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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信息技术是20世纪中对制造业影响最大的技术之一。
以信息化带动T业化，大力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
制造业信息化是工业信息化的重要内容之一。
　　企业普遍需要制造业信息化方面的人才，这类人才应该具有较深入的T程知识和技能、较全面的
计算机知识、一定的企业管理知识。
　　制造业信息化实施难度很大，需要总结以往的经验，加强制造业信息化方法论的学习。
同时，制造业信息化在目前还处于发展阶段，有许多相关的理论和方法尚待进一步研究与发展。
　　在工业工程专业和机械工程专业的课程中，虽然与制造业信息化相关的课程不少，如管理信息系
统、生产计划管理、供应链管理、CAD、CAM、制造自动化等，但缺少一门对制造业信息化进行全景
式的描述性课程。
　　而《制造业信息化导论》就是一门关于制造业信息化方法、技术与系统的入门课程。
其特点主要是：　　（1）从产品技术信息化、企业管理信息化和知识管理信息化的角度介绍各种信
息技术和系统。
　　（2）集成是制造业信息化中的关键。
以制造业信息化中的功能、信息、组织、过程、知识、系统等方面的集成为主线展开讨论。
　　（3）从制造业的发展趋势、从国家的制造业信息化战略和计划的高度介绍制造业信息化的技术
和系统及发展趋势。
　　（4）注重利用各种模型，如功能模型、过程模型、信息模型、组织模型和知识模型等，帮助了
解制造业信息化的内涵。
　　（5）特别强调产品和过程合理化及其与信息化的关系。
　　（6）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制造业信息化实施方法，如知识转移、软件大批量定制、社会一技术系
统设计等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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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对制造业信息化的发展概况、技术体系、人才培养、建模方法、集成技术、合理化方法、实施方
法以及产品技术信息化、企业管理信息化和知识管理信息化等作了全面和系统的介绍和分析；并综合
应用自然科学、人文和社会科学、工程技术和管理学等领域知识，对制造业信息化的主要方法、技术
、系统、产品、案例等进行了分析、研究和评价。
本书的特点是内容新颖、案例丰富、系统性强。
    本书的目的是使读者能够对整个制造业信息化的现状和发展趋势有比较清楚的了解，掌握对制造业
信息化进行分析、建模、优化和实施的方法和理论，掌握制造业信息化的系统工程方法，使读者对制
造业信息化有比较完整和系统的了解，帮助读者在开展制造业信息化时能从系统和全局的角度分析和
解决问题。
由于制造业信息化涉及内容十分庞大，本书对制造业信息化中的具体技术内容，仅给出比较粗略的介
绍。
其他相关教程将给出这些技术的细节。
    书中吸纳了国内外制造业信息化领域著名企业及专家学者的先进理念、思想、管理模式，也包含了
作者课题组10多年来在制造业信息化方面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
    本书可供机械、工业工程、管理和计算机等专业的研究生、本科生和工程技术及管理人员阅读和参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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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信息化是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必然选择　　我国现阶段的工业化水平，总
的看来尚处于较低的层次。
例如，我国虽然能够生产2500多种金属切削机床，但代表高技术高附加值的数控机床却仅占2.8 ％，而
日本和德国则分别为30％和50％。
同时，我国工业信息化程度较低，全国的国有大中型企业中全面实现计算机辅助设计（CAD）和管理
信息系统（MIS）的企业不足10％。
　　为了摆脱我国工业的困境，迫切需要应用信息技术来武装以国防现代化装备制造、重大工业装备
制造等为核心的制造业。
　　2.信息化是应对经济全球化的必然选择　　中国加入WTO后，我国企业直接面对国内竞争国际化
，国际竞争国内化的双重挑战，但我国工业的国际竞争力相当薄弱。
在有49个国家和地区参与的国际竞争力评估中，中国排名平均在30位左右。
除了科技投入与创新能力不强外，一个关键原因就是我国工业化水平低，信息产业等高技术产业不发
达。
此外，从商品进出口结构来看，我国每年出口的产品中，原材料和初级产品占了很大比重，而高附加
值产品所占比重较低。
另一方面，我国每年进口中70％都是用来购买国外的生产线和机械化、自动化设备。
由此可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和升级换代既关系到我国工业自身实力的提高，
也关系到我国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
　　许多跨国公司应用信息技术实现了设计、制造、管理和经营的一体化，加强了在国际市场上的垄
断地位。
例如，美国波音公司在波音777客机的研制中，由于采用了先进的产品开发设计技术，使开发周期从过
去的8～9年缩短到4.5 年（缩短了40％以上），成本降低了25％，出错返工率降低75％，用户满意度也
大幅度提高。
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应用信息技术，将轿车的开发周期由原来的48个月缩短到了24个月，碰撞试验的次
数由原来的几百次减少到几十次，应用电子商务技术降低销售成本10％。
信息技术已经成为带动制造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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