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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智能制造源于人工智能的研究。一般认为智能是知识和智力的总和，前者是智能的基础，

后者是指获取和运用知识求解的能力。智能制造应当包含智能制造技术和智能制造系统，智

能制造系统不仅能够在实践中不断地充实知识库，具有自学习功能，还有搜集与理解环境信

息和自身的信息，并进行分析判断和规划自身行为的能力。  

      智能制造（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IM）是一种由智能机器和人类专家共同组成的人机一

体化智能系统，它在制造过程中能进行智能活动，诸如分析、推理、判断、构思和决策等。

通过人与智能机器的合作共事，去扩大、延伸和部分地取代人类专家在制造过程中的脑力劳

动。它把制造自动化的概念更新，扩展到柔性化、智能化和高度集成化

      智能化是制造自动化的发展方向。在制造过程的各个环节几乎都广泛应用人工智能技术。

专家系统技术可以用于工程设计，工艺过程设计，生产调度，故障诊断等。也可以将神经网

络和模糊控制技术等先进的计算机智能方法应用于产品配方，生产调度等，实现制造过程智

能化。

 智能制造的生态系统

 

      国内很多企业已经实现了技术突破和品牌建设，如果叠加制造业的智能化升级，提高产品

质量和定制化程度，就可以向微笑曲线更高端方向发起挑战，实现弯道超车，获取更高利润

率。

      目前国内汽车、家电等行业自动化和信息化程度已经较高，其他3C，食品饮料，化工等行

业正在加快自动化和信息化进程。但是，互联化还是相对较为遥远的事情，智能化可能要等

待更长的时间。智能制造的落地节奏：从硬件到软件，从物理到网络。

 制造业智能化进程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16-2022年中国智能制造行业发展现状及前景战略咨询报告》

共十四章。首先介绍了智能制造行业市场发展环境、智能制造整体运行态势等，接着分析了

智能制造行业市场运行的现状，然后介绍了智能制造市场竞争格局。随后，报告对智能制造

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最后分析了智能制造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智能

制造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智能制造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数

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市

场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据



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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