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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提纲

一、白皮书的内容框架

二、重点观点与内容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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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内容简述

（一）后疫情时期数字化转型的挑战与机遇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移动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科
技在疫情防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云办公”“线上经营”“智能化
制造”“无接触生产”，“互联网 ”、数字经济的新模式新业态快速发展。这既是疫情倒
逼加快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的结果，也代表了未来新的生产力和新的发展方向，必将成为我
国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创新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途径。

•加快推动经济社会数字化智能化升级刻不容缓；
•充分发挥国有企业在数字化智能化升级行动中的中坚作用；
•努力形成共同推进数字化智能化升级的良好格局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是十四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开局之年，是新冠肺炎疫情后影响集中体现和爆
发之年。2021年也是行业行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分水岭之年，转型好的企业会加速迈向成功，转型差的企业在寻求生存或逐
渐消失。无论行业用户和ICT解决方案商都要深刻理解2021两会政府工作报告带来的影响，打造客户洞察能力、组织创新
能力、技术架构能力、生态系统能力，加速实现规模化创新，成为未来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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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这场大考也反映出在数字化转型层面的三大瓶颈问题

第一，本次疫情反映出新基建需要夯实基础。

目前看来，“一网通办”尚未形成闭环，而同样以
数据驱动作为根基的“多网”——5G、物联网、
工业互联网等信息基础设施仍处于融合进行时状态，
尚未形成“一网通办、多网融合、网网通办、一网
统办”的合力。

第二，本次疫情反映出产业链和供应链需要“固本
强筋”。此次疫情对“环环相扣”的产业链供应链造成
的影响之大、范围之广超出了大部分企业的预期和经验。
一旦在全球范围内有任何一个环节发生中断，就会造成
整个上下游企业的巨大损失。产业链供应链作为经济的
生命线，其重要性前所未有。“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已上升为国家战略问题，不仅是应对风险挑战的关键之
举，更是着眼长远，赢得发展主动权的重要手段。

第三，本次疫情反映出药企的数字化转型任
重道远。作为国民经济中的“头部企业”，
药企在此次疫情中做出了积极和巨大的贡献，
但同时也发现了很多问题。从顶层设计、架
构建设、技术集成到运营维护，数据整合、
分享、提炼、再利用、安全、管控等各种困
难接踵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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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谋变、科技赋能、智领未来

• 企业发展已经从如何快速地获取“政策、市场、⼈⼝、模式”红利的蓝海增⻓模式

进⼊到⼀个竞争更加充分的、更规范化的、考验管理等⻓期实⼒的红海经营模式；

• 针对众多企业⽽⾔，这意味着即将进⼊加速淘汰或者加速升级的阶段；

• 对企业⾯对“变化”所具备的战略⾼度、敏捷程度以及执⾏能⼒的⼀次检验；

• 数字化转型和重塑过程中建⽴了何种程度的数字化能⼒；

• 能⼒是否在规模、速度和程度上⾜以⽀持企业持续的数字化重塑？思考企业重塑的

⽅向和未来，直⾯危机之后新数字经济时代的机遇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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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集成是外部商业模

式数字化

端到端集成是形成企

业平台生态数字化

• 本质上是整合了产业的资

源和能力为客户服务，目

的是赋能创收、发展增量；

是打造产业及平台。

而平台发展的终极阶段，也

就是孵化变量、共创共赢的

阶段，这就是生态级的平台，

目的整合行业和社会的资源

和能力为全行业及社会服务。

内部集成基本涉及内部

运营管理数字化
• 主要是整合企业自身的资源和能

力为自身服务，目的是降低成本，

提高效率、盘活存量；

（二）数字化转型的内涵及策略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内涵：企业上云数字化转型是企业战略层面的概念，它并不是追求眼前效益的机灵战术。其本质，是通过数字
技术和数学算法显性切入业务流，形成智能化闭环，使得企业的生产经营全过程可度量、可追溯、可预测、可传承，重构了质量
、效率、成本的核心竞争力 。

ü 平台驱动的持续创新⼒：打破边界，整合共享；
ü 平台已经成为业务增⻓和创新的主要来源；
ü 平台在短时间内跨越各种边界，⾼效有序地组织、调动、整合了社会各类相关资

源，并帮助有效地分⼯协作。 



创新、数字化、组织力成为企业转型关键所在

未来企业创新可根据自身的能力和战略而选择跨越式和渐进式发展；

卓越生产之于企业的意义有三重，谋生存必须掌握的能力，取得市场竞争
优势的利器，站在世界舞台的战略重点；

数字化的升级将全方位引领企业的革命，生产供应链和商业模式将是理想
的切入点；

组织力是企业的内生凝聚力和驱动力，体现在企业对组织架构、业务流程、
考核激励、人才能力、文化价值等组织和管理维度的选择，它由内而外作
用于企业的方方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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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数字化转型痛点

缺乏战略 缺失转型的文化 数字化人才奇缺
没有依托合适的

技术平台
顶层设计能力

薄弱

如果企业的决策者没有意

识到数字化转型的急迫和

重要性，那么企业数字化

就没有成功的可能。数字

化转型中的领导力和问责

制意味着，数字化转型必

须由最高层支持和授权。

很多企业在推进数字化

转型进程中，并没有赋

予企业文化新的数字化

内涵，这样没有充分准

备的开始会带来后续一

系列强大阻力，进而导

致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失

败。

缺少顶层设计的数字化

转型必然不会成功，认

为数字化就是上系统，

改善某条业务线，跟着

纯硬件供应商或没有行

业经验的开发商去搞数

字化的企业，很容易把

数字化转型做成信息化。

缺乏数字化人才、数字

化人才不仅仅是来自技

术部门，而更多来自与

客户交互的部门。

业务快速多变，数字化

系统需要稳定扩展与平

滑演进。封闭的系统会

严重阻碍数字化转型。

一个笨重、呆板的技术

平台，难以敏捷、快速

响应数字化时代的客户

需求。合适企业的技术

平台发挥着“操作系统”

的重要作用。



（四）混合云：服务最全、体验一致的混合云，数字化转型的最佳解决方案

多云管理，资源整合

集成华为云全部服务和生态

支持多云精细化管理，兼容

AWS/Azure

跨云协同，业务创新

混合云AI推理平台，AI算法/模型

混合云DevOps，促进业务快速上线

业务连续，多云安全

混合云灾备，提供企业级业务连续性

线上线下全方位安全保护

企业云 公有云

AWS Azure

天翼

云

VMware Hyper-V PowerVM

混合云管理“云联邦”

全量服务接入、统一精细管控

多云统一运营，多云统一运维

推理 训练

生产部
署

开发测
试

生产站
点

灾备站
点

AI

DevOps

灾备

应用 应用Market Place

混合云AI

混合云管理

混合云DevOps

混合云B2B



云+AI+5G使能工业互联网混合云平台

IEF边缘引擎

边缘IoT 边缘ROMA 边缘数据服务 边缘视频分析 AI推理引擎

FusionCube系列 Atlas系列 AR网关 行业网关

数据运营平台DAYU

行业智能体模板

通用AI平台Modelarts

行业数据
治理

容器平台

微服务平台

DevCloud

集
成
平
台
R
O
M
A

集成制造平台

工业App
开发

工业App
运行

边缘
软件

边缘
硬件

工业现场
设备 石化

设备
冶金
设备

工业
机器人

数控
机床 贴片机

石
化

机器
人

冶
金

模
具

通
信

…

传感 / 执行 / 控制 / 检测 / 物流 / …

工业App
聚合互联 工业

智能体

工业数据
运营

工业平台
与App

环保治理

智能MES

石化工厂建模

质量分析

质量管理

冶金质量建模

工艺优化

智能运维

故障机理

设计协同

生产调度

智能调度

智能装联

设计制造协同

产线模型

应用聚合平台

数据
接入

IoT平台IEF平台 DIS 数据
存储

数仓RDS 时序 对象

行业可视
化模板

行业算子 行业模型

工
厂
外

q边云协同，满足工业实时性场景要求

q世界领先的5G解决方案供应商，已获得50+份商

用5G合同，全球基站发货超15万个

q参与50%以上的NB-IoT/eMTC商用网络建设

q工业应用平台：全方位赋能工业应用的开发、部署、

运行、聚合、集成等各环节

q业务组件化、服务化。服务实现研发、设计、仿真、

生产数据同源

q混合云实现数据要素的云间流动，从而使服务实现研

发、设计、生产、营销的全供应链协同

AI
q端边云全栈全场景AI解决方案

q硬件：单芯片AI算力最高，Atlas全系列AI硬件平台

q软件：AI开发平台ModelArts训练、推理双料第一

5G

云服务

5G NB-IoT eLTE网络

工
厂
内

TSN

工业智能体

AI

联接管理平台

5G

工业应用平台

云服务



数采网关

Modbus,
OPC UA, 
MQTT, 

MQTT

设备

边缘IoT

IEF边缘引擎

AI推理 行业
模型

行业协议

数采网关

Modbus,
OPC UA, 
MQTT, 

MQTT

边缘IoT

IEF边缘引擎

AI推理

行业协议

…

资源管理
运维管理

业务协同
数据协同

Atlas服务器 FusionCube一体机 通用服务器

Atlas服务器 FusionCube一体机 通用服务器

端 云（厂外）边缘（厂内）

AI模型推理与训练协同

智能协同 数据协同
数据的采集与存储、分析、挖掘协同

资源协同
计算、存储、网络、虚拟化资源的协同管理

应用协同
应用部署、运行与开发、编排、管理协同

工业视觉检测

预防性维护

环境检测

人脸识别

……

行业
模型

……

公有云

工业智能 工业应用

智能边缘平
台IEFaPaaSIoT平台

联接管理

5G基站

5G基站

工业智能体 联接管理平
台

工业应用平
台

工业智能体（CPS）通过端边云协同将混合云服务延伸到本地并持续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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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数据生产力从数字化力的三维度构建

u 数字化力可以从洞察力、协同力敏捷力三个维

度进行测度。

u 基于这三种原子能力，可以构建一个数字化力模型。

算力+数据+算法

实现三大集成
l 垂直集成
l 水平集成
l 端到端集成

 数字化力模型

以客⼾体验为中⼼的能力：洞察的决策⼒、智能的应变⼒、持续的创新⼒、
永续的运营⼒和敏捷的执⾏⼒。 



数字化转型的策略

O

O

1、数字化转型要做成“一把手”

数字化转型是企业的自我革命，单凭CIO等职业

经理人的能力是不够的，需要董事会的充分授权，

将数字化战略或数字化转型作为公司长期愿景、

公司核心战略，并授权公司经营高管进行落实。

这是数字化转型的重要保障。

3、选好工具，云平台助力数字化转型

在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突出特征的新一

轮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云平台发挥着“操作系

统”的重要作用。我们需要通过建一个统一的云

平台，可以让技术融合、数据融合、业务融合。

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一个核心的云平台加上大数

据和人工智能的组件来助力。

2、统一思想，形成数字化转型的公司文化

数字化转型需要充足的准备和规划，需要持

久的动力。通过培训、宣传影响各个部门的

核心人物对数字化的认识和认同是数字化转

型成功的强大动力。数字化转型负责人积极

影响公司各个层面关键人物数字化的认识。

4、以客户体验为入口，以服务客户为核心

数字化转型围绕客户开展。企业应该围绕如

何改变消费者生活来构想数字化转型。经营

企业需要通过创新的方式，以数字化渠道来

吸引客户，提高客户的参与度、满意度、盈

利能力。



（六）数字化转型的能

力构建

能力建在组织上

组织建在流程上

流程建在云端上

管理制度化 制度流程化 流程信息化

        为提升管理水平，企业必须形成管理制度化、制度流程化、流程信息化

ü 管理制度化：大多数企业编制了较为完备管理制度，每年都会对制度执行情况

进行评估，同时根据实际的管理需要对制度的进行新增、修订和废止。

ü 制度流程化：企业出台相应的业务流程管理工作规范制度

ü 流程信息化：为固化业务流程的执行，企业应该数字化转型过程中落地业务流

程IT化。



集成化

• 建立数据集成平台，关注数
据标准和数据管控，最终实
现统一、标准和高质量的数
据；

• 重点通过领域建模，统一数
据的标准；

服务化

• 打通应用之间的壁垒，支撑
业务的协同和整合；

• 基于SOA的理念，构建应用
集成平台，强调服务的标准、
重用和管控，确保系统间高
效的集成；

流程化

• 借助流程集成平台能力实现
业务流程的可视、可控及可
考，并能够有效支撑业务流
程的持续优化；

• 能够支撑端到端核心业务流
程的IT落地和实现；

业务流程创新

流程
集成

服务
集成

数据
集成

核心
业务
系统

SAP MO
M PLM SRM

CRM FSS WMS ……

数据标准 原数据管理

数据转换 数据清洗

服务注册 服务发现 服务查询

服务路由 服务监控 服务编排

OTD 项目管理 采购流程

流程建模 流程引擎 规则引擎

企业云平台：集成架构+服务基础平台



数字化

HR

业务和IT服务共享平台、统一的数据底座

客户 消费者 供应商合作伙伴

对外
通过与客户交易过程数字化，实现用户体验和提高

客户满意度

…
在线

支付

在线

营销

在线

交易

实时

物流

在线

服务

对内
各业务领域数字化、服务化，打通跨领域的信息断

点，达到领先于行业的运营效率

面向市场创新

的主业务流

面向客户

的主业务流CRM+

数字化

研发

数字化

营销

数字化

供应

数字化

交付

数字化

服务

数字化

财经

（七）数字化转型愿景：
      客户体验简单高效，内部运营敏捷，领先对手一步ROADS体验，成

以客⼾体验为中⼼ ，培育洞察力、协同力、敏捷力的数字化力

• 洞察的决策⼒ • 智能的应变⼒    
• 持续的创新⼒ • 永续的运营⼒  
• 敏捷的执⾏⼒



云+AI+5G驱动
战略

以客户为中心
数字化力打造

四部曲的方
法论

服务化/场景化

混合云方案

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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