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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阿已：成为当觞世界新一轮绎湃襁雠撬麓屣莳龋噙带崤埔之一。

也是我国新一代信息接术自哇创斯突破的重点方向。随着物联阿霍各行各韭的应用不断深化

～凝催笔矗蓦8箩技术’新产品’新应用、新模式。

匝日卫砸目窿司日皿音㈣

P生一腿t宇化体系建设快速提升民机
研生t力

并t亍I悯．救宇囊报暮新的教宇化手段带来了研
—■旬咖目嚏．健中国航空工业有可能通过短期．执着

而■—的羹力与量界航空巨头比肩。

P融合平台解围物联网

物联网之所以能够引领变革的浪潮．在于

它有一个融合的平台。这个平台从网络开始．逐

渐转变为能培提供创新条件，爆发出质变能量的

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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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度看点

物联网技术在制造业的应用，依然存在叫好不叫座的现象，在推进物联网从概念推广向实际可操

作转变的过程中，不容忽视的是我国物联网发展还存在一系列瓶颈和制约因素。

本期责骗白云川

中国在技术创新上有望赶超美国

雷诺执行长预计欧洲汽车市场将出现三至四年萧条期

制造业形势不乐现钢铁业下游需求难好转

互联网初创公司加速全球扩张

I一5月船舶制造业继续低迷同比几乎零增长

高端访问

P1 0 发展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促汽车工业转型升级

为应对同益突出的燃油供求矛增和环境污染司题，世界

主要汽车生产国纷纷加快部署，大力发展和推广应用汽车节

能技术，将发展新能源汽车作为国家战略，加快推进技术研发

和产业化。

P1 4 杨海成：大力发展工业软件促进工业转型升级

结合世界制造业的发展趋势．智能制造、绿色制造和服

务型制造等高端制造是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霞点方向。

P1 7 全面推进数字化体系建设快j割是升民机研发能力

并行协同、数字模拟等新的数字化手段带来了研制模式的

改变，周期缩短、成本降低、质量可靠成为新机设计制造的福

音，数字化是中国民机工业走上快车道的捷径，使巾国航空工

业有可能通过短期、执着而坚韧的努力与世界航空巨头比肩。

封面报道

P22 物联网融合与创新

物联网技术在制造业的应用，依然存在叫好不叫座的现象，

在推进物联网从概念推广向实际可操作转变的过程中，不容忽视

的是我国物联网发展还存在一系列瓶颈和制约因素。

P24 邬贺铨：物联网终将感知社会

成为未来网络发展的重要特征，物联网将与移动互联网和下

一代互联网相伴而行。物联网、云计算、移动互联网和社交

网络等新兴信息技术的结合将掀起网络技术和应用模式刨新

的新浪潮。

P25徐愈规模化协同化智能化未来物联网发展方向

未来，全球物联网开发和应用将向规模化、协同化和智能

化方向发展。同时，以物联网应用带动物联网产业发展将是世

界各国信息技术产业的主要发展方向之一。

P26 融合创新中的物联网

物联网是技术应用和服务融合创新的产物，其第一阶段来

源于第一桶金：技术驱动，这时成熟、完整的商业模式并未形

成；其市场爆发期来源于物联网市场的第二桶金：商业驱动，

商业资本挖掘第二桶金使物联网企业真正成熟。

P27 集中优势发展物联网产业

物联网体现的是一种融合，无论是标准制定，还是核心技

术研发和产业化，应用的开拓，以及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和物联

网服务业发展，都刚刚起步，要做的事情很多，绝非任何一个

部门和行业能独自完成的，需要集中力量办大事，需要打破传

统小农经济条块分割和各自为政、克服低质重复建设的弊端。

物联网是互联网应用的拓展．是信息化的新发展，井将 P28 细化顶层设计应以数据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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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化顶层设计要找准围绕的核心。在物联网叫代，数据是核

心，细化顶层设计要通过信皂工程方法论，围绕数据来进行。

P29 物联网促制造业“两化融合”

通过以物联网为代表的信息领域革命技术来改造传统制造

、忆是我国制造业升级发展的迫切需求和必由之路，物联网的发

展将极大的促进制造业“两化融合”的发展。

P31 实现“全产业链”物联

物联网作为新一轮科技浪潮的新兴技术一忆其最重要的

特征是依靠技术创新、行业直蚪{和商业模式创新，推动各行业在

高效、安全管理运营上的升级换代，同时给人们带来绿色、环保、

便捷的全新消费模式与生活方式改变。

P33 融合平台解困物联网

物联网之所以能够引领变革的浪潮，在丁它仃一个融合

的平台。这个平台从网络丌始，逐渐转变为能够提供创新条

件、爆发出质变能量的产业。

P34 数据的智慧

智慧城市的“智慧”来埠于物联酬，然而，目前物联网产

业的发展依然停留在应用和技术层面。远远没有迈上“产业”

的高度。物联网的数据智慧将是智慧城市发展的基础。

P35 标准化是产业化的加速度

国内的物联网产业刚刚起步，商业模式电还不成熟，随

着物联网相关技术和应用的发展，新的技术和应用不断涌现，

运营商将与设备商、服务商、集成商一起合作，融人当今社会

的发展进程之中，推动物联网的产业化、标准化进程。

行业信息化

P37 绿色智能化是机床产业发展主旋律

——第十一届中国国际机床工具展览会成功举办

P40 掘金物联网

以物联网为代表的新兴信电技术不仅是了一种技术上

的提升，也是一种全新商业模式的进化，传统企业如何在

进化中找到最佳方向、如何在实际中实现资源利用的最太

化是核心任务。

P43 汽车工艺设计与管理系统的研究与应用

土品睥汽车主机厂充分运用信息化技术，开发适合企

业自身的上艺设计与管理系统，能够极大地提高冲压、焊

装、涂装、总装凹大工艺的T艺设计与管理的效率和水平，

最终提高自身的核心竞争力。

P45 基于有效产出的多项目信息化管理平台的开

发和应用

数字工厂

·研发

P48 NuMEcA：用心的十年

NUMECA的产品种类很多，色c_新是NuM ECA的血液。

企业的规模并不⋯定决定r产品的质量，NUMECA正以其产品

的专业性、前瞻性和高效性逐步成为CFD市场的引领者。

P50 Msc：姜还是老的辣

在CAE领域，实际的工程应用更能够帮助企业了解实际需

求，拓展创新的能力。作为具有49年历史的工程设计公司，MsC

正在将重心放在如何应用CAE解决问题，而非产品本身。

P52 某飞机设计所研发质量管理与设计

·管理

P54 RslO十年成长路

外刊选编

P56 Why Your IT Ou协ourcing RFP ls HoⅫng You Back

AdVemsing Index

封二 安世亚太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封三 中国制造业信息化杂志社 封底 中国

制造业信息化杂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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