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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分析

当前，全球第四次工业革命孕育兴起与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形

成历史性交汇，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工

业制造技术深度融合，推动生产制造模式、产业组织方式、商业运

行机制发生颠覆式创新，催生融合发展的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

新业态，为工业经济发展打造新动能、开辟新道路、拓展新边界。

工业互联网作为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的产物，通过实

现人、机、物的全面互联，构建起全要素、全产业链、全价值链全

面连接的新型工业生产制造和服务体系，成为支撑第四次工业革命

的基础设施，对未来工业发展产生全方位、深层次、革命性影响。

加快发展工业互联网不仅是各国顺应产业发展大势，抢占产业未来

制高点的战略选择，也是我国推动制造业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

力变革，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要求。

从国际来看，发达国家政府纷纷加快推进工业互联网建设，

如美国在先进制造国家战略中，将工业互联网和工业互联网平台

作为重点发展方向，德国工业 4.0 战略也将推进网络化制造作为

核心。GE、西门子、达索、PTC 等国际巨头也纷纷布局工业互联

网平台，并将其作为探索数字化转型、提升行业服务能力、构建长

期发展竞争力的关键。总的来看，美国、欧洲和亚太是当前工业互

联网平台发展的焦点地区，全球工业互联网平台市场持续呈现高速

增长态势。

从国内来看，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发展工业互联网，作出

一系列战略部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要深入实施工业互联网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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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展战略，系统推进工业互联网基础设施和数据资源管理体系

建设”。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 “互联网 +先进制造业 ”发展工业互

联网的指导意见》，统筹布局网络、平台、安全三大功能体系建

设。李克强总理连续两年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 “工业互联网平

台”，强调“打造工业互联网平台，拓展 ‘智能 +’，为制造业转型升

级赋能”。2019 年“两会”期间， “工业互联网 ”成为“两会”代表委

员的热议话题。

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战略实施近两年来，在地方政府和产业

界的共同努力下，我国工业互联网发展正从概念框架走向落地实 践，

从局部试点走向全面普及，从基础互联走向深度优化，在网 络、平

台、安全、标识解析等方面形成一系列突破，逐步建立起 与我国经

济发展相适应的工业互联网生态体系。特别是在平台方 向，目前已

形成了工业互联网平台蓬勃发展的良好局面，多层次 系统化平台体

系初步形成，涌现出更多知名工业互联网平台产品。全国各类型平

台数量总计已有数百家之多，具有一定区域、行业 影响力的平台

数量也超过 50  多家，平均工业设备连接数近 60 万台 /套，沉淀

了行业知识并孵化出一批新型工业 APP，实实在在解决了工业企

业转型的痛点问题，形成了一批具有亮点的创新 解决方案和应用模

式，成为促进工业数字化转型、实现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驱动。

但我们也要看到，工业互联网平台的建设及推广是一项长期而

艰巨的系统性工程，工业互联网平台总体仍处于高研发投入、长周

期回报的产业培育期，平台应用深度和广度不足、平台标准体系不

完善、数据资源管理体系和安全保护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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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突出，制造企业对于工业互联网平台的认识亟需进一步提升和

统一。为进一步推动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及推广，提升平台为制

造业转型升级的赋能作用，下一步，我们要坚持市场主导、政府

引导，坚持问题导向、应用牵引，抓好宣传动员、创新工程、试

点示范，支持建设工业互联网平台公共服务体系，深化产学研用

协同合作，积极推动国际交流合作，打造开放共赢、融合创新的

工业互联网平台生态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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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业互联网平台的整体态势

（一）全球工业互联网平台保持活跃创新态势

全球工业互联网平台市场持续呈现高速增长 。根据研究机构

MarketsandMarkets 统计数据显示， 2017 年全球工业互联网平台

市场规模为 25.7 亿美元， 2018 年初步估算达到 32.7 亿美元，预

计 2023 年将增长至 138.2 亿美元，预期年均复合增长率达 33.4%。

美国、欧洲和亚太是当前工业互联网平台发展的焦点地区 。随着

GE、微软、亚马逊、 PTC、罗克韦尔、思科、艾默生、霍尼韦尔等

诸多巨头企业积极布局工业互联网平台，以及各类初创企业持续带

动前沿平台技术创新，美国当前平台发展具有显著的集团优势，并

预计在一段时间内保持其市场主导地位 。而紧随其后的是西门子、

ABB、博世、施耐德、 SAP 等欧洲工业巨头，立足自身领先制造

业基础优势，持续加大工业互联网平台的投入力度， 欧洲平台领域

进展迅速，成为美国之外主要的竞争力量 。中国大陆、印度等新兴

经济体的工业化需求持续促进亚太地区工业互联网平台发展，

亚洲市场增速最快且未来有望成为最大市场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以日立、东芝、三菱、 NEC、发那科等为代表的日本企业也一直

低调务实地开展平台研发与应用探索并取得显著成效， 日本也

成为近期工业互联网平台发展的又一亮点 。

（二）我国工业互联网平台呈现蓬勃发展良好局面

我国平台发展取得显著进展，平台应用水平得到明显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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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层次系统化平台体系初步形成。一是涌现出更多新的知名工业

互联网平台 。全国各类型平台数量总计已有数百家之多，具有一定

区域、行业影响力的平台数量也超过了 50 多家。既有航天云网、

海尔、宝信、石化盈科等传统工业技术解决方案企业面向转型发展

需求构建平台；也有树根互联、徐工、 TCL、中联重科、富士康

等大型制造企业孵化独立运营公司专注平台运营；还有优也、昆

仑数据、黑湖科技等各类创新企业依托自身特色打造平台。 二是形

成一批创新解决方案和应用模式。 如在研发设计方面，涌现出数

码大方设计与生产集成打通、索为研发设计与产品运维一体化以及

安世亚太基于工业知识生态的先进设计等平台服务。在生产制造方

面，形成了富士康 ICT 治具智能维护、航天云网精密电器智能化

生产等一批平台解决方案。在企业管理方面，用友、金蝶等平台提

供云 ERP、云 MES、云 CRM 等服务。在应用模式创新方面， 树

根互联、天正、生意帮等企业探索出 “平台 +保险”、 “平台 +金融”、

“平台 +订单”等新模式新业态。

（三）工业互联网平台整体仍处于发展初期

相比于传统的工业运营技术和信息化技术，工业互联网平台

的复杂程度更高，部署和运营难度更大，其建设过程中需要持续的

技术、资金、人员投入，商业应用和产业推广中也面临着基础薄弱、

场景复杂、成效缓慢等众多挑战， 将是一项长期、艰巨、复杂的

系统工程，当前尚处在发展初期。一是在技术领域 ，平台技术研

发投入成本较高，现有技术水平尚不足以满足全部工业应用需求；

二是在商业领域 ，平台市场还没有出现绝对的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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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企业仍然处于寻找市场机会的阶段； 三是在产业领域 ，优

势互补、协同合作的平台产业生态也还需持续构建。

总体而言，上述各方面所面临的挑战充分说明， 当前工业互

联网平台仍然处于发展初期，还存在众多不确定性因素，预计还

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真正达到成熟发展阶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