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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云制造，是在&ldquo;制造即服务&rdquo;理念的基础上，借鉴了云计算思想发展起来的一

个新概念。云制造是先进的信息技术、制造技术以及新兴物联网技术等交叉融合的产品，是

制造即服务理念的体现。采取包括云计算在内的当代信息技术前沿理念，支持制造业在广泛

的网络资源环境下，为产品提供高附加值、低成本和全球化制造的服务。  

 

 

      云制造为制造业信息化提供了一种崭新的理念与模式，云制造作为一种初生的概念，其未

来具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对于云制造的研究与实践工作的开展，需要依靠政府、产业界、学

界等多方联合与共同努力，云制造的应用将是一个长期的阶段性渐进过程，而不是一蹴而就

的项目工程。对于业界的广大制造企业而言，当前迈入云制造仍具有一定门槛。这首先要求

制造企业具有良好的信息化基础，已经实现了企业内部的信息集成与过程集成。

      云制造的未来发展仍面临着众多关键技术的挑战，除了对于云计算、物联网、语义Web、

高性能计算、嵌入式系统等技术的综合集成，基于知识的制造资源云端化、制造云管理引擎

、云制造应用协同、云制造可视化与用户界面等技术均是未来需要攻克的重要技术。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17-2022年中国云制造市场深度调查与投资前景分析报告》共

十章。首先介绍了云制造相关概念及发展环境，接着分析了中国云制造规模及消费需求，然

后对中国云制造市场运行态势进行了重点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云制造面临的机遇及发展前

景。您若想对中国云制造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该行业，本报告将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

工具。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数

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市

场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据

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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