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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工业4.0》，艾瑞咨询，轻软英泰，平安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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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总结

（1）制造业升级，大国行动刻不容缓：随着我国人力成本不断上升、制造业增长动力持续放缓，
且面临着日益缩短的产品创新周期，以智能制造推动制造业升级已经刻不容缓。针对智能制造的
大课题，制造业大国们予以国家战略层面的重视，美国提出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日本提出
工业价值链计划，德国提出工业4.0战略，中国也于2015年发布了《中国制造2025 》，核心都是
通过数字化转型，提高制造业水平。由德国提出的工业4.0概念，是最具有历史观、落地方案最
具体的概念。

（2）工业4.0两大核心概念，信息物理融合系统（CPS）、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PLM）：CPS和
PLM是工业4.0中最核心的两个概念。CPS，是由具备物理输入输出，且可相互作用的单元组成的
网络；新技术的发展使得硬件和软件之间的界限逐渐弱化，人机交流成本大大降低。PLM，是指
对一个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进行管理，从最初的生产设计和生产规划，到生产工程的建设和生产
（包括物流），再到产品的使用和服务。

（3）典型的智能制造系统与人体系统有很大相似性：典型的智能制造系统由3大部分组成，分别
是信息空间、物理空间、通信系统，这个系统与人体结构有很大的相似性，信息空间负责信息的
存储、处理、决策，类似人类的大脑/小脑；物理空间类似于人类的四肢躯干，负责具体动作执
行生产；通信系统类似人类的神经纤维，负责软件与软件、软件与硬件、硬件与硬件之间的信息
传输。

（4）软硬件齐头并进，国产替代大有可为：在中国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的过程中，智能
制造领域的软硬件均在逐渐实现国产替代。2019年我国工业软件市场规模达1949亿元，同比增长
16%，预计2021年将超过2631亿元，用友、广联达、宝信、东软等国内供应商已在各细分产品赛
道跻身前列。作为智能装备的代表，2018年国内工业机器人销量超过15万台,占全球36.5%，其中
内资品牌销量4.1万台，市占率达27%，埃斯顿、埃夫特等公司成为国产替代的排头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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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升级，大国行动刻不容缓

资料来源：艾瑞咨询，平安证券研究所

美、日、德、中四国制造业发展战略

 制造业升级是所有制造业大国面临的共同课题：（1）如何将高毛利留住的同时，将制造业

留在本国；（2）如何保持自身制造业的优势，而不是转变成劣势；（3）如何克服逐渐升高

的人力成本。

 各国高度重视，均有相应战略出台：（1）美国，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工业互联网革

命（GE提出）；（2）日本，工业价值链计划；（3）德国，工业4.0战略；（4）中国，中国

制造2025。核心都是通过数字化的转型，提高制造业的水平。

 



中国制造2025：2025年制造业重点领域全面实现智能化

资料来源：《中国制造2025》、《中德合作行动纲要：共塑创新》 ，平安证券研究所

 2015年5月19日，《中国制造2025》：为中国制造业未来10年设计顶层规划和路线图，实现

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三大转变。

 2014年10月10日, 《中德合作行动纲要：共塑创新》：工业4.0对于未来中德经济发展具有

重大意义，该进程应由企业自行推进，两国政府应为企业参与该进程提供政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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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2020年，制造业重点领域

智能化水平显著提升，试点

示范项目运营成本降低30%，

产品生产周期缩短30%，不

良品率降低30%。到2025年，

制造业重点领域全面实现智

能化，试点示范项目运营成

本降低50%，产品生产周期

缩短50%，不良品率降低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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