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智慧企业发展报告 

（2019） 

 

摘要 

 

 

 

 

中国企业联合会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联合发布 

2019 年 12 月  



中国智慧企业发展报告（2019） 

2 

 

目录 

 

一、智慧企业概述 ..................................... 3 

（一）智慧企业能力 ............................... 3 

（二）智慧企业核心特征 ........................... 4 

二、智慧企业发展现状 ................................. 5 

（一）智慧化领域：智慧生产实践活跃 ............... 5 

1．生产领域“产”为核心 ...................... 6 

2．管理领域发展均衡 .......................... 6 

3．智慧服务覆盖广泛 .......................... 7 

（二）技术应用：大数据为优先选择 ................. 7 

（三）行业分布：制造业转型探索多 ................. 8 

（四）实现范围：全局协同有待提升 ................. 9 

（五）企业规模：大中小型各具特色 ................ 10 

（六）实践成效：降本增效成效显著 ................ 11 

三、智慧企业问题与展望 .............................. 12 

 

  



中国智慧企业发展报告（2019） 

3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构建

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继农业

经济、工业经济之后，我国在深化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将向着智

能经济发展的新阶段迈进，以智能化为经济添薪续力。在产业层面，

将从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向智能产业化、产业智能化演进，在企

业层面，也将从数字企业向智慧企业（智能企业）转型。国内企业应

用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与原有的生产、管理技术深度融合，从数字

化建设走向智慧化探索，智慧企业建设实践案例不断涌现，有效实现

了企业降本增效，拓展出新的市场空间，迸发出新的增长动能。 

 

图表 1 经济形态演进 

一、智慧企业概述 

（一）智慧企业能力 

智慧企业（Intelligent Enterprise），也称智能企业，应该具

备将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与企业内外部生产要素高度融合，在生产、

管理或服务过程中实现自主决策、自主执行和自主演进的能力。 

智慧企业是企业在经历自动化、信息化和数字化演进基础上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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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演进形态： 

 

图表 2 智慧企业形态演进 

自动化是指机器设备在设定程序下自动执行，减少人力劳动；信

息化是指生产、管理、服务的单个环节或部分环节实现在线化执行、

辅助控制；数字化是指深度挖掘生产、管理、服务过程中的数据价值，

实现辅助决策；智慧化是指深度融合先进信息技术、生产技术和管理

技术，充分发挥人工智能技术特点，在生产、管理或服务过程实现自

主决策、自主执行、动态优化。 

（二）智慧企业核心特征 

智慧企业应该具备五大核心特征：数据赋能、全局协同、人机协

作、优化配置、自动自主。其中，数据赋能是将数据转变为生产力，

数据驱动企业的优化决策；全局协同是指充分协同企业内部各因素，

以及企业上下游、所在的产业生态等与公司生产、管理、服务密切相

关的外部因素；人机协作是指人与信息通信系统在认知学习、分析决

策、知识交流、自主执行等方面实现深度交互迭代，共同提升企业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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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智慧能力；优化配置是指动态指导、控制、优化生产要素配置，提

升生产要素利用率；自动自主是指在生产、管理、服务过程中起到自

动、自主的获取、集成、分析、判断、决策、执行、控制，甚至是自

主演进。 

二、智慧企业发展现状 

2019 年，中国企业联合会开展了《全国智慧企业建设创新实践案

例申报（2019）》，共收集到案例 168 份，我们从智慧化领域、技术应

用、行业分布、实现范围、企业规模、实践成效等角度进行了分析，

初步得到以下结论： 

（一）智慧化领域：智慧生产实践活跃 

从智慧化领域来看，企业

重点开展生产作业领域的智慧

化转型。按照智慧生产、智慧服

务、智慧管理三个领域进行划

分，智慧生产领域案例最多，占

比超过一半，其次是智慧管理，

智慧服务最少，部分企业同时

在多个领域开展智慧化转型。

核心的生产作业领域是企业智慧化转型的重中之重，也是多数企业智

慧化转型的切入点，部分企业已从核心的生产作业领域逐步向经营管

理等领域扩展，待能力成熟后，开始为外部客户提供新型的智慧服务，

生产作

业, 

55.8%

业务产品, 

27.9%

经营管

理, 

31.3%

智慧生产是转型重点

图表 3 智慧企业领域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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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较为领先的企业已单独成立智慧化解决方案部门，为其他企业提

供智慧化转型的顶层设计、系统开发集成等服务。 

1．生产领域“产”为核心 

将智慧生产领域按照“研产供销

服”五个环节来划分，超过八成集中

在“产”这个环节，可见，企业智慧

生产的重中之重是“产”，其次是“供

销服”三个环节，占比均在 15%上下，

“研”是智慧化应用最少的环节。目

前，智慧化应用仍然主要应用在机械

化程度较高的环节，是对原有的机器

进行智慧化升级改造，让机器变智

慧，而对于脑力程度较高的环节，如研发则应用较少。 

2．管理领域发展均衡 

将智慧管理领域按照经营决策、

人力、财务、综合办公四个方面进行

划分，整体来看比较均衡，只是对经

营决策和综合办公略为侧重。企业的

管理领域没有明显的核心环节，企业

一般选取对其影响较大的领域进行

智慧化改造。经营决策是相对较为重

要的领域，但目前的智慧化技术对于

6.1%

82.9%

15.9%

14.6%

13.4%

生产领域核心是“产”

研 产 供 销 服

图表 4 智慧生产环节分布 

41.3%

23.9%
28.3%

34.8%

智慧管理发展均衡

经营决策 人力
财务 综合办公

图表 5 智慧管理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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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决策只能起到辅助参考的作用，所有的决策均需由人来作出最后

的判断，因此应用程度比较有限。在人力、财务和综合办公领域，技

术应用较为成熟，对于大规模数据的计算和处理有较大帮助，但部分

案例在信息化和数字化阶段已经有过较多探索，真正的智慧化能力仍

有待提高。 

3．智慧服务覆盖广泛 

智慧服务领域多为场景化解决方案，覆盖范围较广，包括智慧物

流、智慧教育、智慧客服、智慧城市、智慧医疗、智慧产线、智慧消

防等，涵盖智慧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智慧服务方案面向未来的设想

展望较多，预期智慧化程度较高，但实际应用案例不多。现有服务方

案在结合企业实际落地时，可能会与预期存在一定差距。 

（二）技术应用：大数据为优先选择 

从技术应用来看，大数据技术应用最为广泛，使用大数据技术的

企业约占一半，其次是云计算、物联网技术，使用企业约占三分之一，

人工智能应用占比约为 30%，另外，企业还应用了移动通信、机器人、

无人机、区块链及 VR/AR 等信息通信技术。 

企业大多采用多种技术融合的方案，复合应用大数据、云计算、

物联网、人工智能、移动通信等多种信息通信技术，利用各个技术的

特点和优势，共同实现智慧化转型的目标。物联网技术应用的比例与

大数据相比少很多，部分案例中数据采集仍多依赖于人工，数据自动

获取程度有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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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6 智慧企业技术应用分布 

（三）行业分布：制造业转型探索多 

从行业来看，此次收集的智慧企业案例覆盖了各行各业，其中制

造业创新案例最多，占比达 37.4%，超过排名第二行业数量的一倍，

可见制造业企业对于智慧化转型迫切程度最高，探索力度也最大。数

量其次的是电力、热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该行业中案例以电力行

业为主，电力行业智慧化转型起步较早，多为电力集团整体推动，转

型较为体系化。信息传输、软件和技术服务业智慧企业案例也比较多，

此类企业多为服务提供方，主要为其他智慧化转型企业提供解决方案。 

大数据, 50.3%

云计算, 34.7%
物联网, 34.0%

人工智能, 29.3%

移动通信, 12.2%

机器人/无人机, 

8.2%

区块链, 1.4%

VR/AR, 0.7%

大数据应用最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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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7 智慧企业案例行业分布 

（四）实现范围：全局协同有待提升 

对制造企业生产领域的智慧化覆

盖范围按照设备、单元、产线、工厂、

企业五个程度进行细分，可以看到企

业智慧化的全局协同程度尚不高。制

造企业中超过一半企业的智慧化转型

仅覆盖到单元至产线的程度，覆盖到

工厂的不足五分之一，覆盖全企业的

更少，有约十分之一的企业尚停留在

单个设备的改造。整体而言，制造企业的智慧化探索尚处于单点试验

或者小范围应用阶段，全局协同程度有待提升。 

0.7%
0.7%
0.7%
0.7%
0.7%
0.7%
1.4%
2.0%
3.4%
4.1%
5.4%

9.5%
15.0%

17.7%
37.4%

房地产业
教育

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农林牧渔业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金融业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建筑业

批发和零售业
采矿业

信息传输、软件和技术服务业
电力、热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制造业

制造业转型探索最多

设备

11%

单元

27%

产线

30%

工厂

19%

企业

13%

制造企业主要处于单

元至产线范围

图表 8 制造企业智慧化范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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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企业规模：大中小型各具特色 

从企业规模来看，大型企业是智慧

化转型主力军，超过四分之三是大型企

业。大中小企业基础和能力不同，智慧

化转型速度有先有后、程度有深有浅。 

根据不同规模企业的转型特点，我

们将企业分为领军型大企业、大中型企

业和小微企业。 

领军型大企业布局智慧化转型较早。领军型大企业对智慧化转型

投入充足、IT 基础能力扎实，已基本完成企业内部数据集成，正在推

动企业间数据集成和利用数据做智能化运营，最领先的大企业甚至把

IT 部门独立，向外输出智慧化解决方案。 

大中型企业基本完成信息化升级和自动化改造。大中型企业已基

本实现了 IT 和 OT 融合，把生产和管理的数据做了集成和统计分析，

可远程直接观察生产现场和管理的实时情况，正着手推动管理信息系

统与生产自动化的集成以实现企业内部数据打通、自由流动和可视化

应用。 

相比于大中企业，小微企业在人才、资金、技术与管理等方面都

较为落后。近几年的企业上云工程推动较大，但设备上云等深层次的

转型受制于设备老旧、数据安全等问题，进展不大。多数小微企业因

信息化投入较高、实施成效难以预估，对智慧化转型缺乏紧迫感，智

76.90

%

23.10

%

智慧企业案例以大企

业为主

大型企业 中小企业

图表 9 智慧企业规模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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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化转型经验相对不足，没有树立相对科学的转型升级体系方法论，

导致在智慧化转型上行动较慢。 

（六）实践成效：降本增效成效显著 

从智慧企业案例的成效来看，价值创造、降本增效、产品升级、

安全生产四方面成效均有体现，但降本增效最多，四分之三的企业都

通过智慧化转型实现了明显的降本或增效，且多数有具体的量化数据。

综合来看，四方面效果具有协同效应，多数企业的成效是多方面的，

成效间也有明显的联动作用，如：因为产品服务质量得到了升级，效

益也有了明显的增加；安全生产得到保障的同时，生产成本也随之大

幅减少。但是，在四方面成效中，价值创造（开源）的成效占比较低，

面向新的市场、客户的业务创新、商业模式创新方面仍有较大潜力可

挖。 

 

图表 10 智慧企业成效分布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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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75%

30%
24%

0%

20%

40%

60%

80%

0

50

100

150

价值创造 降本增效 产品升级 安全生产

降本增效成效显著

数量 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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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智慧企业展望 

整体来看，现阶段我国企业自动化、信息化和数字化基础仍显薄

弱，智慧化转型尚处于初级阶段。近年来，我国坚定不移地发展先进

制造业，推进制造强国战略，工信部牵头开展了两化融合、工业互联

网、智能制造等相关工作。企业作为最基本、最重要的市场活动微观

主体，其智慧化转型既符合国家战略要求，也是企业未来发展的必然

趋势，因此，我们应当加大探索力度，推动更多企业实现智慧化转型，

助力相关产业改造提升和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