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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供应链数据是什么？

二、供应链数据的作用？

三、供应链数据的现状？

四、如何建立面向未来的供应链数据？



3什么是智能制造？－－讲一讲工业4.0

工业4.0是在无处不在的连接状态下进行工作，不仅包括生产链的内部连接、还包括与

社会化媒体（社交网络、微信、博客、物联网）的连接、与客户的连接；使得从预测、
设计、规划、生产、采购、物流、销售、售后服务等对产品的全生命周期进行管理和控
制；这种连接是建立在每个生产系统可能包括数百万个带有智能芯片的设备和移动终端，
这些设备和移动终端能够探测工作范围内的信息，形成数据传送，同时接受数据进行动
作。这种数据可能与控制中心相连，也可能是物与物之间的相连（M2M），还可能是人

机相连；所有的连接需要通过的接口是多方面多年研究沟通研发后形成的相对标准接口，
数据的失真非常非常小；数据不是全部的无选择的传送，而是按照要求先进行计算和处
理，形成干净数据（BIM），再进行有效传送。在使用前去除噪音，再进入使用点。对

数据安全也是进行全方位检测和管理；数据的传送会带动各种工作的启动和停止，这种
启动和停止包括任务、设备和人员动作；设备和任务的实现需要现代的带有芯片的智能
设备和制造系统，设备和系统的建立可能在纵向一体的内部，更大可能是利用分布全球
的分布式网络实现；自动制造需要更多的机电一体装置、液压装置和高水平的监控人员，
当信息传送到每个位置，信息能够转化为动作指令完成必须的动作；这些设备和体统具
有高度的智慧化；所有的生产行为（指全产品生命周期管理）全部是可视化的；物理生
产行为需要在高级软件系统上进行模拟，通过ＶＲ和ＡＲ的测量、模拟或数据实验，实
现新的产品和服务设计，实现生产程序。以上一切的方法和行为是建立在充分灵活的分
布式的信息物理融合的智能性系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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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化大规模制造
产品周期（PLM）：工业4.0不是仅仅用自动化或智慧化替代人工，更不是所谓的黑灯车间。而是一个

长远的、多方面和系统的理念或理论。是德国人基于竞争角度，考虑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着眼未来，
而提出的。是面对新的人类需求和服务的，考虑新产品的特性而提出的。社会的发展至今，采购全球
化、销售全球化、产品的周期变短、个性化加强，使得企业必须有快速、灵活和高质量的能力。同时
要具有应对产品复杂性和在非规模生产下的控制成本的要求。这一切都对企业提出条新的前所未有的
要求。对全产品周期的可视化控制是第一要求。

全系统周期（SysLM）: 工业4.0的目标是高效、绿色和低成本，并解决现代工业的大规模制造和个
性化需求的矛盾，解决需求和复杂性的矛盾。工业4.0的理论基础现在其实都存在：精益、个性化

大规模制造、信息透明、延迟生产、高效供应链。需要的是将以上理论用有效的方法实现。而要
实现，唯一的方法就是物理信息系统将物理信息融合（CPS）。基于智能设备、高端人才和软件体
统的分布式生产的紧密系统，是完成产品和服务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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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智能制造？

精益

机器人（机械臂、工业机

器人人、敏感机器人、合作、

协同）机器人、智能机器人）机器算法

深度学习

量子技术

区块链

传感器（光线、射线、

电波、速度、加速度、湿
度、温度、温度变化、温

度变化率、重力等）

传动装置

供应链

虚拟现实

人机互动

组织

人

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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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什
么
要
智
能
制
造
？

提高生产
力

加强节
能高效

增加生
产灵活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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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降低成本；
2、缩短产品上市时间
3、提高产品品类、增加需求
4、实现高度灵活的规模化生产，
5、客户和合作伙伴在日益复杂的价值链中实现高效资源配置
6、实现生产和服务的紧密联系
7、高效运营

追求的目标：



8现代数据的意义：美国众议两院的席位分配
（数据是权力、自由和利益）

1、数据是资源
（各种指数、统计资料）

2、数据是原料
（供应链金融、到港资料）

4、数据是生产力
（精益生产）

3、数据是信用
（供应链金融、区块链）



消费者

消费者需求
产品设计

产品开发
原材料
采购

选择制
造商

生产
安排

生产
监督

进出口付
运安排

整合供
货商

清关手
续办理

在岸分
销统筹

零售商

批发商

供应链



汽车产品的生命周期



设备
产品

供应商
陕鼓集团

陕化

供气

美国通用

中国采购

设备
使用客户

设备运营
维管理护

卖



供应链一 供应链二 供应链三 供应链四

核心竞争力 电机技术 人力、知识 信誉、技术、资源 资金、设备、管理

行业链 制造 咨询 贸易 加工

人力需求 多种 高级 高级外贸 管理、技术

产品 鼓风机等设备 咨询建议 采购服务 气体

主要供应商 零部件、电力等 培训等 外国工厂 原料

主要客户 工厂、工程商等 各种企业 外国客户的客户 气体使用者

定位 鼓风机生产 项目 推销商 共同投资生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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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据
的
分
析
方
法

1、统计数据
2、协同数据
3、管理数据
4、财务数据



15预测数据

1、ERP中的运营历史数据
2、客户访问
3、社区、协会、园区等访问



16战略与数据

业务与财务的穿透

KPI指标

广汇能源 新奥能源 昆仑能源

营业收入 81.37 482.69 887.06 

平均总资产 440.69 552.98 1,299.50 

平均非流动资产 396.90 395.65 996.77 

平均固定资产 142.07 242.86 880.67 

平均总负债 304.11 362.63 686.27 

平均长期负债 135.78 142.90 284.31 

平均净资产 136.58 190.36 613.23 

广汇能源 新奥能源 昆仑能源

净资产收益率 4% 19% 13%

毛利率 38% 17% 28%

净利率 6% 8% 9%

总资产周转率 18% 87% 68%

固定资产周转率 57% 199% 101%

权益乘数 323% 290% 212%

非流动资产/总资产 90% 72% 77%

固定资产/总资产 32% 44% 68%

长期负债/总负债 45% 39% 41%

流动比率 26% 72%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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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的KPI指标：

总库存周转（原材料+再制品+成品）：50天
内部缺陷率：12000/百万（ppm) 
客户的服务水平：91%
装配生产计划成功率：50% 
生产率：每个操作员70件
总装配线效率：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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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单指标：

订单提前量：60天
订单响应时间：2天
平均订单长度：
订单按时完成率：



一个时尚沙发OEM工厂的供应链时间

计划 备料

下订单

运输生产 分拨

到达

计划2天 备料28天 生产15天 运输40天 分拨5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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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拍

分级市场



使用五天量
周二＋周四

1200张铁皮
焊丝、滤网、隔板、

进出气铜管

材料采购

2.2天
3天

2秒36

0.8H

产品生产时
间
=10.1天

增值时间
=103秒

0.8天

20秒21

0.8天

31秒82

订 货

1＋N天
预测

计划操作者

经理安排
开两班

装箱 = 20

30000只/10天
15000（上）
15000（下）

＊＊＊公司

1秒43

举例一：制造部现状价值流图

AV＝27600秒

1200

张铁
皮

III

32670上
32670下

I

割边

32340上
32340下

装配

I

33000上筒
33000下筒

冲翻孔

C/T = 2秒36
换模50min
使用率 85%
AV＝27600秒
准备量1周
两班工作

落料

32010
32010

焊接

31680
31680

包装

I
31350
31350

发运

C/T = 11秒21
换模20min
可靠性 99%
AV＝27600秒
两班工作
搬运220min

C/T = 1秒43
换模10min
可靠性 99%
AV＝27600秒
两班工作
搬运180min

C/T = 20秒21
换产10min
可靠性 99%
AV＝27600秒
两班工作
搬运108min

C/T = 31秒82
换产0
可靠性 99%
AV＝27600秒
两班工作
搬运198min

C/T = 47秒08
换产0
可靠性 99%
AV＝27600秒
两班工作
搬运448min

搬运140min

47秒08

3.2天



库存数据



某时尚沙发的生产线情况

钉子3天

橡皮8天弹簧8天
木架10天

面料28天
其它2小

时

检验50

秒清洗20

分钟



元

运营成本

天

资金成本

市场
调研

设计
研发

采购成本
库存成本
运输成本

生产成本
库存成本

运输成本
库存成本

20                      60                            120              180

500

800 预计利润

库存成本调货成本

市场价格

单件总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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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各个小组讨论，推举一名同学的企业，确
定企业所处的供应链和在供应链中的地位；根据
数据的4个作用，列举公司中数据的对应作用

你企
业供
应链
名称

地位？

为什么这个地位？

对于你们企业供应
链数据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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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供应链数据是什么？

二、供应链数据的作用？

三、供应链数据的现状？

四、如何建立面向未来的供应链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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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链数据的三个作用：

协同、改善和创新

供应链数据的三个目的：

提高效率，降低风险和提高服务

供应链可见度、规划模型、
风险管理、客户服务、产品

供应链数据在供应链中的作用



28供应链中的数据与连接

交付
需求

计划 生 产 运输原料 交付 售后研发

个性化需
求数据交付信息排班数据采购和库存

拉式生产看板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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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链的几个基本概念：

OEM、 ODM、OBM

牛鞭效应、曲棍球杆效应、
双边边际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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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的商品

正确的质量

正确的数量

正确的时间

正确的地点

正确的价格

正确的用户

供应链数据的最
终目标还是满足
客户需求，为客
户创造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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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供应链（DSC）Digital Supply Chain是全球化、智能化、柔性

化生产的基础，在设计或对实物数字化、可视化。通过平台实现
B2B或C2M的批量生产或是单件定制。数字化供应链是基于云端数

字化大数据实现智能机器人的处理及应用。只有把物数字化后才可
能实现全球的智能化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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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和计划

产业集群与分布式生产

大规模非定制、小规模定制与
大规模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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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各个小组讨论，推举一名同学的企业，确
定企业所处的供应链和在供应链中的地位；数据

在供应链中的作用

供应
链名
称

地位？

为什么这个地位？

列举本企业供应链
数据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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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供应链数据是什么？

二、供应链数据的作用？

三、供应链数据的现状？

四、如何建立面向未来的供应链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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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6月，美国供应链管理专业协会
（CSCMP）的《供应链季刊》的读者和
竞争洞察力公司（Competitive Insights）
时事通讯的用户参加调研

调查显示：大多数公司正在收集的资
料量显著增加。当被问及过去三年来
供应链数据的增长速度时，36％的人
认为呈现中高速态势；38％的人认为
高、或是非常高的。

VERY HIGH：
数据可得性（3％）
可用性（2％）
完整性（6％）
一致性（4％）。



36我们的项目 卡行天下 九爪鱼 宁波万联 锦程物流网 运满满 米阳联联看 一拼通

全程GPS追踪反映 X X

主做集装箱业务：主
打订舱报关，目前无
自己的拖车管理平台
挂靠快递公司，由客
户自行选择，简单流
程管理（可能是链接
到供应商系统），无
拖车平台实时调控、
结算、GPS追踪等业务
功能，以及拖车公司
相关服务，无公开的
自动调控和可视化管

理软件平台

非Saas平台公
司，无车承运
人物流公司，
其实就是车辆
外包集中管理，
赚取差价，卖
点是众筹，只
有对外运价中
心，无拖车平
台实时调控、
结算、GPS追
踪等业务功能，
以及拖车公司
相关服务，无
公开的自动调
控和可视化管
理软件平台

非Saas平台公司，
大型货代公司，纯
粹的物流信息发布、
匹配、结算、维护
平台，拖车大多不
外包，无拖车平台
实时调控、结算、
GPS追踪等线上业
务功能，以及拖车
公司相关服务，无
公开的自动调控和
可视化管理软件平

台

主做散货：移动平台
+车货信息发布平台
+GPS定位追踪功能+
车辆司机认证系统，
只做散货，车货双方
自主线上检索+线下
交流+线上支付，类

似滴滴打车

主做散货：移动平台，目标客
户为物流公司，提供货车管理、
货单管理、待货车辆搜寻以及
货物追踪：物流企业可以将内
外部车辆信息（包括车牌、随
车电话、汽车状况、期望流向
等）录入一个数据库，根据需
要随时调用。通过三大运营商
的定位接口，随车司机无需配
备 GPS 设备，只需要短信授权
就能使用蜂窝网络进行车辆定
位，同时支持外部车辆搜索
（云库检索或“滴滴”检索。
货主、物流企业、接收人可以
随时获取货物位置，也可以设
置一定的提醒规则 (比如车辆
启运、到货等)，有关人员将即
时获得位置提醒以便顺利对接。

类似滴滴打车

主做集装箱业务：专做集
装箱信息拼箱平台，线上
检索+线下交流+集装箱专
用查询报表+建设中的集
装箱管理系统，无拖车平
台实时调控、结算、GPS
追踪等线上业务功能，以
及拖车公司相关服务，无
公开的自动调控和可视化

管理软件平台

关联方信息推送 X X

实时事件状态更新 X X

大数据实时调控 X

线上支付结算 X X

可视化地图 X

定价线上管理 X X

订单管理 X X

路径规划 X X

投诉线上管理 X X

地点线上管理 X X

集装箱运输管理 X

业务伙伴线上管理 X X

集卡线上管理 X X

司机线上管理 X

积分线上管理 X

诚信度线上管理 X X

保险线上管理 X X

汽修线上管理 X X

退款线上管理 X X

意外事故线上管理 X

历史追溯 X X

线上评价机制 X X

凭证存储 X X

跨系统数据交互 X

报表分析与数据挖掘 X X

批量导入下载 X X

广告管理 X X

会员收费体系 X X

物流专线管理 X X

加盟门店管理 X

移动终端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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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最常用的解决方案不是进阶分析法，也
不是商业智能，更不是像仓库管理系统那样
的可操点应用程序。虽然，市场上有很多复
杂的分析软件，但目前用于管理供应链数据
使用最广泛的工具却仍然是Excel电子表格

在可用性、完整性和数据一致性方面，用户对
Excel都不满意。Excel表格的问题在于每个人都

建立他们自己的电子表格，这就导致了一致性
的缺失，各部门之间不能实时共享，使得不同
部门之间也很难完全相信已有的数据去做出跨
部门的重大决策

ERP系统过于僵化。他们也失去了用于支持供应链

操作点解决方案所使用的粒度操作数据。就像对
电子表格一样，他们并不信任ERP数据——至少能
像他们所需要的那样管理他们的供应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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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分析时，供应链机构通常依赖以下五种基
本工具：
·描述性工具—告诉你发生了什么
·诊断性工具—告诉你发生的原因
·预测性工具—告诉你即将发生什么
·规范性工具—告诉你应该/可以做什么
·认知性工具—利用机器学习，以此来告诉你应该
做什么

描述性分析工具使用最广泛，其他四种类型分析
工具的使用频率远远低于描述性分析工具，排序
如下：
描述性工具：61% 
诊断性工具：42%
规范性工具：36%
预测性工具：31%
认知性工具：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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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的问题，比如分散的数据整合或者数据仓库
建设的问题，已经成为一个比较大或者非常大的
制约因素，47%的受访者反应了这个问题。

主要的制约因素包括；
获取人才和专业知识（41%）的难度
管理层的承诺和支持（44%）
投资回报或价值的不确定性（43%）

其他制约因素包括：需要对软件和硬件进行投
资；用户对分析工具感到难以驾驭；安全性及
其它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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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分析的正面影响
盈利能力:89%
企业利润：44%

6%的受访者甚至认为，大数据分析对他们
公司的盈利能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对客户服务：47%
库存管理：42%

大数据分析正面影响较小的领域包括供应链
风险和韧性管理、端到端的总供应链协作和
供应链总服务成本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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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为1-6的成熟度模型中，没有一种产业的成熟度能达到6。事实上，没有一个
产业能达到最高的两个级别——“领先级”和“转型级”，如下：

技术型产业成熟度水平最高，但尚未达到“比较领先”的程度：3.7

而成熟度最低的生命科学类的企业，能进入“导入期”的成熟度只有：2.3

机械制造业成熟度略稍高于生命科学
第三方物流公司（3PLs）和零售商的成熟度则介于“早期”和“研发期”之间，
（其它行业没有显著的成熟度数值）。

28%---的公司处于“研发”阶段，正在开始采用一个或多个大数据分析工具。
24％---的公司处于“早期”阶段，正在进行概念验证测试以确定采用数据分析的收益和可能
产生的负面影响。
20%----的公司没有进行供应链大数据分析。
2%----的公司认为自己在大数据应用方面是成熟的，也就是说，已经处于应用和收益的转型

阶段。

企业在供应链数据方面并没有走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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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的准确性（47％）
数据的可访问性（46％）
数据的可用性（45％）
数据的一致性（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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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调查，预计供应链资料分析工具的应用
将在如下领域带来相当显著、显著或非常显
著的有利影响：
客户服务：62％
盈利能力：60％
成本效益：59％
库存管理：59％
风险和弹性管理：52％
需求计划： 52％
端到端供应链协作：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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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各个小组讨论，推举一名同学的企业，确
定企业所处的供应链和在供应链中的地位；企业

中使用数据的现状

你企
业供
应链
名称

地位？

为什么这个地位？

本企业供应链数据
发展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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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供应链数据是什么？

二、供应链数据的作用？

三、供应链数据的现状？

四、如何建立面向未来的供应链数据？



46为
什
么
要
供
应
链
运
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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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链（网）

获取、输入、储存、处理、传输、学习、转化、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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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nly way for industrial 4.0---
the wisdom supply chain 解决问题的边际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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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链数据的获取

预测2020年的数据将达40000EB，细

化到具体每个人，相当于一个人拥
有相当于5200GB的数量

在2045年，最保守的预测也认为将
会有超过1千亿的设备连接在互联网

上。这些设备包括了移动设备、可
穿戴设备、家用电器、医疗设备、
工业探测器、监控摄像头、汽车，
以及服装等。它们所创造并分享的
数据将会给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带来
一场新的信息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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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感器
嵌入式芯片的智能设备
传动装置
模块化
新型组织与人才

标准
连接
传感器
软件
数据与数据接口

全产品生命
周期&物理
信息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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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链资料的收集、计算、传播与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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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让数据发挥价值，首先要处理大数据，要
能够共享、集成、存储和搜索来自众多源头
的庞大数据。而就供应链而言，这意味着要
能够接受来自第三方系统的数据，并加快反
馈速度。其整体影响是增强协同性、加快决
策制定和提高透明度，这对所有相关人员都
有帮助。传统供应链已经在使用大量的结构
化数据，企业部署了先进的供应链管理系统，
将资源数据，交易数据，供应商数据，质量
数据等等存储起来用于跟踪供应链执行效率，
成本，控制产品质量。

而当前大数据的概念则超出了传统数据产生、
获取、转换、应用分析和存储的概念，出现
非结构化数据，数据内容也出现多样化，大
数据部署将面临新的挑战。

1、解决数据的生成问

题，即如何利用物联网
技术M2M获取实时过程

数据，虚拟化供应链的
流
2、解决数据应用的问

题，如何让供应链各个
价值转换过程产生的数
据发生商业价值，是发
挥数据部署的革命性生
产力的根本。



53软件

软件在智能制造中将会是最重要的重点，将
会体现在各个环节。将来的基于云、基于APP、

基于微信等各种软件的应用特别场景的软件，
将会无处不在、形成供应链的基础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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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

社会资料的共享和证实

CPS
CPS

CPS

CPS

CPS

CPS

CPS

接收器

BI
传感器

人

中心

软件

深度学习与机器算法

3D打印传动装置、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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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IMA

ESIMA：通过自给功能传感

器以及与移动式用户互动
的生产流程资源使用效率

优化
人、机器、组织、

人机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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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专一水平高的专家
拥有大的升迁空间

工程师、特殊技能人才

简单劳动
熟悉工种

专业水平高的员工
拥有大的升迁空间

工程师
特殊技能人才
专业工人



57

全自动 准入限制 居留识别 操作区域 协助 合作
协同及移动机

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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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子计算与区块链

区块链在未来的数据世界
的作用和地位是不用置疑
的。但区块链的实现还是
需要量子技术的支撑



59什么是智能制造？

• ＡＩ：传感器、数据化、数据处理、传输、信息化、传感器、传动装置、人

• 组织和人员：１）技术中心化、人员中心化、自上而下的ＩＴ结构的中心控
制ＣＩＭ（ＣＡＤ、ＣＡＰ、ＣＡＭ）；２）自主系统以及物理信息系统，
分布式的：现场管理的小组化（精益管理）、厂内机器程序设计 、设备以
及员工参与自动化解决方案的构造与实现

• ESIMA：通过自给供能传感器以及与移动式用户互动的生产流程资源使用效率
优化；

• 场景化的描述



60蚂蚁必达B2B平台

产融生态组件 统一业务管理 API数据集成

木材 农产品 食品

云仓 云配 供应链金融

业务产品 金融产品 服务方案 位置归集 物流状态 信用数据

订单处理

MOS系统 业务管理系统/ERP订单中心/OMS

在线融资 在线客服 行业信息 客户系统对接 平台+平台

流程总图 产品配置 交易各方

信用风险管理 合同管理 业务执行方案

融资订单 货代订单 报关订单

仓储订单 运输订单 供应链订单

WMS 供应链系统 报关系统

TMS 财务系统 资金系统

存货融资 预付融资 应收融资 银行

融资申请 融资放款 融资还款 融资催款 收款/付款 应收/应付 核销 发票

经营分析

产品运营

用户行为

客户价值

资料提取
风控建模

数据清洗

可视化展示
资料融合

移动应用

税务数据

事务数据

征信数据行业资料 舆情数据

海关数据工商数据物流数据

保理 保险 基金 信托

证券金服金控

公司名 手机号工号姓名信用代码 统计活动税票信息账户信息企业类型用户信息 状态
底层账户平台

底层信用平台运营资料分析 大数据（人、车、货、仓、关、检、汇、船、港、箱）

资产交易平台

资产清单池/SCF Asset List 

库存/价格/期限/仓
单

外部资金平台

订单/票据/担保/未来期权应收账款/票据/保理

内部资产包

外部资产包

存货资产 预付资产 应收资产

存货资产 预付资产 应收资产

前
台

中
台

后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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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的“中台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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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

信息
数据
共享
计算
运作

智能

感应
数据
计算
传播
信息
传动

智能供应链的特征和目的

JUST IN TIME

精益：拉动式、均衡流量、稳定

自动结算：电子合同、
溯源、分布式结算



智慧供应链的实现方略

 拉式供应链：管理和实践的坚定性

 透明化、信息共享、高效协同：管理思维的改变与提升

 探测、数据化和计算的模块化：管理能力的提升

 信息的自动抓取：传感器（光线、重力、湿度、速度、加
速度、磁力、压力、温度等等）、连接、传感器、传动装
置、自动装置、软件：技术的进步和管理手段的进步

 自动结算：管理思维、能力、技术的提升

 VR和AR：远程设计，个性化定制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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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制造与供应链的关系

智能化、云计算、移动及社交技术、大数据分析、连接方式等多种
技术的融合，会加速驱动企业去实现应需而变的数字化供应链

智能制造和供应链
数据是：相互依赖

和相互支持



65虚拟现实（EMO VR）

真实世界虚拟世界

虚拟产品

形态模式

重要客户测试组、
n个终极客户

沉浸式测试环境

变型空间

测
量
数
据

终极
客户I
Ie(l,n) 

刺激

情感

互动

市场营销

产品开发

二

五

一

六

四

三

第一阶段：定义变型空间 第四阶段：进行试验
第二阶段：选择试验群体 第五阶段：评估测量结果
第三阶段：设计试验环境 第六阶段：将结果反馈到产品模型

虚拟现实专家
和心理学家

信息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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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采用微服务呢？
"让我们的系统尽可能快地响应变化" - Rebecca 

Parson

让我们的系统尽可能快地去响应变化。其实几十年来
我们一直在尝试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一定要在前面加
个限制的话，那就是低成本的快速响应变化。上世纪
90年代Kent Beck提出要拥抱变化，在同期出现了
诸多轻量级开发方法（诸如 XP、Scrum）；2001

年敏捷宣言诞生，之后又出现了精益、看板等新的管
理方式。如果说，这些是为了尽快的响应变化，在软
件开发流程和实践方面提出的解决方案，那么微服务
架构就是在软件技术和架构层面提出的应对之道。

信息系统与运营
微服务和SOA

端和通道
的复杂性、

个性

身份出生、识别
和传递的复杂和

唯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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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中心化和中心

端和中心的沟通，中心的处理能力和集中指令，使每
个供应链需要一定的中心协调能力；但是，如果要建
立高效供应链，又需要端与端的沟通和协同。所以，
在高端智能制造的场景下，中心和泛中心的精心配制，
可能决定供应链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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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
A

供应链
赋能

工厂
C

工厂
D

供应链
赋能

工厂
B

原材
料加
工厂

原材
料加
工厂

原材
料加
工厂

零部
件工
厂

零部
件工
厂

原材
料加
工厂

原材
料加
工厂

原材
料加
工厂

供应链
赋能

供应链
赋能

供应链
赋能

原料
开采

原料
开采

原料
开采

原料
开采

原料
开采

原料
开采

原料
开采

原料
开采

原料
开采

原料
开采

原料
开采

原料
开采

物流
金融

分拨
代销

C

C

C

C

C
C

C
C

C
C

CCC

C

C
C

C

C

C
C

C
C

需求探测与
传递

需求探测与
传递

需求探测与
传递

需求探测与
传递

需求探测传递

需
求
探
测
与
传
递

需
求
探
测
与
传
递

计划
交付

物流
金融

工业.40时代的供应链是产业链的神经和血液，担任探测、判断、
传递和运送的多重任务，是一个真正的拉动式的智能生物体

代采
交付

物流
金融

市场
信息



69思考？各个小组讨论，推举一名同学的企业，确定企业所处的
供应链和在供应链中的地位；如何搭建本企业的数据化之路？

你企
业供
应链
名称

地位？

为什么这个地位？

你们企业的智能
和供应链发展的
想法？几个阶段？



THAN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