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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 》

一

书的出版使
“

德国工业
”

品牌在中 国
一

夜成名 ， 各媒体均对其

进行了深度报道 ， 希望
“

工业
”

的提出能够全面解决当前工业生产中的
一

切问题 。

其实 ，

“

工业
”

是自我实现的
“

默顿定律
”

之典型 ： 其命题证明的过程即为命题构

造的过程 ； 就科技发展的趋势而言 ， 其愿景必将成为现实 。 然而 ，

“

工业
”
一

旦实

现
，
必将深深刻上德国的烙印 ， 其他各国便只能扮演其配角或品牌消费者的角 色 。 中

国作为
一

个制造业大国 ， 何不坚持创新 自己的理念 、技术和体系 ， 提出自 己的工业愿景 ，

树立 自己的工业品牌 ？

新一轮制造业革命 在发生 近年来 ， 随着科技的进步及社会的发展 ，

打印 、 机器人 、 人工智能 、 机器学 习 工业系统愈加复杂 ： 同时涉及 工程复杂性 、

等技术的普及为制造业的振兴注入了新的活 系统复杂性和社会复杂性 ， 并呈现出高度动

力
， 信息产业的迅猛发展正在催生新

一

轮的 态化 、 高度开放化和高度交互化等特征 ，
主

制造业革命 。 在德国
“

工业
”

和美 国工业 要原因在于各种新兴移动服务的发展及移动

互联网的冲击下 ， 中 国 制造业正在面临整体 终端设备的普及 已使
“

人
”

成为最为敏感的

转型升级的 重大历史机遇和挑战 。

一

定程度
“

社会传感器
”

。

一

方面 ， 人可实时 、 动态 、

上
， 制造业的变革就是利用 网络世界无限 的 灵活地参与工业制造 的各个方面 ， 促进其流

信息和智力 资源 ， 突破物理世 界资源的约束 程管理与 系统执行 ； 另
一方面 ， 人类心理的

和时空的限制 ， 利用智能技术 ， 真正将
“

人
”

复杂性 、 行为 的不确定性以及社会关系在系

纳人整个生产周期和管理体系之内 。 统中 的延伸 ， 极大地增加了工业系统中 的交

互复 杂性。 在 此情境 下 ， 融合人 机 物

： 迈向工业 于
一

体的社会信息物理系统 （

“

工 业
”

可 视 为 信 息 和 通 信 技术 将成为实现未来工

业体系 中智能企业和智慧管理 的基础 ， 成为

在 信 息 物 理 系 统
（

在联通的复杂世界中整合各种资源和价值的

中 的应用 ， 其作 为技术核心 的 有效手段
，
成为迈向平行化 、 透明化 、 扁平

各种元素早在 年完成的 《 创新 ： 科 化的移动智能制造的切实途径。

技革命与中 国的未来 》

一

书中悉数概括 ， 只是 当 前时代 ， 网络化的虚拟空间 已然成为

表述方式略有不同 。 与现实化的物理空间平行的另
一

空间 ， 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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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虚实交互的平行时代 。 如果说 ， 工业 网络结构 、 众包的社会制造服务 、 人在其中

的特征是机械化 ， 工业 的特征是电气化
，

的实时闭环反馈执行。

工业 的特征是信息化
，
工业 的特征 本 质 上

，
是 一 类 默顿 系 统 ： 遵

是 网络化
， 那么 ，

虚实交互 、 闭环 反馈 、 动 循默顿 的
“

自 我实现预 言
”

（

态执行的平行化 ， 将是工业 的最大特征 。 ， 无法对其直接控

因 此 ，
工业 亦为 平行 工业 。 简单来 制 ，

只能间接影响 。 由于
“

人
”

对工业生产

讲
，
工业 的体系结构包括 ：

一

个系统基础 ， 制造流程的实时参与 很多情况下
“

人
”

要
“

证

即 ；

—

个核心方法 ， 即 实
”

的命题 ， 其实最后 是
“

人
”

影响甚至改

变 、 构成 、 实现的命题 ， 非 自 然科学中的 因

人工社会 计算实验 平 果控制关系 ，
而是心理学上的 因果驱动关系 。

行执行 ） 方法 ；
二个体系

， 即智能企业和智 简言之
，
命题改变行为

，
意念干涉现实 ，

进

慧管理 ； 三个主题 ， 即软件定义 系统 ， 平 彳了 而 成 真 （

计算 ， 知识 自动化 ； 四 个主要特征 ， 即虚实 。 因此 ， 平行工业时代 ，

互动的全生命周期管理 、 扁平化的综合工业 如何面 向 寻找并发现隐含其 中

画

—

■ ；

圏

物流 入库 包装

图 基于众包的移动智造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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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默顿定律
”

，
进而利用

“

默顿定律
”

建模
“

默 部 ， 构建与之互动演化 、 反馈执行 、 协同发展

顿系统
”

，
成为创新工业制造系统及企业流程 的人工流程 、 人工工厂及人工企业 ， 可针对流

管理的首要任务 。 程执行管理 、 资源分配调度及企业生产制造进

行建模计算 、 生产优化以及监控预警。 在企业

使用大数据发现默顿定律 外部 ，
针对特定问题 ，

将各种各样的相关网站 、

西方管理学界有两句名言 ： 其一为现代 博客 、 论坛 、 微博 、 微信及其组合视为观察和

管理 科学 的 重要奠基人戴 明 （ 获取社会制造需求的
“

信源频道
”

和
“

传感网

所说 ：

“

除 了 上帝 ， 其他任何人都 络
”

， 可获取目标定位的工业情报和制造需求

必须用数据说话
”

； 其二为提 出
“

知识 工人 信号。 基于知识 自动化技术对需求信号进行计

和
“

信息社会
”

概 算和解析 ， 社会情报系统可输出社会化 、 个性

念 的现代管理之父彼得 德 鲁克 （ 化 、 大规模的制造需求 ， 并为企业生产和制造

所说 ：

“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法 ， 就 平台提供有效 、 准确 、 灵活的输入。

是去创造未来
”

。 动态网群组织 （

大数据的出现 ， 既为
“

默顿定律
”

的发 ， 是社会信号获取 、 社会需求定位

现提供了可追踪 、 可计算 、 可实现 的途径 ， 的关键 。 对 于移动智造体系而言 ， 可

也对虚实互动的复杂工业系统建模提出了严 直接定 义为客 户运动组织 （

峻的挑战 。 首先
，
尽管数据采集 、 解析 、 预 。 近年来 ， 众包 、 众筹等概念已广

测 的深度及广度都获得了 前所未有的提高 ， 为大众所知 。 众包源于中 国 的
“

人肉捜索
”

现

但所获数据可能存在量大却针对性不强 、 组 象 ， 可以被认为是工程化的
“

人肉搜索
”

， 而

织杂乱 、 联系微弱且稀疏的情况 ， 导致有效
“

人肉捜索
”

则是社会化的众包 。 两者可认为

信息往往隐藏在大量的噪声之中
，
而易在数 是 从不同角度的理解和认识 。 更为直白

据挖掘过程中被丢弃。 其次 ， 人对系统的闭 地说 ， 网民可通过
“

人肉捜索
”

的独立方式寻

环且动态的参与方式及线上线下的实时交互 求满足 自 己需求的制造企业 ； 而企业则可以通

方式极大增加了 系统 中人员行 为及其组织管 过众包的方式集合
“

草根智慧
”

， 高效地完成

理 的 复杂性 。 前者 从数据管理 的 角 度 ， 对 从创意提出到产品设计 、 生产 、 评价及营销等

中工业社会情报及社会制造需求 整个生产周期过程 。 因此 ， 未来智能制造环境

的有效
、
动态 、 实时监测与分析提出了新的 下 ，

一个企业是否成功
，

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其

要求 ； 后者从行为组织 的角度 ， 对平行时代 掌控 的手段和能力 。

“

平行人
”

的行为及其组织演化对于整个制造 平行工业时代 ，

一方面
，
企业可以借助虚

流程的闭环参与进行了重新审视。 实系统的平行演化及闭环反馈 ， 协同优化管理

系统内部流程执行 、 生产制造以及资源调度 。

智能企业的智慧管理 另
一

方面 ， 基于知识 自动化技术 ， 社会情报服

软件定义系统的构建和使用 ， 为企业管理 务系统实时将数据转化为客户需求 ， 快速响应

和决策提供了真实可靠的科学依据 。 在企业内 市场变化 ， 同时通过任务分解 、 快速重组 、 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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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情报系统 社会媒体平台 虚实互动

細网络空间 实际 空

图
“

社会需求
”

与
“

社会生产力
”

的无缝结合

包等方式集合小微创新和群体智慧来创造产 媒体可通过 随时随地参与到产品

品 ， 从而减少投放时间 、 增加市场份额 。 同时 ，
的 创意提出 、 设计 、 生产 、 制造

、 营销等全

网民借助物联网 、
互联网 、 移动互联网的无缝 生命周 期过程中 ，

将
“

社会需求
”

与
“

社会

连接 ，
表达 自身个性化需求及创意 ， 可全面参 生产力

”

融于一体
（
见图 。

“

想法到产品
”

，

与产品创新的整个生产制造流程 ， 实现实时化 、

“

需 求就是捜索 ，
捜索就是制造 ， 制造就是消

个性化 、 大规模的
“

灵敏
”

移动
“

智造
”

。 费
”

将成为现实 。

从社会 的角度来看 ， 智能制造的
“

智慧

展望 之源
”

来 自于社会微观个体的协同创新 ， 来

一定程度上
，
新一轮工业革命中 的智能 自于人工智能 、 先进制造 、 机器学习 等技术

制造就是综合利用捜索技术 、 先进的生产制 的广泛使用 ， 来 自于 资源的深度开发和

造技术 、 社会服务应用 （ 社会媒体 ） 及泛在 充分利用 ， 来 自 于虚实平行互动 、 实时反馈 、

的移动终端设备 ， 通过众包等方式让社会民 移动可视化的工业管理体系的切实应用 。 不久

众充分参与产品的全生命周期生产制造过程 ，
的将来

，

一个企业的竞争力 和实力 ，
很大程

实现实时化 、 个性化 、 大规模创新和
“

敏捷 度上可能并不取决其外在规模与资产的大小 ，

移动智造
”

， 或称社会智造。 而取决于其掌控 的手段和能力
，
取决

基于 以
“

互联 网
”

为 途 径 ， 于其对虚实互动的认识 、 实践和效率 ， 取决于

以平行为方法 ， 深度开发虚拟空间并充分利 与其伴生的人工企业之规模和深度 。 工 业化

用其数据资源 ， 是中国制造走向
“

中国智造
”

和信息化的深度融合必将是平行工厂 、 平行

的必 由之路。 借助泛在的移动终端设备 与各 企业 、 平行制造的应用和普及 ！

种社会媒体服务 ， 消费者 、 企业 、 商家甚至 作者单位 ：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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