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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互联网体系架构1 .0回顾

工业互联网体系架构2.0方案

发展与展望



体系架构：定义、指引、协同

以体系架构引领工业互联网技术、产业、应用协同推进、互补创新



工业互联网体系架构1.0凝聚共识，指导多层面
工作推进

工业互联网体系架构1.0

（1）产业确立共同语言

“标准+技术体系”

（2）行业找到实施路径

“垂直行业实施架构”

“测试床”“产品名录”

（4）企业/园区了解实施效果

“成熟度评估”

（3）市场找到解决方案

网络、数据、安全已成为目前中国工业互联网的方法论



新技术与实施落地需求驱动体系架构向2.0发展

工业互联网

体系架构1.0

工业互联网

体系架构2.0

融入新技术原理
拓展垂直领域

丰富细化要素
强化产业指导

构建完整体系
加强国际对接

进一步突出数据作用
通用性扩展至产业互联网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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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架构2.0融合工业、软件、通信等方法论

体系架构2.0工业架构方法论

1、综合化

• 融合工业、软件、通信方法论

• 体现网络、数据、安全综合领

域和关键系统

 流程化：强调生产流程、关键活动

 层级化：强调从小到大的垂直层级范围

 标准化：强调关键标准支撑与系统映射

RAMI4.0

软件架构方法论

 体系化：强调技术、应用等多视角描述

 需求化：强调需求牵引系统流程构建

 数据化：强调数据作用与数据流动

通信架构方法论

 组件化：强调核心组件与功能域的抽象

 交互化：强调网络接口交互与连接关系描述

2、价值化

• 需求导向，流程引领

• 定义核心功能，明确系统实施

3、结构化

• 面向数据流，以数据贯穿

• 自顶向下、层层映射、逐步求精

智能制造系统视图

系统和软件工程
架构标准

IIRA

ISO/IEC 30141  
《物联网参考架构》

ITU-T Y.2060
《物联网概述》建议书



三大视图构建核心理念、流程和框架

功能视图

业务视图

实施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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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确系统实施对象、层级与范围

✓ 明确关键技术、系统、软硬件模块及相互关系

✓ 确立实施场景数据流、控制流等信息流动

导向

导出

问题：
工业互联网能带来哪些价值？
企业为此需具备哪些能力？

问题： 需要哪些功能来支撑上述业务实现？

✓ 确立核心功能模块与交互关系

✓ 明确核心功能作用范围

✓ 网络、数据、安全功能视图

问题： 如何实际应用部署以实现上述功能？

✓ 梳理应用侧业务需求与核心流程

✓ 明确工业互联网价值，导出五类关键能力

✓ 确定可组合的四大应用模式和适用场景



业务视图：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支撑

工程师

智能化生产

网络化协同

服务化延伸

规模化定制
应
用

赋
能

支
撑

商业层：面向企业主体，确立企业

愿景、战略方向和战术目标，明确

CEO、中层管理、工程师等人员职

能。

战略：提升价值、创新模式、降低成本

战术：商业模式创新、需求快速响应、

产品质量提高、生产效率提升、运营管

理优化、资源灵活调配

能力层：面向赋能主体，确立五大

核心能力。

能力：智能决策、全局协同、敏捷响应、

泛在感知、动态优化

场景层：面向垂直行业场景，四大

应用模式

产业层：工业互联网对产业的作用、

意义与影响

场景层
CIO

能力层

商业层

CEO

产业层

导
向



数据功能视图：核心功能的三大层次

✓ 感知控制层：实现资产数据感知识别和

实时控制

✓ 数据管理层：强化资产数据的虚拟映射

与管理组织

✓ 决策优化层：聚焦数据挖掘分析与价值

转化

感知控制、数据管理、决策优化是工

业互联网数据功能基本层次

信息流与控制流闭环实现物理空间与

虚拟空间的交互优化



网络功能视图：互联、互通、标识

网络互联、数据互通、标识解析是

工业互联网网络基本功能

多源异构数据传输成为厂内网络主要

功能要求；面向层次化场景的网络管

理要求是网络功能实现的关键

“编码-采集-解析-共享“构成标识

功能分层



安全功能视图：五大安全的细化延伸

新型安全功能是工业互联网安全功

能视图关注重点

不断进化的安全防范将被动升级转向

主动进化



实施视图：平台与数字孪生体支撑设备/车间/
企业/产业链的优化闭环

 设备、车间、企业、产业链层层递进，具体功能对应各有侧重

 平台和数字孪生体构建成为工业互联网成功实施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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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应用

设计仿真
工业应用

订单计划
工业应用

仓储物流
工业应用

产能优化
工业应用

库存优化

产线/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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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应用

设计协同
工业应用

供应链优化
工业应用

金融服务
工业应用

订单协同

企业平台

跨企业平台 跨企业公有云

公共网络

企业平台 企业平台 企业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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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企业平台（行业数字孪生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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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与展望

1.完成与美国、德国等国际主流架构对接工作

2.推动新技术在架构中融入和探索

架构发展

3.指引垂直行业对架构部署与应用

• 白皮书

• 国际架构对接工作

• 基于架构2.0测试床与优秀案例

• 架构2.0系列丛书等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