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慧工厂：中国制造业探索实践》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智慧工厂：中国制造业探索实践》

13位ISBN编号：9787111525817

出版时间：2016-1-15

作者：彭瑜,刘亚威,王健

页数：188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智慧工厂：中国制造业探索实践》

内容概要

本书由中国科技自动化联盟内部一批老中青专家携手合作，利用将近一年时间完成，书中回顾了中国
近30年制造业发展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站在全球视野对美欧先进制造的政策动向和内在逻辑进行
梳理，全面讲解了建设智慧工厂所需要的各方面使能技术，系统总结了中国科技自动化联盟近年来所
倡导的中国智慧工厂1.0理论、框架以及最佳实践，试图为广大中小企业实施智能制造指明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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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简要介绍了世界各国智能制造的现状，着重描写了德国工业4.0和美国先进制造的理念和政策。以
及业界关于智能制造的解决方案。中国目前大部分中小制造业企业处于工业2.0的低端水平，发展前景
广阔，作者也提到提升制造水平，除了企业自身的瓶颈以外，人才是最根本的因素，因为国内或者说
全球的IT业人才都被金融业和互联网行业所吸引，真正投入制造业而且也懂生产流程的复合型人才少
之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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