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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部山区贵州省惠水河
畔，惠水县百鸟河数字小镇聚集
着阿里巴巴、联想之星、印乎瑟
斯、HTC、梦动科技等诸多知名企
业。正因为大数据的广泛应用，
才让这些大企业能够立足山区辐
射全国乃至全世界，并改变着当
地的经济社会发展。

大数据服务正成为传统制造
产业提升发展的助推器。业内人
士指出，服务业的大数据可以帮
助传统制造业提供人性化的设
计、制作、生产，让制造业更智
能。同时，大数据与传统制造产
业融合可以产生新型生产性服务
业，产生新业态，推动产业升级。

大数据助传统产业
创新经营模式
在杭州城西的智能小镇，睿

沃艺术酒店因刷脸可入住、动嘴
可控制电灯、电视等智能化正吸
引越来越多的人前来参观体验。

“大数据正改变着我们的经
营模式。”睿沃创始人王琦告诉
《中国企业报》记者，他们可以利
用前期的大数据，包括身份证、手
机号码、人脸识别系统等，在全世
界任何睿沃酒店居住都不需要再
次办理相关登记，并且通过个性
化的数据分析，提供更加个性化

的服务。
“个性化化的服务可以不断

拓宽传统制造业的发展途径。”王
琦告诉记者，通过大数据分析发
现，大多数人喜欢使用人脸门禁，
那么接下来人脸门禁就可能成为
下一个风口，这给制造业提前进
入做出市场判断。

坐落在杭州临平艺尚小镇的
联盛宽频道是一家电商企业。联
盛集团总裁、宽频道CEO李文悌
也非常赞同这一看法，他认为，随
着大数据的广泛应用，电商与传
统制造业之间充满着无穷的想象
空间。李文悌说，他们一直利用
电商数据，分析顾客的消费心理
和消费习惯，提供消费数据，为制
造企业提供决策参考，进行有个
性化的设计生产。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
院副院长樊会文向记者分析，一
方面，大数据作为决策依据的属
性，能够精准分析供给与需求，减
少生产经营中的盲目性，让传统
产业创新经营模式，实现智能生
产；另一方面，大数据作为新型经
济资源的属性，能够与传统产业
融合而产生新型生产性服务业，
产生新业态，推动产业升级。

大数据让制造业
产业链延伸
事实上，大数据正在不断拓宽

传统制造业的销售渠道。深圳科
腾控股有限公司是腾讯Qrobot智
能产品的运营商，是一家智能式车
载体验企业，其“橙歌”品牌已登陆
杭州的滴滴出行网约车平台。

该公司创始人郑崇兼告诉
《中国企业报》记者，“橙歌”在推
出市场后，将运用大数据进行共
享经济的促进与优化，让乘客在
车里就能与更具体的定制化生活
需求联系起来，使用GPS定位等
数据以及其他个性化车载数据
点，将消费者与最符合他们需求
的生活体验联系起来，让车载生
活变得更精彩丰富。

郑崇兼表示，作为一家车载
智能服务企业，从车载音乐系统
到车载电商销售平台，其背后实
际上是大量的制造业。他认为，
大数据是制造业智能化的基础，
其在制造业大规模定制中的应用
包括数据采集、数据管理、订单管
理、智能化制造、定制平台等，核
心是定制平台。

原来人头攒动的贵州东方钢
材市场因为利用了大数据已经变
得门可罗雀，但生意却越做越
大。贵阳东方现代钢材市场股份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韩迅告诉记
者，作为贵州省最大的钢材交易
市场，他们掌握的交易数据比较
全面。通过建设“大宗物资交易
平台”，主要包括电商、仓储和物
流三个平台，所有的交易、支付、

票据、交易价格、交易数量等交易
情况一目了然。他感叹，在大数
据时代，这些数据对于钢材市场
来说，就是一座数据富矿。

大数据使得服务业与制造业
的产业链形成了无缝对接，正在
改变传统的营销模式和服务模
式。作为营销专家，李文悌认为，
传统的生产模式以“产品”为中
心，产品一旦销售出去，其价值链
就意味着结束，而服务型制造则
以“人”为核心，产品销售出去意
味着服务才刚刚开始，“产品+服
务”成为提升企业竞争力的关
键。他认为，传感器、互联网、大
数据技术的应用，将使产品售后
服务变得更加智能和高效，有利
于进一步提升产品售后服务水
平、优化产品设计。

人才是大数据发展
的重要保证
尽管大数据给传统企业带来

无限美好的空间，但是就目前的
状况来说，我国工业大数据的广
泛运用仍存在一些技术障碍，目
前工业大数据仍处于起步阶段。
中研普华研究员揭小兰告诉《中
国企业报》记者，从我国工业企业
方面来看，企业创新能力不足、高
端和高价值产品欠缺，在国际产
业分工中处于中低端状态。虽然
不少中小型制造企业实现了机械

化，但仍有很多农业机械装备企
业没有达到工业2.0阶段。制造
企业整体的规模化、标准化、自动
化和信息化水平发展不一、参差
不齐，中国工业企业急需转型和
升级。

企业通过大数据可以发现商
机和投资机会。浙江大学政府与
企业研究所所长蔡宁对记者表
示，企业需要认识到数据的价值，
大数据不再是传统意义的数据，
其带来了全新的价值提升，优化
和改善传统企业的管理模式、业
务模式和技术结构。他认为，大
数据发展的瓶颈是人才，必须培
养出世界领先的团队。

据中国商业联合会数据分析
专业委员会统计，我国未来基础
性数据分析人才缺口将达 1400
万；而在 BAT 企业招聘职位里，
60%以上都在找大数据人才。

揭小兰表示，目前传统制造
业在大数据方面主要存在四个方
面的瓶颈。一是挖掘制造业大数
据价值的核心技术体系尚未建
立；二是行业企业内外部数据整
合应用不足；三是企业各部门之
间数据集成应用难度较大；四是
制造业大数据加工服务业实力较
为薄弱。她建议，要加强政策引
导，提高制造业大数据应用技术
与水平，还要重视复合型人才的
引进培养，构建有利于制造业大
数据发展的人才激励机制。

大数据时代的制造业：越来越智能，人才成瓶颈
本报记者 钟文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对家具行
业是挑战也是机遇。据家装行业
协会统计，仅2017年“双11”期间，
住宅家具总成交额就高达30亿元
左右，成交额排名前三甲为林氏木
业、全友家居和顾家家居，这三家
无不得益于大数据的运用。同时，
大数据的应用也带来了定制家具
的快速发展，专家预测，未来定制
家具市场规模将达千亿以上。

掌握大数据
抢占先机
大数据在企业市场中的运用

效果已经凸显。巨桑控股集团董
事长杨以勇接受《中国企业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在竞争激烈的家
具行业，谁能够抓住大数据带来
的信息优势，谁才更有机会引领
行业的未来。

家具行业高速发展期已经过
去，大数据倒逼家具行业放弃传
统商业模式。“家具本身的生产成
本并不高，但加上卖场租金和物
流费用，成本就翻了一倍甚至更
多。因此，传统的大卖场销售模
式弊端已经突显。”杨以勇认为，
随着人口红利渐渐消失，过去
2000元至3000元轻松招到普工的
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普工荒已
成为家具企业头痛之事。

大数据的应用，给巨桑集团创
造了发展空间。杨以勇介绍，巨桑
通过全国14家省级分公司、600多
家经销商和300多家连锁专卖店，

建立了庞大的数据采集网络，还利
用微博、微信、论坛、评论等平台，
将随处可见的网友使用家具的各
类信息收集分析，改进和创新产
品，用“移动营销”牢牢掌握市场动
态，基本做到公司的每一个决策、
布局，包括广告投放、品牌推广、领
域拓展等方面都精准无误，最大程
度符合发展需求。

“现在国内规模较大的家具
企业，包括顾家、全友等上市公
司，都通过互联网搜索引擎，精准
地找到消费者，并利用互联网大
数据，分析行情走向，随时更新经
营策略。”意特尔家具（江山）有限
公司总经理肖信育表示，互联网
具有聚焦性，可以帮助企业扩大
单一产品销量，有时一个单品一
个月就可以做到几百、上千件的

量。这样，生产端就可以以流水
线的高效率方式进行生产。

定制家具
成未来发展方向
当今，搜索引擎、社交网络已

普及到人手一机的智能移动设
备，互联网上的信息总量正以极
快的速度不断暴涨，人们的消费
习惯逐渐向个性化发展。

中国家装行业协会发布的
2017年度家居行业大数据显示，
全国用户关注家居总阅读数为
42.9亿次，仅今日头条平台，关注
家居想咨询内容就高达 40 多亿
条。“家具行业呈现出改革开放以
来最快速度的变化状态。”中国家
具协会会长朱厂岭说。

随着房地产业与家具业合作
日趋紧密，从单一的衣柜、橱柜定
制，到现在的全屋定制、集成定制
家具企业的定制之路也倾向于多
元化。浙江广汇家具公司总经理
周玉英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
通过家具销售大数据收集、分析，
将最受欢迎的款式和客户的普遍
需求反馈给生产企业，企业根据
卖场要求，迅速研发相关产品，形
成卖场、企业、电商一体化运作，
构建了了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沟
通桥梁。

“大数据引领家居业多维化发
展。”南京林业大学教授、深圳家具
研究开发院院长许柏鸣说，大数据
配合消费者的共创设计，将能更好
地满足客户需求，成为为企业创造
经济价值的重要要素。

本报记者 金开尔

定制家具未来市场规模将达千亿

【制造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