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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日举行的工业互联网平
台苏州峰会期间，工信部信软司
副司长安筱鹏在会上做了《认识
工业互联网平台的四个视角》的
演讲，从四个方面介绍了对工业
互联网平台的一些认识和理解：
工业云的视角、解决方案视角、操
作系统视角、产业生态视角，以及
下一步工作的初步考虑。

安筱鹏表示，从工业云的视
角认识工业互联网平台，这个是
不断演进的过程。工业云的发展
可以分成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
是成本驱动的阶段，比如 CAD、
CAE 上云，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如
何降低企业的成本；第二个阶段，
越来越多的企业把业务系统、供
应链管理、客户关系管理、制造系
统上到了云端，不仅仅是为了降
低成本，更重要的是实现业务系
统之间数据的互联互通和操作；
第三个阶段就是设备和产品上
云，不仅仅是软件上云，硬件设备
也上云了，就构造了一个新的制
造体系，不仅仅可以交易产品，也
可以提升交易能力，这就是能力
交易阶段；第四个阶段是创新引
领导向的，就是工业PaaS平台的
核心工业、知识、模式的再分装，
再重构，是基于私有云部署而形
成的；第五个阶段是生态构建导
向的，最终以第三方为主构建产
业生态。

从解决方案视角来看，安筱
鹏表示，工业互联网平台是一套
基于云平台的数字化、网络化、智
能化解决方案。工业互联网平台
是面向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
智能化的一系列的场景和问题，
然后实现了数据的采集、汇聚、加
工、处理，最后构建的是制造资源
的泛在连接、弹性供给和高效配
置。工业互联网平台就是基于公
有云的智能制造的解决方案。

此外，安筱鹏指出，工业互联
网平台是一个可扩展的工业操作
系统，是一个基于云的开放式物联
网操作系统。操作系统主要有两
大特征，就是平台向下能够对各种
软硬件资源进行接入和管理，向上
通过各种各样的软件提供服务。
对于未来工业企业来说，除了设
备，APP、微服务的架构也可能会
构造新的资产，提高创新的效率，
降低创新的门槛。过去工业企业
80%在做重复性劳动，如果有了这
个平台以后，有80%的工作用于创
新性工作，20%是做重复性工作。

安筱鹏还指出，工业互联网
平台是打造工业智能制造的产业
生态的核心。当有中小企业的业
务系统迁移到了云端，当各种各
样的服务以 APP 呈现出来的时
候，在企业用户之间形成相互促
进双向迭代的生态，就是网络效
益，需要发生一种聚变，到达一个
临界值以后构建出越来越多的应
用和用户，最终构建产业生态。

2018年是中国全面实施工
业互联网建设的开局之年，工
信部将统筹推进“323”行动，并
实施工业互联网三年行动计
划。

2018工业互联网峰会2月1
日至2日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
举行。工信部部长苗圩表示，工
信部将统筹推进工业互联网发
展的“323”行动。据介绍，“323”
行动是指打造网络、平台、安全
三大体系；推进两类应用，一是

大型企业集成创新，二是中小企
业应用普及；构建产业、生态和
国际化三大支撑。

工信部还将组织开展工业
互联网项目试点示范，推进工业
互联网试点城市和示范基地建
设，推动工业互联网应用由过去
家电、服装、机械产业向飞机、石
化、钢铁、橡胶、物流等更广泛领
域普及。

工信部总经济师王新哲透
露，工信部将在2018年实施工

业互联网三年行动计划，并启动
首期工程。

工业互联网作为制造业与
互联网深度融合的产物，已成为
新工业革命的关键支撑和智能
制造的重要基石。2017年，国务
院发布《深化“互联网+先进制造
业”发展工业互联网的指导意
见》，对中国工业互联网发展做
出战略部署，提出到 2025 年、
2035年和本世纪中叶三阶段发
展目标。

目前，多方联动的产业生
态已经初步形成。工业互联网
产业联盟理事长、中国信息通
信研究院院长刘多介绍，由工
信部指导、信通院担任理事长
单位的工业互联网产业联盟
2016 年初成立，会员单位从成
立之初的143家到今天已经有
507 家，目前已经发布四个标
准，包括平台的通用要求、设备
智能化、工业EPON及可信服务
评估评测等。

2 月 14 日，工信部办公厅
印发《关于组织开展重大技术
装备进口税收政策有关目录修
订意见征集工作的通知》，旨在
进一步提高我国装备制造企业
的核心竞争力和创新能力，加
快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
级。

《目录》修订意见征集工作
主要针对重大技术装备进口税
收政策涉及的《国家支持发展
的重大技术装备和产品目录》

《重大技术装备和产品进口关
键零部件、原材料商品目录》和
《进口不予免税的重大技术装
备和产品目录》。《目录》修订类
型包括增加重大技术装备或零
部件、原材料；删除重大技术装
备或零部件、原材料；调整重大
技术装备技术规格；调整重大
技术装备或零部件、原材料的
执行年限；调整《目录》中的其
他要素。

《目录》修订条件包括，建

议新增的国家支持发展的重大
技术装备和产品，须符合产业
发展方向和《目录》规定的领
域；建议新增的进口关键零部
件、原材料，须为国内企业生产
国家支持发展的重大技术装备
和产品所需必要进口的关键零
部件、原材料；对于国内企业已
经能够实现批量化生产的重大
技术装备或零部件、原材料，可
以建议从《目录》中删除或调整
技术规格；建议新增的进口不

予免税的重大技术装备和产
品，须为国内已实现首台（套）
突破并具备生产能力的装备和
产品。

通知要求，省级工业和信
息化主管部门、有关行业协会
和中央企业集团公司要对企业
提出的修订意见进行初步筛选
汇总，于每年4月底前将《目录》
修订意见汇总表和企业修订建
议报告报送工业和信息化部
（装备工业司）。

智能制造在全球范围内快
速发展，已成为制造业重要发
展趋势。从智能装备行业的区
域竞争格局来看，目前，国内的
智能制造装备主要分布在工业
基础较为发达的地区。在政策
东风吹拂下，我国正在形成珠
三角、长三角、环渤海和中西部
四大产业集聚区，产业集群将
进一步提升各地智能制造的发
展水平。

四大产业聚集区
正在形成
据《2016—2017中国智能制

造年度发展报告》显示，我国正
在形成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
和中西部四大产业集聚区，将进
一步提升各地智能制造的发展
水平。

其中，环渤海地区和长三
角地区是装备制造的核心区。
以数控机床为核心的智能制造
装备产业的研发和生产企业主
要分布在环渤海地区、长三角
地区及西北地区，其中以辽、
鲁、京、沪、苏、浙和陕等地区最
为集中。

此外，关键基础零部件及
通用部件、智能专用装备产业
在豫、鄂、粤等地区也都呈现较
快的发展态势，其中以洛阳、襄
樊、深圳最为突出。同时，工业
机器人将是未来智能装备发展
的一个新热点，京、沪、粤、苏将
是国内工业机器人应用的主要
市场。

机器人产业园区
最为热门
根据前瞻产业研究院统计，

2016年，我国在建或者已经建成
的智能制造产业园区的数量为
158个。智能制造产业园区的快
速发展得益于本身的优势，园区
的优势在于其可构建集“科技研
发+产业苗圃+孵化器+加速器+
推广应用”于一体的服务体系，并
且能提供风投、融资等公共服务
平台。全产业链研发让园区企业
不再孤身奋战，而是强强联手。

从机器人产业园区来分析，
目前，全国已有超过40个机器人

产业园在建或已建成，许多省份
更是有多个产业园落地，如江苏
省就有昆山、张家港、南京、常州
及徐州5座城市“配备”机器人产
业园。有28个省市将机器人及
关键零部件作为重点行业，不少
产业园更是雄心勃勃地提出年
产值数百亿元人民币的目标。

一系列政策
推动智能制造发展
近年来，我国出台了一系列

旨在促进智能制造发展的文件
和措施，为智能制造发展和制造
业转型升级创造了宽松良好的
政策环境。

其中，工信部发布的《智能
制造发展规划（2016—2020年）》
提出，到2020年，研制60种以上
智能制造关键技术装备，达到国
际同类产品水平，国内市场满足
率超过50%。《智能制造工程实
施指南（2016—2020）》等产业扶
持政策陆续颁布，推动产业加速
发展。

与此同时，多地都在加快智
能制造的发展，结合地方特色，
打造智能产业集群。一些自主
创新能力强、主业突出、产品市
场前景好、对产业带动作用大的
智能制造大型骨干企业在各地
崛起，不断形成智能制造企业集
群和产业集群。

从四个视角解读
工业互联网平台

工信部信软司副司长安筱鹏：四大产业集聚区撑起“中国智造”

工信部：

拟修订重大技术装备进口税收政策

工信部：

2018年开展工业互联网“323”行动

（本版资料来源：先进制造
业网站、工信部、中国新闻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