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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协智能制造学会联合体

进展情况月报
2022年 6月

一、当月总体进展情况

1.战略咨询

智能制造“双十”科技进展：积极动员联合体 15家成员学会，

多渠道推动 2022智能制造科技进展征集工作。

征集“制约智能制造发展的重大问题”：面向联合体各成员学

会开展“制约智能制造发展的重大问题”的征集工作。

2.技术交流

科协年会分论坛：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办，

中国科协智能制造学会联合体、湖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沙市科学

技术协会、株洲市科学技术协会、湘潭市科学技术协会承办，湖南

省仪器仪表学会、山河智能装备集团协办的第二十四届中国科协年

会“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论坛”于 6月 25日在湖南长沙北辰国际

会议中心召开，来自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的代表约 50人线下参加

论坛。

世界智能制造大会分论坛：面向联合体成员学会开展世界智能

制造大会分论坛的申报工作。

3.国际智能制造联盟（筹）

开展国际科技社团研究工作：对 10家国际科技社团开展了研究

工作，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国际组织的基本情况、业务范围、组织机

构、会员情况、开展的活动等，对国际联盟的运行提供了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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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 ICIM中美德发起单位三方交流会：2022年 6月 20日，

ICIM中美德发起单位三方交流会在线召开。中国科协智能制造学会

联合体秘书长张彦敏、美国机械工程师学会全球公共事务总监 John

Hasselmann、美国机械工程师学会北京代表处项目专员孙媛媛，德

国机械设备制造业联合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 Claudia Barkowsky、

德国机械设备制造业联合会北京代表处副总经理温斌等 9人出席会

议。会议主要沟通了国际联盟正式注册的进展情况，探讨了注册成

立 ICIM 对各参与方的价值以及 ICIM 的目标与规划。 John

Hasselmann先生和 Claudia Barkowsky女士均表示感谢中方牵头召开

此次交流，并分别提出了各自关注的问题以及建议。

组织召开 ICIM工作讨论会：ICIM工作讨论会于 2022年 7月 5

日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会议由周济院士主持。会上主要汇报了国

际联盟注册的进展情况、《2022 智能制造报告》（英文版）、

“2022世界十大科技进展”、“2022智能制造技术路线图”、2022世界

智能制造大会”的进展情况并对遇到的问题进行了讨论。

《智能制造报告》（英文版）：对已收回的稿件进行审查。

4.自身建设

为推动成员间的大联合与大协作，积极筹划“联合体创新发展

座谈会”的工作。

二、重点推进情况（新闻稿）

1.第二十四届中国科协年会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论坛成功举办

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办，中国科协智能制

造学会联合体、湖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沙市科学技术协会、株洲

市科学技术协会、湘潭市科学技术协会承办，湖南省仪器仪表学会、

山河智能装备集团协办的第二十四届中国科协年会“先进制造业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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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发展论坛”于 6月 25日在湖南长沙北辰国际会议中心召开，来

自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的代表约 50人线下参加论坛。论坛同期进

行网络直播。

论坛现场

近年来，湖南大力推进制造强省建设，立足长株潭地区，重点

培育工业新兴优势产业链，装备制造行业跃升至万亿级水平，已经

形成了一批优势产业集群。其中，工程机械、轨道交通装备等已成

为湖南制造乃至中国制造的亮丽名片。此外，中小航空发动机及航

空航天装备也加快向世界级产业集群迈进。本次论坛聚焦湖南装备

制造业，以“智能制造赋能先进制造业转型升级”为主题，邀请院

士、专家以主题报告及高端对话的形式解读智能制造发展趋势、相

关技术、解决方案及具体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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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仪器仪表学会常务理事、国防科技大学教授杨俊

中国科协智能制造学会联合体常务副秘书长、中国仪器仪表学会名誉副理事长吴幼华视频

致辞

上午论坛由中国仪器仪表学会常务理事、国防科技大学教授杨

俊主持。中国科协智能制造学会联合体常务副秘书长、中国仪器仪

表学会名誉副理事长吴幼华代表承办单位以视频方式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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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忠仪表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马玉山

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忠仪表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马玉山做了主

题为《企业智能制造》的报告，介绍了吴忠仪表智能制造的实践案

例。他表示，智能制造不能只靠软件，要软硬兼施，在技术、物料、

装备、制造、管理 5个维度全面实施的基础上，向自动化、数字化、

信息化、精益化、柔性化、网络化、可视化和智能化八个方面推进。

他认为，智能制造的终极目标是实现质量更好、成本更低、效率更

高和效益更好。他指出，只有通过智能制造才能全面提升产品质量、

降低产品成本、提升生产效率、提升企业效益，实现制造环节的蝶

变。

加拿大工程院院士、华中科技大学教授沈卫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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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工程院院士、华中科技大学教授沈卫明分享了以《智能

制造赋能中小微制造企业转型升级》为主题的报告。他表示，智能

制造不是简单以机器替代人，而是提高效益、提高质量、保证安全、

保护环境。目前，我国 4842万企业中，99%是中小企业，而中小微

企业增长快、贡献大，活力足，中小微企业对中国经济发展至关重

要。他提出，对于中小微企业，需要研发和推广低成本的智能制造

技术，同时要注重中小微企业参与产学研合作，中小微企业智能制

造转型思路，第一步是先实现数据采集与可视化，并对数据进行分

析，来指导生产制造。

俄罗斯工程院外籍院士、苏州大学教授孙立宁

俄罗斯工程院外籍院士、苏州大学教授孙立宁分享了《机器

人与智能制造创新发展与生态建设》为主题的报告。他介绍了工业

机器人及个人服务机器人的现状及未来发展方向，工信部“十四五”

机器人发展规划，以及苏州“十四五”机器人产业的整体规划。他

指出，我国制造业智能化升级与数字化转型处于战略机遇期；机器

人向高性能、智能化方向发展，与人工智能、互联网、大数据、3D、

新材料等技术融合，应用领域不断拓宽；面向战略新兴产业和区域

特色产业转型升级，加强基础理论、关键技术与集成应用创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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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创新，打造创新生态，实现机器人与智能制造技术与产业可持续

协同创新发展。

北京交通大学副教授朱明皓

北京交通大学副教授朱明皓以《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推动全

社会数字化转型》为主题，他从数字化转型是社会经济的动力轴、

制造业是数字化转型的主战场、数字化转型典型案例、智能制造主

要内涵及智能制造“十四五”重点任务等五个维度展开介绍，凸显

了在当前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推动全社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性和

意义。

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物联网研究中心主任高工郭楠以

视频报告的方式分享了《标准加速推动智能制造发展》为主题的报

告。他在报告中介绍了国际智能制造标准化工作概况，以及我国智

能制造标准化工作情况。据介绍，截止目前，已经发布和正在制订

的智能制造标准，实现二级目录全覆盖，三级目录覆盖率达到了

75%。从 2018年以来，根据国家智能制造体系要求，细分行业开展

本行业的智能制造标准体系的规划和研究制订工作。目前船舶、建

材、印刷已经发布了本行业的智能制造体系标准，未来一段时间，

钢铁、纺织、汽车将陆续发布，推动各个行业应用的标准研制。



8

下午论坛由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咨询处处长田利芳主持。

英麦尔科技公司首席执行官吴兴

英麦尔科技公司首席执行官吴兴分享了《数字化供应链协同》

的主题报告。他表示，应用好数字化供应链协同可以给企业带来效

益的提升，平衡需求和供应，从而达到零库存。目前，数字化供应

链协同平台 Supply Force可以实现供应链过程可视，实现人与人、

部门与部门、企业与企业的协同，建立数字时代下的产业社区体系。

他详细介绍了鞋服行业应用 Supply Force的案例。

常熟开关制造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总工程师管瑞良

常熟开关制造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总工程师管瑞良以常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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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关的智能制造转型为案例，分享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实践及经验。

常熟开关从 2000年开始实施数字化转型，坚持自主性、开发性和实

用性的工作理念，实现设计平台化、制造智能化、管理数字化。他

表示，在打造数字化车间过程中，要从精益化、工艺流程优化、数

字化自动化制造、现代设计制造及智能化物料管理等五大方面协同

实现。

高端对话现场

论坛最后是高端对话环节，长沙智能制造研究总院原常务副院

长贺军，中国仪器仪表学会智能制造推进委员会秘书长于美梅，英

麦尔科技公司首席执行官吴兴，常熟开关制造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

理、总工程师管瑞良参加对话。

对话围绕“当前的国际形势下对我国智能制造发展的影响”

“数字供应链协同对中小企业的价值”“精益化制造和数字化制造

的关系”“数字化转型给企业带来的变化”“长沙市智能制造发展

情况及十四五智能制造发展重点任务”等问题展开，各位专家各抒

己见，充分表达观点，给参会者带来许多启示，受到与会代表的欢

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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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下月工作计划

1.战略咨询

持续推动 2022智能制造科技进展征集工作。

对各成员学会推荐的“制约智能制造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形

式审查，组建初评专家委员会，并计划本月组织台开初评会议。

2.技术交流

科协年会分论坛的会后总结工作。

3. 产学融合

继续与试点城市企业建立联系，征集企业需求，探讨服务方向

与方式。

4.国际智能制造联盟（筹）

继续推进国际智能制造联盟的正式注册；积极推进”2022世界

智能制造大会”分论坛的策划工作；启动《智能制造报告》（英文版）

的编辑工作；根据工作需要召开工作会议。

5.自身建设

联合体视频宣传片的策划工作。

推进“联合体创新发展座谈会”的各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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