个工艺、单个企业向全要素、全产业链、

全生命周期领域拓展，带动传统产业实现智能化转变。当前，全球领先企业工业

互联网平台正处于规模化扩张的关键期，而我国工业互联网建设仍处于起步阶段，

发展基础和能力薄弱，跨行业、跨领域的综合性平台尚未形成，面向特定行业特

定领域的企业级平台影响力不强，亟需加强统筹协调，充分发挥政府、企业、研

究机构等各方合力，把握 全球工业互联网平台市场格局、技术标准未定的战略

窗口期， 抢占基于工业互联网平台的制造业生态发展主动权和话语权，打造新

型工业体系，加快形成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下 一步，要从“供给侧”和“需

求侧”两端发力，坚持“建平 台”与“用平台”双轮驱动，培育一批跨行业、

跨领域的综 合能力平台和解决企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需求的 企业级

平台，开展工业互联网平台技术验证与测试评估，组 织实施百万工业企业上云

和百万工业  APP 培育工程。要坚持“补短板”与“建生态”相互协调，实施工

业技术软件化工 程，促进软件技术与工业技术深度融合，构建工业互联网的 产

业支撑体系。要坚持“保安全”与“促发展”相互促进， 加快形成发展工业互

联网的安全保障体系。

工业互联网平台是推动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的重要抓手，基于工业互联

网平台的制造业生态正成为产业竞争 的“风口”，发展的机遇稍纵即逝，需要

在技术研发、标准研制 和产业应用等方面尽早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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