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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研究背景：数字化与新技术在各行业落地加速，企业纷纷尝试构建灵活敏捷的数字化架

构，以迎合瞬息万变的业务动态、捕捉转瞬即逝的行业热点，提升盈利能力与竞争力。低代

码是一种通过封装代码简化编程的开发形式，低代码平台通过提供预构建的组件和可视化开

发界面，降低了应用开发的复杂性，让开发者能够专注于业务逻辑的实现，从而为企业带来

更低的开发成本和更高的应用质量。宏观上看，低代码符合当前时代背景下企业对数字化建

设的敏捷性要求。 

经过多年沉淀，低代码的应用逐渐从边缘场景向核心场景渗透，也逐渐从开发工具向企

业数字化技术底座转型，但在专用场景和业务人员渗透上，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研究目的：艾瑞咨询与美的、MyBricks 联合发布的《2023 年企业级低代码平台构建白

皮书》围绕企业构建低代码平台的流程与实践经验展开讨论，为企业搭建契合自己数字化基

因的低代码平台提供思路。同时，报告以智慧园区为例对低代码的应用展开讨论，帮助读者

了解以低代码为基础搭建软硬件一体化解决方案对于园区智慧化、绿色化管理的重要意义，

为垂直行业企业应用低代码实现智慧化转型提供参考。 

研究方法：本报告撰写过程中，艾瑞团队通过对公开资料和数据的搜集，与行业专家、

IT 工程师和美的 iBUILDING 解决方案相关负责人的深度对话，以及自身行业研究积累，重

点输出包括企业级低代码搭建流程、各环节资源配置、智慧园区低代码应用等核心研究成果。 

共同编制： 

艾瑞咨询企服研究一组: 徐樊磊、王成峰、黄椿钰 

美的楼宇科技研究院：程俊、张泽浩、吴鹏、刘全能、陈松、王国经、陈端云 

MyBricks：车明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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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篇：数字经济与新兴科技加速融合 

（一）科技赋能数字经济 

1. 新兴技术落地提速带来新机遇  

数字经济是一种新的经济形态，以数据作为核心生产要素，通过大数据、云计算、物联

网、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应用，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再生，推动生产力的发展。

数字经济背景下，信息流动障碍被进一步削弱，各类资源要素加速周转，供需匹配效率进一

步提升。近五年，我国的数字经济除受疫情影响有小幅波动外，整体维持稳定增长态势，且

呈现从互联网向传统行业加速落地的趋势。 

数字经济带来数据的流动与经济的繁荣，为技术的革新提供了资源基础。近年来，新技

术的涌现和落地情况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活跃态势，5G、云服务、AI、IOT 等技术不断升级，

新技术的应用也从场景试点到产业落地推进。技术的推陈出新与加速落地不仅提升了生产效

率和生活品质，也在推动着社会经济的变革，同时，在政策支持和环境推动下与数字经济不

断融合。从技术应用带来的中国算力规模增长上看，近三年平均增速达 49.6%，数字经济与

新兴技术的融合加速对算力资源的大量消耗。 

数字经济与新兴技术共荣发展 

 

数字经济赋予市场韧性，新技术为创新提供更大想象空间，二者深度融合为各行业高质

量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孕育出更多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数字经济与新兴技术的融合

不仅带来了商业机遇，也加剧了行业内竞争，为企业成长带来更多挑战。新风口不断涌现，

要求各行业内的企业对外具备更高的适应性、创新能力以及足够的行业敏感度，能根据市场

动态灵活调整业务形态，同时对内运用新技术提高管理效率，维持盈利能力。因此，开源与

提效是当下企业发展的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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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园区、交通、安防等覆盖面广、互联性强的公共事业对新技术更有需求  

相比于传统行业，互联网行业在数字沉淀与应用层面有先天优势，能直接通过网络实现

数据的传输、调用和分析。但目前传统行业中，新技术也有一定深度的渗透，尤其在硬件设

备层面，新技术让硬件的运行和交互数据得以被捕捉和传输，成为企业生产管理链路的一部

分。 

从当前各行业数字化渗透情况上看，互联网、零售、金融等与 C 端连接紧密的行业数据

沉淀量大、用户对技术感知更敏感、投入回馈路径短，因此数字化和新技术落地较快，正从

技术应用向技术创新迈进；制造、能源、医疗等硬件设备多、生产流程长且复杂、生产运营

专业性高、对数据安全性要求高的行业，新技术应用节奏较慢，应用场景也相对边缘，仍处

在高速发展阶段。 

从新技术渗透情况上看，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5G 等通用技术在各行业均有广泛

应用。对于交通、安防、楼宇等政府公共事业，需要渗透大量边端设备、应用更精确的识别

与传感技术、覆盖较大的管理面积、影响力辐射人物场，且建设运营过程涉及复杂学科专业

知识，因此需要更多专业技术的赋能。 

各行业新技术渗透情况 

 

3. 技术落地推进人物场互联  

继续剖析新兴技术在实体经济与公共事业的落地场景，不难发现新技术主要作用于硬件

自身智能性和软件管理协同性，最后通过软硬件一体化突破人力的局限，实现行业智慧化的

大跃进。拆分新技术在实体经济应用的主要流程，大致可分为：设备智能化、网络提升信息

传输效率和平台整合数据孤岛。 

以制造业为例，智能制造通过传感器与数字孪生分别赋能机器作业与综合管理，具体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