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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简介

观研报告网发布的《2016-2022年中国智能制造产业规模现状及十三五投资前景评估报告》
涵盖行业最新数据，市场热点，政策规划，竞争情报，市场前景预测，投资策略等内容。更
辅以大量直观的图表帮助本行业企业准确把握行业发展态势、市场商机动向、正确制定企业
竞争战略和投资策略。本报告依据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和国家信息中心等渠道发布的权威
数据，以及我中心对本行业的实地调研，结合了行业所处的环境，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
微观等多个角度进行市场调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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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目录及图表目录

2016年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将主题锁定在“第四次工业革命”。全球范围内，第一次
工业革命是“蒸汽革命”，第二次是“电气革命”，第三次是“信息革命”，第四次工业革命，是由
大数据、云计算、智能机器人和3D打印技术等掀起新一波汹涌澎湃的创新浪潮，也就是通
常所说的工业4.0。
“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序幕早已拉开，以“工业4.0”为标志的新一轮产业革命已经到来，制造业
将成为国家经济竞争力的关键所在。中国制造业规模全球领先，增加值和产品出口占全球的
比重均居世界第一，目前已经建成了门类齐全、独立完整的体系。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
加接近科技和产业前沿，雄厚的制造业基础和较强的自主创新能力，为制造强国建设奠定了
坚实基础。“中国制造”已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
随着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知识红利日益凸显，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已成为大势所趋。2015
年5月公布的《中国制造2025》是我国制造业未来十年行动纲领的，明确提出把智能制造作
为两化深度融合的主攻方向，其核心是加快推进制造业创新发展、提质增效，实现从制造大
国向制造强国转变。
智能制造产业链蕴藏巨大的投资机会。智能制造技术包括自动化、信息化、互联网和制造成
型四个层次，产业链涵盖机器人及系统集成（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机器人零部件其他
自动化装备）、高端数控机床、工业互联网（工业视觉、智能传感器、RFID、工业以太网
）、工业软件及数据处理系统（ERP/MES/DCS等）、增材制造装备（3D打印）等。“十三
五”期间，中国智能制造产业在政策扶持、技术进步、产业升级等多重利好因素的有力推动
下，将迎来历史性发展机遇。

《2016-2022年中国智能制造产业规模现状及十三五投资前景评估报告》由观研天下（I
nsight&Info Consulting Ltd）领衔撰写，在周密严谨的市场调研基础上，主要依据国家统计
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行业协会，国家信息中心，商务部等权威统计资料。

报告主要研行业市场经济特性（产能、产量、供需），投资分析（市场现状、市场结构
、市场特点等以及区域市场分析）、竞争分析（行业集中度、竞争格局、竞争对手、竞争因
素等）、产业链分析、替代品和互补品分析、行业的主导驱动因素、政策环境。为战略投资
或行业规划者提供准确的市场情报信息及科学的决策依据，同时对银行信贷部门也具有极大
的参考价值。
【报告大纲】
第一章 智能制造相关概述
1.1 智能制造概念界定
1.1.1 智能制造的内涵
1.1.2 智能制造的特征
1.1.3 智能制造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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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智能制造提出的脉络
1.2 智能制造产业链分析
1.2.1 产业链结构
1.2.2 产业链落地顺序
1.2.3 产业链投资逻辑
第二章 中国智能制造产业的经济社会环境分析
2.1 宏观经济环境
2.1.1 国民经济运行状况
2.1.2 工业结构转型升级
2.1.3 工业经济增长情况
2.1.4 固定资产投资规模
2.1.5 宏观经济发展形势
2.2 制造业转型环境
2.2.1 传统制造业内忧外患
2.2.2 中国制造业发展新常态
2.2.3 工业4.0引领制造业变革
2.2.4 重塑中国制造业竞争优势
2.2.5 中国建设世界制造强国
2.3 社会文化环境
2.3.1 中国人口结构及趋势
2.3.2 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
2.3.3 国内消费结构升级
2.3.4 创新创业风潮兴起
2.4 技术环境
2.4.1 智能制造关键性技术
2.4.2 中国智能制造技术现状
2.4.3 智能制造技术创新发展
2.4.4 智能制造技术存在的问题
第三章 中国智能制造产业的政策环境分析
3.1 产业转型政策
3.1.1 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
3.1.2 区域工业绿色转型试点
3.1.3 关键材料升级换代工程
3.1.4 工业转型升级重点项目
3.1.5 2016年工业强基专项行动



观研报告网 www.chinabaogao.com

3.1.6 单项冠军企业培育提升行动
3.2 智能制造政策
3.2.1 智能制造标准体系建设指南
3.2.2 2015年智能制造试点示范
3.2.3 2016年智能制造试点示范
3.2.4 2016年绿色制造专项行动
3.2.5 智能制造工程实施方案
3.3 相关促进政策
3.3.1 两化融合政策
3.3.2 三网融合政策
3.3.3 “互联网+”政策
3.3.4 大数据产业政策
3.4 中国制造2025
3.4.1 战略形势
3.4.2 战略目标
3.4.3 战略对策
3.4.4 战略重点
3.4.5 战略支撑
第四章 2014-2016年中国智能制造产业发展分析
4.1 智能制造产业国外经验借鉴
4.1.1 德国
4.1.2 美国
4.1.3 日本
4.1.4 韩国
4.2 中国智能制造产业的发展基础
4.2.1 制造业国际地位提升
4.2.2 自主创新能力增强
4.2.3 结构调整取得进展
4.2.4 工业能耗强度降低
4.2.5 工业布局不断优化
4.3 2014-2016年中国智能制造产业发展态势
4.3.1 智能制造发展阶段
4.3.2 智能制造发展特征
4.3.3 智能制造迈向高端
4.3.4 试点项目布局情况



观研报告网 www.chinabaogao.com

4.3.5 地方政府积极布局
4.4 智能制造的实践模式——智能工厂
4.4.1 智能工厂基本框架
4.4.2 产业布局初步显现
4.4.3 催生新业态新模式
4.4.4 企业间并购合作深化
4.4.5 工业物联网成关键抓手
4.4.6 数字化车间发展态势
4.5 中国智能制造产业发展战略分析
4.5.1 深化体制机制改革
4.5.2 加强质量和品牌建设
4.5.3 全面推行绿色制造
4.5.4 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4.5.5 健全人才培养体系
第五章 2014-2016年中国智能制造产业集群分析
5.1 2013-2015年智能制造产业集群态势
5.1.1 产业集群分布
5.1.2 区域优势分析
5.1.3 产业集群规律
5.1.4 产业集群模式
5.2 长三角地区智能制造产业
5.2.1 转型发展先进制造业
5.2.2 智能制造发展契机
5.2.3 深化区内产业合作
5.2.4 助力区域经济发展
5.2.5 未来产业发展前景
5.3 珠三角地区智能制造产业
5.3.1 制造业智能化升级
5.3.2 珠三角制造业高端化
5.3.3 制造业区域竞争力提升
5.3.4 重点区域市场发展水平
5.3.5 智能制造产业发展前景
5.4 京津冀地区智能制造产业
5.4.1 京津冀协同推进产业升级
5.4.2 智能制造协作一体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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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3 区域智能制造产业规模
5.4.4 智能制造产业扶持政策
5.4.5 智能制造产业规划目标
5.5 东北地区智能制造产业
5.5.1 智能制造助力东北振兴
5.5.2 积极谋取区域协同发展
5.5.3 重点区域市场发展规模
5.5.4 制约因素及发展策略
5.5.5 智能制造业前景展望
5.6 西南地区智能制造产业
5.6.1 智能制造产业发展规模
5.6.2 智能制造项目投资动态
5.6.3 智能制造产业扶持政策
5.6.4 智能制造产业规划目标
第六章 2014-2016年中国智能装备行业发展分析
6.1 中国智能装备行业发展综述
6.1.1 行业运行特征
6.1.2 产业空间布局
6.1.3 市场竞争格局
6.1.4 项目投资动态
6.1.5 行业发展机遇
6.1.6 发展问题及对策
6.2 工业机器人
6.2.1 行业整体实力
6.2.2 产业运行特征
6.2.3 行业供需规模
6.2.4 区域市场格局
6.2.5 市场竞争主体
6.2.6 产业链价值分析
6.3 高档数控机床
6.3.1 行业发展态势
6.3.2 行业技术进步
6.3.3 产品创新成果
6.3.4 项目投资动态
6.3.5 航天领域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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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6 行业规划目标
6.4 3D打印设备
6.4.1 全球市场格局
6.4.2 中国市场规模
6.4.3 市场竞争态势
6.4.4 个人市场增长
6.4.5 发展瓶颈及对策
6.5 海洋工程装备
6.5.1 行业运行特征
6.5.2 全球市场规模
6.5.3 中国市场格局
6.5.4 行业发展态势
6.5.5 未来战略方向
6.6 先进轨道交通装备
6.6.1 SWOT分析
6.6.2 行业发展规模
6.6.3 发展模式创新
6.6.4 进军海外市场
6.6.5 未来发展方向
第七章 2014-2016年中国智能产品行业发展分析
7.1 2014-2016年移动智能终端市场发展综述
7.1.1 用户结构
7.1.2 市场规模
7.1.3 行业特点
7.1.4 竞争格局
7.1.5 发展趋势
7.2 可穿戴设备
7.2.1 行业发展规模
7.2.2 市场需求状况
7.2.3 产品应用分析
7.2.4 区域分布格局
7.2.5 市场竞争态势
7.2.6 未来发展趋势
7.3 智能汽车
7.3.1 行业生命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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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 行业介入模式
7.3.3 市场竞争态势
7.3.4 商业模式分析
7.3.5 发展策略建议
7.3.6 未来前景展望
7.4 智能家电
7.4.1 行业发展规模
7.4.2 市场主体分析
7.4.3 市场竞争格局
7.4.4 企业布局模式
7.4.5 产品运作模式
7.4.6 未来发展方向
7.5 无人机
7.5.1 市场发展规模
7.5.2 行业融资规模
7.5.3 军民融合典范
7.5.4 市场竞争格局
7.5.5 商业模式分析
第八章 2014-2016年中国智能服务行业发展分析
8.1 传统制造业向服务型制造转型
8.1.1 发展服务型制造的内涵和意义
8.1.2 我国服务型制造业发展现状
8.1.3 发展服务型制造的制约因素
8.1.4 服务型制造业未来发展方向
8.2 智慧物流
8.2.1 行业技术基础
8.2.2 行业发展规模
8.2.3 市场竞争加剧
8.2.4 市场投资升温
8.2.5 行业政策机遇
8.2.6 发展路径分析
8.3 智能检测
8.3.1 行业运行特征
8.3.2 行业发展规模
8.3.3 市场竞争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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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4 区域分布格局
8.3.5 行业发展模式
8.3.6 未来前景展望
8.4 工业设计
8.4.1 产业发展阶段
8.4.2 行业发展规模
8.4.3 产业发展集群
8.4.4 机构发展模式
8.4.5 协同创新模式
8.5 工业节能
8.5.1 行业发展特征
8.5.2 服务市场规模
8.5.3 市场竞争格局
8.5.4 商业模式分析
8.5.5 产业链分析
第九章 2014-2016年智能制造产业链上游电子信息产业分析
9.1 2014-2016年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态势
9.1.1 电子信息对智能制造的意义
9.1.2 电子信息制造业实力增强
9.1.3 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规模
9.1.4 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形势
9.1.5 电子信息制造业瓶颈因素
9.1.6 电子信息产业发展方向
9.2 集成电路
9.2.1 集成电路是工业转型动力
9.2.2 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规模
9.2.3 集成电路产业运行特征
9.2.4 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态势
9.2.5 集成电路产业面临挑战
9.2.6 集成电路产业前景展望
9.3 传感器
9.3.1 驱动因素分析
9.3.2 行业发展规模
9.3.3 区域分布格局
9.3.4 市场竞争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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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5 细分市场分析
9.3.6 发展前景预测
9.4 工业软件
9.4.1 行业运行特征
9.4.2 市场发展规模
9.4.3 市场竞争格局
9.4.4 企业投资态势
9.4.5 发展模式创新
9.5 数据中心
9.5.1 行业发展规模
9.5.2 区域分布格局
9.5.3 市场竞争主体
9.5.4 行业政策机遇
9.5.5 发展路径分析
9.5.6 行业未来方向
第十章 2014-2016年智能制造产业链下游应用市场分析
10.1 智慧城市
10.1.1 智慧城市建设进展
10.1.2 智慧城市供需分析
10.1.3 智慧城市运营主体
10.1.4 智慧城市商业模式
10.1.5 智慧城市产业链分析
10.2 智能交通
10.2.1 行业发展形势
10.2.2 市场结构分析
10.2.3 区域分布格局
10.2.4 行业竞争加剧
10.2.5 投资模式分析
10.2.6 车联网盈利模式
10.3 智能家居
10.3.1 行业发展现状
10.3.2 区域分布状况
10.3.3 市场主体分析
10.3.4 行业竞争结构
10.3.5 消费行为分析



观研报告网 www.chinabaogao.com

10.3.6 市场前景展望
10.4 智慧医疗
10.4.1 驱动因素分析
10.4.2 行业发展规模
10.4.3 市场竞争格局
10.4.4 商业模式分析
10.4.5 市场前景展望
10.4.6 投资切入点分析
10.5 智慧环保
10.5.1 市场主体分析
10.5.2 行业运营模式
10.5.3 行业竞争格局
10.5.4 机遇挑战并存
10.5.5 市场前景展望
10.6 智慧农业
10.6.1 农业互联网兴起
10.6.2 智慧农业技术体系
10.6.3 智慧农业投资机会
10.6.4 农业全产业链模式
10.6.5 智慧农业发展策略
10.6.6 智慧农业前景展望
第十一章 2014-2016年智能制造产业模式变革分析
11.1 智能制造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分析
11.1.1 电子商务
11.1.2 个性化定制
11.1.3 网络协同开发
11.1.4 国际产能合作
11.2 制造业云制造模式分析
11.2.1 云制造体系结构
11.2.2 云制造发展机遇
11.2.3 云制造商业模式
11.2.4 云制造应用方向
11.2.5 发展问题及对策
11.2.6 云制造前景展望
11.3 制造业个性化定制模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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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95 2014-2015年深圳市长盈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盈利能力
图表196 2016年深圳市长盈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盈利能力
图表197 2014-2016年沈阳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和净资产
图表198 2014-2015年沈阳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营业收入和净利润
图表199 2016年沈阳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营业收入和净利润
图表200 2014-2015年沈阳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现金流量
图表201 2016年沈阳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现金流量
图表202 2015年沈阳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分行业、产品、地区
图表203 2014-2015年沈阳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成长能力
图表204 2016年沈阳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成长能力
图表205 2014-2015年沈阳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短期偿债能力
图表206 2016年沈阳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短期偿债能力
图表207 2014-2015年沈阳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长期偿债能力
图表208 2016年沈阳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长期偿债能力
图表209 2014-2015年沈阳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运营能力
图表210 2016年沈阳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运营能力
图表211 2014-2015年沈阳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盈利能力
图表212 2016年沈阳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盈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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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13 2014-2016年哈尔滨博实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和净资产
图表214 2014-2015年哈尔滨博实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营业收入和净利润
图表215 2016年哈尔滨博实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营业收入和净利润
图表216 2014-2015年哈尔滨博实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现金流量
图表217 2016年哈尔滨博实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现金流量
图表218 2015年哈尔滨博实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分行业、产品、地区
图表219 2014-2015年哈尔滨博实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成长能力
图表220 2016年哈尔滨博实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成长能力
图表221 2014-2015年哈尔滨博实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短期偿债能力
图表222 2016年哈尔滨博实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短期偿债能力
图表223 2014-2015年哈尔滨博实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长期偿债能力
图表224 2016年哈尔滨博实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长期偿债能力
图表225 2014-2015年哈尔滨博实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运营能力
图表226 2016年哈尔滨博实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运营能力
图表227 2014-2015年哈尔滨博实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盈利能力
图表228 2016年哈尔滨博实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盈利能力
图表229 2014-2016年大族激光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和净资产
图表230 2014-2015年大族激光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营业收入和净利润
图表231 2016年大族激光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营业收入和净利润
图表232 2014-2015年大族激光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现金流量
图表233 2016年大族激光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现金流量
图表234 2015年大族激光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分行业、产品、地区
图表235 2014-2015年大族激光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长能力
图表236 2016年大族激光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长能力
图表237 2014-2015年大族激光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短期偿债能力
图表238 2016年大族激光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短期偿债能力
图表239 2014-2015年大族激光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长期偿债能力
图表240 2016年大族激光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长期偿债能力
图表241 2014-2015年大族激光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运营能力
图表242 2016年大族激光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运营能力
图表243 2014-2015年大族激光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盈利能力
图表244 2016年大族激光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盈利能力
图表245 观研网对2016-2022年中国工业机器人保有量预测
图表246 观研网对2016-2022年中国工业机器人产量预测
图表247 观研网对2016-2022年中国数控金属切削机床产量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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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48 观研网对2016-2022年中国数控金属成形机床（数控锻压设备）产量预测
图表249 观研网对2016-2022年中国3D打印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图表250 机器人“十三五”十大标志性产品
图表251 机器人“十三五”五大关键零部件
图表252 机器人“十三五”基础能力建设重点
图表253 机器人“十三五”推广应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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