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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概况

项目介绍

M O R E

About Project

全流程智能制造信息化管理平台，是生产管理的中

枢和大脑，系统依据全流程、精细化管理原则，以“链接、

激活、赋能”为使命，打造“智能+钢结构产业标杆”为

目标，成功打通了钢结构生产企业的设计、材料、制造、

安装、检测等全方位各环节的管理数据，生产数据“一站”

到底，管理数据“一站”到底，具有功能清晰、操作便捷、

数据准确、管控得当等特点，真正实现了钢结构生产企业

的精益管理。

可对接工控系统

可对接传感器 手持设备

智能机器人 二维码溯源

面向服务架构（SOA）

SpringBoot框架 3D可视化处理 移动APP

分布式存储

Shiro安全控制 RBAC权限控制 动态视频控制

数据分析、AI

企业级IM

流媒体服务



项目概况

全流程智能制造
信息化管理平台

数据采集层

人员管理

设备管理

物资管理

设计工艺

过程管理

能源消耗

运行参数

结果反馈

成本分析

工效分析

数据积累

远程管理

系统业务层

一个系统 两个层次 八个方面 四类数据 融合系统

OA

电商

NC

财务共享

涵盖功能

企业资源计划

供应链管理

产品全生命周期

仓库管理

制造执行

数据采集与监视

能源管理

设备物理层管理



系统管控涵盖钢结构业务的执行层和管理层的全方位数据信息

设计 材料 制造 安装 检测 维护项目

Tekla软件 生产设备过程 材料管理 安装过程

项目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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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透析-行业大环境

近年来，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和高层

建筑的增多，我国的钢结构建筑正向高层

重型和空间大跨度方向发展，钢结构住宅

作为一种绿色环保建筑，已被建设部列为

重点推广项目。

国内钢结构企业通过学习吸收国外先

进的理念、技术，引进国外先进的制造设

备，整体技术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关键

技术方面还仍有差距。随着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的逐步深入和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的

推进，对钢结构生产的质量及产量要求逐

步提高，对钢结构行业的装备水平也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

过度竞争
人工成本上升
业务范围大，缺乏核心竞争力
技术创新不足
附加值低

中国制造2025、两会
智能制造、新两化融合
技术创新转型
产线改造、机器代人

数字工厂/互联工厂/智能制造

 5G网络释放了4G/3G网络

互联网、物联网融合

个性化定制时代到来

 IT建设>>DT运营
产业困境

产业转型

国家战略



市场透析-行业状况（国外）

BIM技术广泛使用，实现了数

据模型与管理系统、管理系统

与数控设备的无缝对接。

由于设备使用率高、操作流程规

范，因此零件加工、部件装配的

尺寸精确、构件信息完整、材料

及制作过程可追溯。

制作工厂均有成熟的设计生产

管理软件，主要用于工厂生产

环节，可直接读取设计模型信

息，用于构件生产管理、构件

运输、装配管理。

在欧美等发达国家，钢结构工厂深度融合了信息技术和制造技术，实现流水工艺生产，自动

化程度普及。装配式建筑产业链已经非常先进、成熟和完善，专业化分工程度高。

加工设备大量投入，大部分工

序已从手工制作转向了机械化

、自动化操作，人工成本占制

作成本比列大幅下降。



市场透析-行业状况（国内）

目前，与国外先进水平相比，我国的钢结构制造业仍然大而不强，在自主创新能力、工艺技术、

资源利用效率、产业结构水平、信息化程度、质量效益等方面还有很大差距。制作水平参差不齐，大

多仍采用半自动化设备，自动化程度较低。

近几年钢构行业得到了一

定的发展，特别是在装配

式住宅、风电、桥梁等领

域。但竞争也越来越激烈

，对质量、交货期的要求

也越来越高。

产品设计大部分都采用

了CAD软件，且大部分

使用Tekla，但从设计到

生产、检验、运输等安

装环节不能做到数据共

享。

构件生产、检测等环节

以人工为主，机械化、

自动化普及程度较低。

最近几年该行业蓝领工

人工资以每年20%以上

递增。

绝大部分的管理还是通

过纸质交流，通过Excel

表格进行统计分析。但

也有一些公司尝试推行

了一些管理系统，有的

推行过多套，但失败的

较多



市场透析-行业未来

行业趋势 行业驱动力
1：企业竞争加剧，要求企业必须通过智能制造提升精益

化管理水平，降低生产成本，提升企业竞争力

2：压缩项目工期成为竞争的一种手段与人力资源之间的

矛盾，要求企业有更好项目规划能力、更多的设备自动化

率。

3：国外项目对质量要求与国内不同，需要企业制作过程

标准、生产信息透明、实时。

4：国家《中国制造2025》要求坚持“创新驱动、质量为

先、绿色发展、结构优化、人才为本”的方针，希望企业

实现信息化水平大幅提升，要求我们宝冶这样的规模以上

企业的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关键工序制造装备数控化得

到应用

趋势：

1：国内很多企业已经意识到智能制造的重

要性，如中建钢构、振华重工等都提出要建

设成引领行业发展的智能工厂。

2：一些企业已经尝试着推行管理系统，有

的已经尝试过多次，早的已进入二期或三期

推广阶段



公司优势

A B C

项目建设是和宝冶钢构合作，吸

取了企业生产管理标准，平台更

加专业

关注于智慧钢结构工厂核心生产

要素，有机整合了机器视觉、物

联网、智慧工厂、移动应用等主

流新技术，开发全新应用，真正

解决了行业痛点

研发团队实力雄厚，可

依据用户和市场需求进

行快速调整。



项目团队



未来发展
Futur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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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规划

构建“钢构全生命周期智能制造”为核心的工业互联网平台，通过将在宝冶

钢构行业的实施经验进行提取封装，形成生产流程模型、工艺模型、质量管

控模型、预拼装模型、管养维护模型等，最终打造成为多个钢结构行业APP

在平台上进行开放、资源共享，从而构建支撑钢结构智能制造资源泛在连接、

弹性供给、高效配置的云平台

围绕钢结构全生命周期资源管理，贯通钢结构设计、制造、安装、维护

全过程中数据链，让客户、供应商及钢结构服务商互联互通，从而实现钢结

构全生命周期的数字化设计、智能化配置、柔性化制造、信息化管理、可视

化表达。



融资计划
Financing Plan

PART FORE



商业模式



融资计划

融资需求：2000万元

主要用于：技术研发、市场开拓，增加产品

市场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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