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

组装式应用提升中央企业工业互联网平
台融合发展能力
| 文·王叶忠   金蝶软件（中国）有限公司

党的十九 届五中全 会 以 来，中央 企 业 加

快工业互联网布局，从产业引领、能力提升、

降本增效、园区赋能、社会服务各方面加快工

业互联网创新，呈现出了多种工业互联网创新

模式。同时，为进一步加快央企工业互联网平

台的规模化应用，急需通过低成本、快部署、

易运维、强安全的方式，加快中央企业全产业

链、全 价值链、全要素的数字化 转型，创新工

业互联网发展模式。

组 装 式 应 用（Composable Appl icat ion）

是 Gartner 最 近两年以 来 提出的数 字 化平台

与 能 力 构 建 的 新 理 念、新 模 式，这一 理 念 为

OT 与 IT 融 合、央 企不同层 级 的 平台与 数 据

融合、不同来源的应用和服务融合提供了统一

的组 装式 应 用创 新方 式，为中央 企业 工 业 互

联网平台 建 设 提 供了资产可 建 模、能力可打

包、资源 可发现、平台可组 装、服务可自助的

五大能力，可以较好地解决中央企业工业互联

网平台应用融合、平台部署、业务创新问题。

央企工业互联网平台融合需求与问题

中央 企业在工 业 互联网平台 体系壮 大、

数 据汇聚赋 能、融 通应用深化等创 新发 展行

动中要发挥龙头企业的引领作用，面临三大复

杂性挑战。

挑战一，多层次平台体系架构复杂性

在中央企业不同单位的基础设施、人才资

源、组织能力参差不齐及业务运营模式多样性

的情况下，央企工业互联网平台如何满足多层

次、多组织下的工业互联网平台能力供给、差

异化需求满足及部署与运维的问题？

挑战二，分散化数据资源汇聚复杂性

中央 企业各产业板块不同领域 数 字 化应

用与特定业务场景高耦合，分散建设的各产业

板块数字 化平台自成一体，数 据、模型、应用

如何跨平台汇聚融合？

挑战三，千行百业应用需求复杂性

在 1+N 模式下，央 企工 业 互联网核心 平

台提供平台共性技术创新能力的同时，如何支

撑 N 个不同产业板块与下属单位的特定场景

个 性化需求？如何实现 1+N 平台的快 捷部署

与相互融合？

面 对以 上 挑 战，央 企工 业 互 联网平台需

要 面对的创新发展课题与其他 单体的大型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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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有显著不同，总结起来，有四个方面需要创

新：

创新央企工业互联网发展模式

中央企业承担着产业创新、社会服务、保

障民生、稳定经济的多重角色，需要应对复杂

的外部环境、行业生态、业务变化。所以央企

工 业 互 联网平台不同于 普 通制造 企 业，不仅

要实现制造价 值流的数 据贯通与智能决策，

培 育 新 模 式、新 生 态，也 要 随 时 适 应 产业 变

革、业务重组、实业 发展、数字转型的变化需

求，所 以 央 企工 业 互 联 网 平台发 展需 要“ 海

纳 百 川”，适 应 多 产 业、多 业 务 类 型 动 态 发

展。

创新央企工业互联网的组织协作机制

央 企 集团管控、经 营 管 理 模 式的特点决

定了央 企工 业 互联网平台无法采用一步到位

的统 建 方 式，需要借助 集团总部 构建 工 业 互

联网平台“空间站”基座，下级单位分批对接，

共同完成“空间站”建设。

创新央企工业互联网的产业链运营

央 企工 业 互 联 网 平台 运 营的资源 广、数

据链长，工业互联网平台运营过程面临“鞭长

莫及”的问题，在工业数据获取、工业数据治

理、工 业数 据 价 值的创 新利用方面难以 建立

统一的运营机制，必须在统一的规范引领、平

台支撑数据驱动下，实现各级经营单位的自治

管理、智慧决策、自主创新的业务与运营创新

模式。

创新央企工业互联网复合人才培养

央企不乏各领域的专业人才，但工业互联

网平台的 IT 与 OT 融合，需要大量兼具工业

领域、信息技术、数 据科学的综 合型、复合型

人才。因此，即使是具备相当数字化人才的央

企，也不会轻易选择完全自建的方式来建设工

业互联网平台。

面对央企工业 互联网平台的复杂性 挑战

和创新任务，央企工业互联网平台融合、应用

融合需要新的创新思路和解决方案。以下将结

合 Gartner 提 出 的 组 装 式 应 用（Composable 

Appl icat ion），以 新的组 装式思维、组 装式平

台、组装式应用创新，分析央企工业互联网平

台发展复杂性及创新发展问题的解决之道。

央企工业互联网平台融合解决之道

根据 IOT Analyt ics 的权 威分析，目前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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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工业互联网平台基本可以分为解决方案型、

数字底座型、通用软件型三类，这三类工业互

联网平台中，解决方案型工业互联网平台一般

是由制造行业龙头企业牵头打造的，善于解决

具体的工业问题；数字底座型、通用软件型工

业 互 联 网 平台 一 般 是 IaaS 或 SaaS 厂 商 提 供

的。目前在国内，任 何一家央企的工业互联网

平台都基 本要结合 这 三类工业 互联网平台的

厂商联合提供服务，无法依赖单一的平台或厂

商。所以，中央企业的工业互联网平台一定需

要通过不同服务商的平台融通、应用融合的方

式实现。

2020 年以来，Gartner 提出了“组装式应

用”（Composable Appl icat ion）战 略 技 术 发

展趋势。根据 Gartner 的预测，组 装式应用将

成为企业数字化架构的主流，到 2023 年 30%

的新应用将采用组装式进行交付，2023 年，超

过 75% 的 SaaS 供 应 商 将 使 用 组 装 式 应 用的

体系结 构，组 装式 应 用将从 技 术到生 态快 速

进入普及和成熟应用阶段。

组 装 式 应 用的基 础 是 数 据 编 织网络，数

据 编 织 网 络 将 传 统 数 据 仓 库 和 数 据 湖 的 数

据 统一汇 聚 为数 据编织，兼 具工 业领 域的流

数 据和 批 数 据的汇聚及 分析 建 模能力；组 装

式 应 用的 核心 是 将 数 据、模 型、功 能 打包 具

有统一的开放 接口、事件处理通道、可选用户

体 验 的 模 块 化 业 务 能 力（Packaged Business 

Capabi l it y，缩写为 PBC），并通过服务目录进

行注册，通过应用市场进行开放；组装式应用

的融合 创 新方 式 是 通 过 应 用组 装 平台，以使

用者自助的方式实现混合集成、应用组装、流

程编排、UX 开发，实现全 新的可组 装应用体

验。

组 装式应用，具 有模 块 化、可发现、可编

排、自治的四大原则及特性。其核心是以模块

化原则分解复杂性，以可发现原则实现开放性

和资产可重用性、以可编排 满足不同层次、不

同领域的需求，以自治化创新传统业务、运营

模式，实现 新产业、新生态。所以组 装式应用

不失为央企工业互联网平台融合的解决之道。

以下具体探讨组 装式应用如何基于四大组 装

性原则实现央企工业互联网平台融合。

央企工业互联网平台五大融合组装能力

Gartner 组装式应用从五个方面提升了中

央企业工业互联网平台的融合发展能力，具体

说明如下。

能力一，规范物理资产信息模型，实现资

产可建模

工 业 互 联网领 域的组 装 式 应 用，是 从物

理资产数 字 化 建 模开始的。组 装式工 业 应用

的基础是物理信息采集及数据建模，并基于信

息模型标准实现资产建模。这一过程与工业物

联网领 域 从设 备到数 据，从 数 据 到模型并无

本质的不同。为了实现可组 装，无论是德国工

业 4.0 AAS 模型还是我国工业 互联网产业联

盟研制的工业互联网信息模型（简称 3IM），

都支持 OT 与 IT 数字孪生建模，形成可组 装

的数字孪生及数据分析能力。

能力二，应用模块化，实现业务能力可打

包

组 装 式 应 用 还 通 过“业 务能 力 打包”的

方式，将工业互联网的资源管理简单化，模型

化，将工业互联网的 OT 与 IT 数据、模型、分

析和应用能力构建为乐高积木，大大简化了工

业互联网部署、集成的复杂性，提高了资产可

重用性。

能力三，可组装资源目录与市场，实现资

源可发现

基于 组 装 式 应 用架构，中央 企 业 总部及

各下级单位可以将 打包的业务能力（PBC）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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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 到 服 务目录，发布 到工 业 互 联 网平台应 用

市场，这 样央 企 就可将模 块 化 构建 块开放 给

下级单位 和 生 态 伙伴，下级单位 和 生 态 伙伴

可以基于服务目录地构建块，采用复用、定制

或 扩展的策 略构建 差异 化的子 平台，避 免各

子平台对复用性高的工业 互联网能力进行重

复投资，实现低成本的资产复用、高可靠的自

主可控，并保持这些资源服务水平、服务质量

的一致性。

能力四，应用组装平台，实现一箭多星的

平台快速部署。

中 央 企 业 工 业 互 联 网 平 台不 是 单 一 平

台，而是由以多层级、多类型平台构成的平台

体系，可 以 分为以下几 类：第一类，通 用类平

台，如为中央 企 业 及下属 单位 提 供 统一的通

用工 业 互联网能力的“工 业 互联网基础能力

平台”；第二类，特定领域平台，支持不同产业

板块网络化协同、个性化定制、智能化生产、

平台化设计、服务化延伸的工业互联网平台；

第三类，智能决策类平台，支持集团总部或二

级总部的智能协同、智能决策与经营管控；第

四类，产业 互联网平台，支持产业链上下游不

同生态伙伴的“产业互联 平台”。在传统模式

下，这些平台往往需要分别构建、分别部署，

不同平台之间的平台集成、数据汇聚、应用融

合成 为一个艰 巨的任务。但 基于 组 装 式 应 用

架构，可以中央企业基础能力平台为基础，根

据 需 要 组 装 特 定 领 域、特 定 行 业、特 定 分析

和决 策能力组件，采用“一箭多星”的方式快

速 构 建 特 定 领 域、特 定 行 业、特 定 区域 的 平

台。

能力五，组装式应用程序体验，实现央企

工业互联网平台服务可自助。

中央企业工业互联网平台的集成性、可扩

展性、易用性要求远高于非集团型企业。采用

组装式应用构建工业互联网平台，将为平台使

用单位 提 供组 装式应用集成与自助式应用程

序 体 验：在 工 业 互 联网平台能力供 给 端 基于

元数 据 驱动、模 块 化 封 装、目录化开放、可 独

立部署和持 续运维持 续集成 提 供了自助服务

与创新能力。在需求端，子集团平台及应用创

新团队可以直接基于集团工业 互联网基础能

力平台，基于子平台的个性化平台能力需求，

采用自选 配、自组 装、自部 署、自运 维的自助

服务模式实现新平台的快速搭建、能力部署。

同时，通过可持续交付及运维机制、能力供给

平台与能力使用平台可以实现元数据、工业模

型、应用服务的联动升级、动态管 理，确 保了

自助服务的可持续性。

总结

以上针对中央企业工业 互联网实际发展

过 程中面 临的平台 体系化 构建、数 据 汇聚 融

合、应用开发与深度融合的挑战，基于组装式

应用的思维、架构、技术，围绕工业 互联网平

台的数据、模型、能力、应用，推荐了一种资产

可 建 模、能力可打包、资源 可发现、平台可组

装、服务可自助的央企工业互联网平台创新模

式。

通过金蝶在轨道交通装备、烟草、消费电

子、钢铁冶金等中央企业、地方国企的工业互

联网平台 创 新实践 发现，按照 组 装式 应 用技

术路线，采用模块化、可发现、可编排、自治的

方式，可以突破央企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面临

的目标不一、组织僵化、复合型人才不足的问

题，加速了央企工业互联网平台不同领域、不

同产业、不同组织的数据、模型、应用、服务等

能力的超级融合，有助于央企通过工业互联网

平台发 展，实现全产业、全 价 值链、全要素数

字 化，实现 动态 扩展、自主创 新、信创 可控的

可持续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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