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智能制造方向



中国已是制造大国

从2010年开始，中国制造业增加值成

为世界第一；2019年，增加值约为

4.05万亿美元，在全球制造业占比超

28% ，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制造大国。

4.05
万亿美元

增加值

超28%

全球制造业占比



中国还不是制造强国





世界各国全力振兴制造业

2012年

美国GE工业互联网

美国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

2013年

德国工业4.0

英国未来制造业预测

2014年

新工业法国

2015年

日本机器人新战略

中国制造2025

第四次工业革命



中国制造2025

推进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 完善多层次多类型人才培养体系 实现制造业由大变强的历史跨越



中国战略转型
从“制造大国”迈向“制造强国”



智能制造是制造自动化的

数字化

网络化 智能化

高度集成化



智能制造？

制造+计算机计算机+制造

通过智能工厂、智能车间、智

能生产线实现自学习、自适应、自控

制，达成生产过程的优化，大幅度提

升生产系统的安全、品质、成本、交

期和效率。



制造系统发展的第一阶段：传统制造

人-物理系统（HPS）

传统手动机床

加工零件时需由操作者根据加工要求，通过手、眼感知、分析决策并操作手柄控制刀具相对工件按希望的

轨迹运动而完成加工任务。



制造系统发展的第二阶段：数字化制造

人-信息-物理系统（HCPS1.0）

数控机床：在人和机床实体之间增加了数控系统。操作者只需根据加工要求编成加工程序，数控系统

控制机床自动完成加工任务。



制造系统发展的第三阶段：数字化、网络化制造

人-信息-物理系统（ HCPS1.5）

互联网+数控机床：增加更多传感器，实现设备的互联互通,增强对加工状态感知能力。



制造系统发展的第四阶段：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制造

人-信息-物理系统（HCPS2.0）

• 新世纪以来，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信息

技术日新月异、飞速发展，集中汇聚在新一代

人工智能（AI2.0）的战略性突破。

• 当今世界，全球制造企业普遍面临着提高质量、增

加效率、降低成本、快速响应的强烈需求，现有制

造体系和制造水平已经难以满足高端化、个性化、

智能化产品和服务增值升级的需求，制造业的进一

步发展面临巨大瓶颈和困难。解决问题，迎接挑战，

迫切需要制造业的技术创新、智能升级。



制造系统发展的第四阶段：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制造

人-信息-物理系统（HCPS2.0）



人-信息-物理系统 （HCPS2.0）

智能制造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

进步而不断发展，呈现出发展

的层次性或阶段性，从最早形

态的 HPS 到HCPS1.0再到

HCPS1.5 和HCPS2.0，这种

从低级到高级、从局部到整体

的发展趋势将永无止境。



中国制造强国建设三个十年“三步走”战略

到2035年，我国制造业整体达到世界制

造强国阵营中等水平。

第二个十年

力争用十年时间，到2025年迈入制造强国行列。

第一个十年

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制造业大国地位更加巩固，

综合实力进入世界制造强国前列。

第三个十年

01

02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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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制造方向培养目标

机械工程

控制工程 计算机科学

管理科学

培养在制造领域从事产品智能研发、智能生产、智能运维等工作的系

统集成级高级工程技术及工程科学创新型复合人才，并能在智能制造业转

型升级中发挥重要作用。



主要课程

计算机类课程

• 计算机接口技术及其应用

• 面向对象技术与UML

• 数据库原理及其应用

• 工业大数据与深度学习

• 人工智能基础

管理类课程

• 系统工程学

• 生产系统分析导论

• 生产运作管理

• 供应链管理

• 质量管理

• 工程经济学

• 运筹学导论

• 工程统计学

机械类课程

• 工程力学

• 机械制图

• 机械设计基础

• 机械制造技术基础

• 绿色制造

• 新产品智能开发

智能制造系统类课程

• 智能制造技术基础与应用

• 智能装备与物联网

• 智能信息系统

• 网络协同制造

• 智慧工厂规划

• 智能运维

• 增材制造

控制类课程

• 电工电子学

• 机械电气控制及自动化

• 机床数控技术



智能制造方向的升学去向

• 机械工程

• 机械

机械类 • 控制科学与机械

• 交通运输工程

• 交通运输

控制类

•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 电子信息

• 软件工程

计算机类
• 管理科学与工程

• 工业工程与管理

• 物流工程与管理

• 工商管理

管理类



智能制造



Tel:18523578093

Email:xqyin@cqu.edu.cn

QQ:739870441

tel:185235780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