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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经济全球化使得制造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制造业面临全球性的市场、资源、技术和人才的
竞争；制造业的技术进步也始终围绕着如何最优化配置企业内外部资源，迅速响应市场需求，更快地
生产出高质量、低成本的产品；网格技术的出现，为制造业提供了一个具有集成、开放、虚拟和自主
特征的基础设施，可以有效地解决网络化制造面临的资源共享与协作难题，为制造业提供了一种可靠
、成熟的分布式计算解决方案，并逐渐发展出一种新的虚拟组织模式的制造系统——制造网格。
近年来，围绕制造业中的资源共享与协同工作的需求，美国、欧盟等世界许多国家和组织都开展了许
多相关研究；我国的“863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重要研究计划也立项支持了制造网格方面的研
究工作。
　　简单来说，制造网格就是基于网格和相关先进的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将分散在不同企业和社会群
体中的设计、制造、管理、信息、技术、智力和软件资源通过封装和集成，以透明的方式为用户提供
各类制造服务，使企业能够以请求服务的方式方便地获得所有与制造相关的服务，方便地使用封装在
制造网格中的所有资源，并为构建面向企业协同制造特定需求的制造网格应用系统提供协同工作支持
环境，从而实现企业间的商务协同、设计协同、制造协同和供应链协同，降低企业群体的成本，缩短
产品开发周期，制造出符合市场需求的高质量产品。
　　本书是一本讲述制造网格基本原理和相关技术的论著，从制造网格的原理和基本形态讲起，详细
介绍了制造网格的架构设计、资源管理、作业管理、问题求解环境，以及安全体系架构等，较为全面
地介绍了制造网格所涉及的基本问题、实现技术、应用案例等，可作为高等院校相关专业本科生、研
究生的教材和参考资料，也可作为从事制造业信息化、计算机集成制造、企业IT管理等相关方面技术
人员的参考书。
　　本书共分9章，第1章介绍了制造网格的由来及其主要技术内容；第2章介绍了制造网格的基本定义
、相关概念，并分析了制造网格的不同应用形态；第3～7章分别从体系结构、资源管理、作业管理、
问题求解环境和安全体系架构等几个方面详细介绍制造网格系统的基本构成；第8章列举了构造制造
网格的主要技术与规范；最后，第9章介绍了制造网格的一些应用与案例。
　　本书是在山东大学制造网格研究组多年工作的基础上完成的，是研究组师生共同劳动的结晶。
其中，第1、2、6、9章由刘士军执笔，第3、4章由武蕾执笔，第5、8章由潘丽执笔，第7章由郭山清执
笔，最后全文由孟祥旭、刘士军统稿。
张勇、侯杰、张倩、杨成伟等同学也承担了大量的材料组织、校对、排版等工作。
　　在本书编写过程中，曾以各种方式向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李伯虎院士、清华大学范玉顺教授、浙江
大学顾新建教授等专家咨询和请教。
在此，向所有对本书提供过帮助的诸位专家学者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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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制造网格》是一本讲述制造网格基本原理和相关技术的论著，从制造网格的原理和基本应用形
态讲起，详细介绍了制造网格的架构设计、资源管理、作业管理、问题求解环境、安全体系架构，以
及有关的实现技术与规范等，较为全面地介绍了制造网格所涉及的基本理论、实现技术和应用案例等
。
　　《制造网格》内容系统、完整，可作为高等院校相关专业本科生、研究生的教材和参考资料，也
可作为从事制造业信息化、计算机集成制造、企业IT管理等相关方向技术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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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绪论　　1.1信息时代与网络化制造　　现代意义上的“制造”概念形成于18世纪第一次工
业革命之后，它是指通过机器进行制作或生产产品，特别是大批量地制作或生产产品。
制造活动和制造技术与人类自身的形成和进步相辅相成，并在满足人类物质文明需求的过程中不断发
展，它是人类生存、生活和生产活动中一个不变的主题。
　　网络经济和经济全球化使得制造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制造业面临全球性的市场、资源、技
术和人员的竞争。
产品需求的多选择性、个性化，以及快速升级淘汰使得市场快速多变，不可捉摸，无法预测，迫使制
造企业改变经营策略与业务模式，以新的组织形式应对市场。
今天的全球制造需要企业之间有效协作，聚集多方面的制造资源，甚至是全球的制造资源和专业服务
，利用多家企业的业务优势，才能快速响应动态和不可预测的市场。
　　21世纪的制造业发展趋势可以用信息化、柔性化、集成化、智能化、知识化、敏捷化、虚拟化、
网络化、全球化和绿色化等“十化”来概述，先进制造技术发展的目标始终围绕着如何最优化配置企
业内外部资源，迅速响应市场需求，更快地生产出高质量、低成本的产品。
面对全球化、信息化的制造业环境的实际需求，许多先进制造模式如网络化制造、电子制造（e
—Manufacturing）、敏捷制造、虚拟供应链、全能制造系统等应运而生。
　　1991年美国学者提出的敏捷制造（Agile Manufacturing）就是为使企业适应这种环境而创建的新的
企业发展战略。
敏捷制造概念是通过把动态灵活的虚拟企业（或动态联盟）、先进的柔性生产技术和高素质的人员全
面集成，从而使企业能从容应对快捷变化和不可预测的市场需求，获得企业的长期经济效益，这是一
种提高群体竞争能力的全新制造组织模式，已成为21世纪制造企业的主导模式。
　　随着全球市场化、全球网络化的进程，网络制造已成为敏捷制造的一种实现形式；通过构建基于
互联网的制造系统——全球制造自动化系统，可以利用异地的资源（设备、知识、人力）来制造市场
所需产品；采用分布式计算机控制策略、集成异构设备达到信息共享与知识的协同处理，从而实现更
广泛协作的敏捷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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