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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企业数智化转型发展过程中智能化技术的应用

赵Ǔ伟
山东核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Ǔ山东Ǔ烟台Ǔ265110

摘Ȟ要：企业数智化转型正加速推进，智能化技术的应用成为其核心驱动力。AI、物联网、大数据及云计算等先
进技术深度融入企业运营各环节，不仅重构了生产流程、优化了管理决策，还极大地增强了营销服务的智能化水平。

这些技术的综合应用不仅提高了企业运营效率和决策精准度，还为客户带来了更加个性化、高效的服务体验。因此，

智能化技术的应用是推动企业数智化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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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企业数智化转型

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智能化技术作为转型的重要引

擎，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企业运营模式与竞争格

局。从生产流程的智能化改造到管理决策的数据驱动，

再到营销服务的个性化定制，智能化技术的应用无处不

在，为企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革机遇。本文旨在探讨

企业数智化转型过程中智能化技术的具体应用，分析其

对企业发展的深远影响，以期为企业智能化转型提供有

益的参考和借鉴。

1��企业数智化转型概述

1.1  数智化转型的定义与内涵
在数字经济时代，企业数智化转型是应对市场变

革、技术革新和竞争压力的关键路径。数智化转型，简

而言之，是数字化与智能化的深度结合，旨在彻底改变

企业的运营模式，推动其向更加高效、智能、服务的方

向迈进。这一转型不仅仅是对技术应用的简单堆砌，而

是深刻融入企业运营的每一个环节，实现数据驱动的决

策、智能化的生产与服务。（1）数字化、智能化与企业
运营的深度融合。数字化是数智化转型的基础，它意味

着将企业的各项业务活动、管理流程及市场数据转化为

可分析、可处理的数字信息。这一过程使得企业能够更

清晰地了解自身运营状况，为决策提供科学依据。而智

能化则是在数字化的基础上，通过应用人工智能、机器

学习等先进技术，实现数据的自动分析、预测和优化，

从而推动企业运营的智能化升级。这种深度融合不仅提

高了企业的运营效率，还为企业创造了新的价值增长

点。（2）数智化转型的三大层次：信息化、智能化、
服务化。数智化转型的过程可以划分为三个层次：首先

是信息化，即建立完善的信息系统，实现企业内部信息

的互联互通；其次是智能化，运用智能技术优化生产流

程、提升决策能力；最后是服务化，构建以客户为中心

的服务体系，提升客户体验和满意度。这三个层次层层

递进，共同构成了企业数智化转型的完整框架。

1.2  数智化转型的驱动力
企业数智化转型的推进，离不开一系列内外部因素

的共同作用。这些驱动力共同作用于企业，促使其加快

数智化转型的步伐。（1）市场需求的变化。随着消费者
需求的日益多样化和个性化，市场需求也在不断变化。

企业需要通过数智化转型，快速响应市场变化，提供更

加精准、个性化的产品和服务。只有这样，才能在激烈

的市场竞争中赢得消费者的青睐，保持市场份额的稳定

增长。（2）技术的革新与发展。技术的革新与发展为
企业数智化转型提供了强大的支持。随着云计算、大数

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不断成熟和应用，企业拥有了更

加先进、智能的工具和平台来推动数智化转型。这些技

术的应用不仅提高了企业的数据处理能力，还为企业提

供了更多的创新机会和发展空间 [1]。（3）竞争环境的
日益激烈。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中，企业需要不断创

新、提升自身实力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数智化转型正是

企业实现创新、提升竞争力的重要途径之一。通过数智

化转型，企业可以优化生产流程、降低成本、提高产品

质量和服务水平，从而在市场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同

时，数智化转型还能帮助企业洞察市场趋势、发现新的

商业机会，为企业创造更多的商业价值。

2��智能化技术基础

2.1  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AI）作为智能化技术的核心，正以前所

未有的速度渗透到各个领域。它通过模拟人类的智能行

为，实现机器的自我学习和决策能力，为企业带来了前

所未有的效率提升和业务创新。（1）机器学习与深度
学习技术。机器学习与深度学习是AI领域的两大基石。
机器学习技术使计算机能够从数据中自动学习并优化模



2024� 第6卷�第22期·机械与电子控制工程

98

型，无需显式编程即可执行任务。而深度学习则是机器

学习的一个分支，通过构建多层次的神经网络来模拟人

脑的学习过程，实现更加复杂和高级的数据处理能力。

这些技术在图像识别、语音识别、自然语言处理等领域

取得了显著成果，为企业提供了强大的数据处理和分析

能力。（2）自然语言处理与知识图谱。自然语言处理
（NLP）技术使得计算机能够理解和生成人类语言，从而
实现与人类的无障碍沟通。这为企业构建智能客服、智

能助手等应用提供了可能。同时，知识图谱作为一种结

构化的知识表示方法，将海量的信息以图形化的方式展

示出来，帮助企业更好地理解和利用数据。通过结合NLP
和知识图谱技术，企业可以构建更加智能、精准的信息

检索和推荐系统。（3）计算机视觉与语音识别。计算机
视觉和语音识别是AI领域的两大重要分支。计算机视觉
技术使计算机能够像人类一样“看”懂图像和视频中的

信息，为企业提供了图像识别、视频分析等功能。而语

音识别技术则让计算机能够听懂人类的语言指令，实现

语音控制、语音交互等功能。这些技术的融合应用为企

业带来了更加便捷、高效的操作体验[2]。

2.2  物联网（IoT）
物联网技术通过连接各种物理设备和传感器，实现

了信息的互联互通和智能化管理。它为企业提供了更加

全面、准确的数据来源，助力企业进行精准决策和优化

运营。（1）传感器与数据采集技术。传感器是物联网
的基础部件，它能够感知并采集各种物理量信息，如温

度、湿度、压力等。通过部署大量的传感器设备，企业

可以实时获取生产现场、设备运行等方面的数据，为生

产管理和决策提供支持。数据采集技术的不断发展，使

得数据的收集和处理变得更加高效和准确。（2）设备
互联与远程监控。物联网技术通过无线通信技术将各种

设备连接起来，形成一个庞大的网络体系。在这个体系

中，设备之间可以相互通信和协作，实现数据的共享和

交换。企业可以通过网络对设备进行远程监控和管理，

实时掌握设备的运行状态和生产情况。这不仅提高了生

产效率和安全性，还降低了人力成本和运维成本。

2.3  大数据与云计算
大数据与云计算技术的结合为企业提供了强大的数

据处理和分析能力，推动了企业数智化转型的进程。

（1）数据存储、处理与分析能力。大数据技术通过分布
式存储和并行处理技术解决了海量数据的存储和处理问

题。企业可以利用大数据技术收集、整合和分析来自各

种渠道的数据资源，挖掘数据中的潜在价值和规律。云

计算技术则提供了弹性的计算资源和高效的服务平台，

帮助企业快速部署和扩展应用程序。通过云计算平台，

企业可以轻松实现数据的存储、处理和分析任务，提高

数据处理效率和准确性。（2）云服务与平台的支持。云
服务与平台为企业提供了全面的技术支持和服务保障。

云服务提供商通过构建完善的云服务体系，为企业提供

从基础设施到应用软件的全方位服务。这些服务包括数

据存储服务、数据处理服务、数据分析服务、应用开发

服务等。同时，云服务提供商还提供专业的运维和安全

保障服务，确保企业的数据安全和业务连续性。通过云

服务与平台的支持，企业可以更加专注于自身业务的发

展和创新。

3��智能化技术在企业数智化转型中的应用

3.1  生产环节的智能化
生产环节的智能化是企业数智化转型的核心环节之

一，它通过引入智能制造系统、智能设备与机器人以及

自动化生产线等技术手段，实现了生产过程的智能化升

级。（1）智能制造系统的构建。智能制造系统是基于物
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先进技术构建的综合性生产管

理系统。它通过集成各类生产设备和传感器，实现生产

数据的实时采集、处理与分析，进而对生产过程进行精

细化管理和优化。智能制造系统能够根据市场需求和订

单变化，自动调整生产计划、排产顺序和生产参数，确

保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的稳步提升。（2）智能设备与机
器人的应用。智能设备与机器人是生产环节智能化的关

键载体。它们具有高度的自主性和灵活性，能够完成复

杂、繁重或危险的生产任务。通过引入智能设备和机器

人，企业可以显著降低人工成本、提高生产效率、降低

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概率。例如，在汽车零部件制造过

程中，智能机器人能够完成精密的装配和焊接工作，确

保产品的质量和一致性[3]。同样，在核电装备制造过程

中，也有类似的应用。（3）自动化生产线与智能供应链
管理。自动化生产线是智能制造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通过集成各类自动化设备和控制系统，实现了生产过

程的自动化和无人化。自动化生产线不仅提高了生产效

率和质量稳定性，还减少了人为因素对生产过程的干扰

和影响。此外，智能供应链管理系统通过应用物联网、

大数据等技术手段，实现了供应链的透明化和可视化。

企业可以实时监控供应链各环节的运行状态，及时发现

和解决潜在问题，确保供应链的顺畅和高效运行。

3.2  管理与决策的智能化
管理与决策的智能化是企业数智化转型的重要目标

之一。通过引入智能办公系统、数据驱动的决策支持系

统和商业智能（BI）等技术手段，企业可以更加高效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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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管理和决策。（1）智能办公系统（如ERP、OA）。
智能办公系统如企业资源计划（ERP）和办公自动化
（OA）系统，通过集成企业内部各部门的信息系统，实
现了信息的快速传递和共享。这些系统不仅提高了企业

内部管理的效率和协同性，还为企业提供了全面的数据

分析和管理工具。企业可以通过ERP系统实时掌握财务
状况、库存情况和生产进度等关键信息；通过OA系统实
现流程审批、文件管理和会议安排等日常办公事务的自

动化处理。（2）数据驱动的决策支持系统。数据驱动的
决策支持系统通过收集、处理和分析企业内部和外部的

海量数据，为企业的决策提供支持。这些系统能够运用

先进的数据分析算法和模型，对数据进行深度挖掘和洞

察，发现数据背后的规律和趋势。企业可以利用这些洞

察结果来指导战略规划、产品开发和市场营销等关键决

策过程，提高决策的准确性和科学性。（3）商业智能
（BI）与预测分析。商业智能（BI）技术通过构建数据
仓库和数据分析平台，实现了对企业经营数据的全面分

析和可视化展示。企业可以利用BI工具进行多维度的数
据分析和挖掘，发现业务运营中的问题和机遇。同时，

BI技术还支持预测分析功能，通过运用时间序列分析、
机器学习等技术手段，对企业未来的经营状况和市场趋

势进行预测和模拟。这些预测结果为企业的决策提供了

有力的支持。

3.3  营销与服务的智能化
营销与服务的智能化是企业数智化转型的重要组成

部分。通过引入数字化营销平台、智能推荐系统、客户

服务机器人等技术手段，企业可以更加精准地满足客户

需求并提升客户体验。（1）数字化营销平台与智能推荐
系统。数字化营销平台集成了社交媒体、搜索引擎、电

子邮件等多种营销渠道，帮助企业实现营销活动的数字

化管理和优化。这些平台通过运用大数据分析和机器学

习等技术手段，对用户的兴趣偏好和行为习惯进行深入

分析，从而为企业提供个性化的营销方案。同时，智能

推荐系统通过分析用户的购买历史和浏览行为等数据，

为用户推荐符合其兴趣和需求的商品和服务 [4]。（2）

客户服务机器人与智能客服系统。客户服务机器人和智

能客服系统通过运用自然语言处理、语音识别等技术手

段，实现了与客户的智能交互和自助服务。这些系统不

仅能够解答客户的常见问题并提供解决方案，还能通过

情感分析和语义理解等技术手段了解客户的情绪和需

求，提供更加贴心和个性化的服务体验。同时，它们还

能够实时记录和分析客户的服务请求和反馈数据，为企

业优化服务流程和提升服务质量提供依据。（3）客户行
为分析与精准营销。客户行为分析是企业了解客户需求

和制定营销策略的重要手段之一。通过运用大数据和人

工智能技术对客户的行为数据进行深入分析和挖掘，企

业可以发现客户的潜在需求和购买意愿，从而制定更加

精准的营销策略和促销活动。这些策略不仅能够提高客

户的购买转化率和复购率，还能够增强客户的忠诚度和

品牌粘性。同时，企业还可以根据客户的反馈和数据分

析结果，不断优化产品和服务，以满足客户的多元化和

个性化需求。

结束语

企业数智化转型之路，智能化技术无疑是最为璀璨

的星辰。它不仅引领了生产方式的深刻变革，也重塑了

企业的管理模式和市场策略。展望未来，随着智能化技

术的持续创新与融合应用，企业将能更加精准地洞察市

场趋势，高效地配置资源，灵活地响应客户需求，从而

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因此，深化智能化技术的应

用，将是企业持续推动数智化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的

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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