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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深刻阐述了工业企业“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内涵和引导体系框架，提出一套总分结合的两
化融合评估体系，依据2010年度工业企业两化融合评估的理论研究和具体实践成果，客观描述了基于
钢铁、化肥、重型机械、轿车、造纸、棉纺织、肉制品加工等7个重点行业测评数据的两化融合发展
现状和各行业两化融合发展水平，梳理出促进各行业两化融合发展的关键点，挖掘出一批标杆企业和
典型经验，提炼了行业两化融合的最佳实践和成功经验。
全书具有理论研究前沿、数据案例真实、成果提炼可推广等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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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发展方式较为粗放　　现阶段，我国重型机械行业发展方式仍然以粗放型、外延式为主，行业
过分依靠投资的增加、资源能源消耗的增加以及土地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来实现产业增长
。
重型机械行业的增长主要依靠“量”的扩张而非“质”的提高，尚未切实转变到依靠科技进步、劳动
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等内涵式发展的道路上来。
　　4.成本控制难度较大　　目前，我国重型机械行业产品生产方式以单件、小批量为主，原材料所
占成本比重大，产品制造过程复杂，生产过程管控困难，生产周期普遍较长。
我国重型机械产品通常是根据订单组织生产，产品生产成本需在完成产品设计、工艺编制，形成物料
清单、工艺线路、工时定额后才能确定，成本核算数据量较大，生产过程中不确定因素较多，从而导
致成本控制困难。
　　5.经济效益不够理想　　现阶段，我国重型机械制造企业管理水平较低，管理方式粗放，普遍采
用台套计划的方式进行管理，为保障按时交货，企业往往以产品最长生产周期作为构成产品各种物料
的采购提前期和生产提前期，而过分夸大的提前期造成企业库存和在制品储备高，流动资金占用比例
较大，再加上近年来原材料价格波动大，企业信息化水平偏低，产品档次不高、附加值较低，现代制
造服务业发展尚处于起步推进阶段，使得生产企业经常处于低效率、低效益运行的状态，成本控制不
力、流动资产周转率较低，经济效益不够理想。
　　5.1.3重型机械行业两化融合发展需求　　随着世界传统制造业逐步向广义的“大制造业”转变，
信息化、服务化、高精尖化成为其发展的三大趋势。
为迎接全球化竞争的严峻挑战，我国传统重型机械制造业亟须用信息技术加以改造提升，从而提高行
业综合竞争力。
　　重型机械行业属于典型的离散制造业，生产方式以单件、小批量为主，具有产品多样化、新产品
开发风险大、工艺要求高、制造过程复杂、生产周期较长等特点。
这些行业特点使得重型机械行业在提升产品研发设计能力、提高生产效率、保障产品质量和可靠性、
控制生产成本、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等方面困难重重。
我国重型机械企业亟须通过推进两化融合建设来解决这些问题。
　　1.重型机械行业亟须通过两化融合提升研发效率和成功率　　重型机械行业产品普遍价值较高，
原材料所占产品价值比重大，新产品开发投入大、耗时长、风险高，亟须通过推进两化融合建设，实
现研发设计信息化，应用有限元分析和三维建模动态仿真分析等软件技术，提高研发设计的效率和成
功率，同时减少试验中的物耗，降低研发设计成本。
　　2.重型机械行业亟须通过两化融合提升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　　重型机械行业产品制造过程复杂
，生产周期较长，亟须通过推进两化融合建设，实现制造过程的自动化和数字化，实现生产过程管理
的实时化和透明化，实现成本管理的可控化和可追溯化，从而切实提高生产效率，提升产品质量和性
能。
　　3.重型机械行业亟须通过两化融合提升企业经营管理水平　　目前，我国重型机械制造企业现代
化管理水平较低，管理方式粗放，亟须通过两化融合进行业务流程优化和再造，提高企业经营管理水
平，为企业高层提供快速准确的决策支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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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工业企业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评估研究与实践（2010）》研究内容具有较强的理论创新性、深
入的应用实践性，数据案例准确充实、结论分析深刻、论述严谨有力，成果对于推进两化融合、加速
工业转型升级具有较强的指导性和引导性。
《工业企业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评估研究与实践（2010）》可供各级政府部门、行业组织、研究院所
、企业等有关单位和个人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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