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 I

国防科技工业

从国防科技工业发展现状看 ，
目前大部分军工科研院所处于数字化院所阶段的不同时期 ，

只有

少部分单位已基本完成数字化院所建设 ， 正向信息化院所转变

智慧型军工科研院所 ： 由概念走向现实
□ 宋大晓 韩龙宝

在 智慧地球 、 智慧城市 智慧企业等 新服务 。

■胃
建设籠型军 科研院所的三个阶段

念也进入人们 的视野 。

、

从发展进程看 ， 智慧型军工科研院所是

智慧军工科研院所的 内涵
数字化院所 、 信息化院所发展的结果。 建设

年 ， 美 国 公司首席执行官彭 智慧院所需要经历三个主要的发展阶段 。

明盛首次提出 了 智慧地球 的概念 ， 并将 第
一

阶段 ，

基于数据电子化的数字化

其描述 为下
一

个改变人类生活的重大信息革 院所 。 这个阶段强调将研发 、 管理 、 服务

命 。 随着物联网 大数据 、
云计算等新兴信 等环节的各类数据均 以数字量来表达 ，

即

息技术 的发展和应用 ， 我国
一

些城市提 出了 实现 院所的全数字量 ，

同 时能够基于数据

建设 智慧城市 的发展战略 ， 部分高等院 开展重点装备产 品的研制工作 。 第二阶段

校也提出 了建设 智慧校园 的发展思路 。
基于信息集成共享 和流程优化的信息化院

作为建设智慧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 ， 智慧企 所 。 这个阶段强调信息全过程集成和研发

业的理念也越来越受到各界的重视 。 年 流程优化 实现信息集成 数据集成 、 业

在北京举办的首届智慧企业高峰论坛上 ， 来 务流程集成 、 价值链集成和应用集成 。 第

自企业界 、 学术界的专家学者等对未来 智 三阶段 ，
基于知 识创新的智慧型院所 。 这

慧企业 的发展方向进行了探讨 ，

提 出 了发 个阶段强调信息沟 通 、 知识共享 和激发创

展路径和建设 目标 。 新 ，
要依托更加 广泛的信息和更强的加工

目 前学术界对智 慧科研 院所的 理论 处理能力 。 阶段初期 可形成基于知识驱

研究比较少 ， 尚 未对其做出 明确 的定义 。 动 的 创新研发能 力 高级时期 ， 可形成 自

结合 国防科技工业的特点 智慧型军工科 我学 习能力 知识创新能力和 自适应能 力

研院所需具备 以下特点 以创新为驱动 、
也就是真正的 智慧 。

以信息化 为基础 、
以知识为载体 ， 利 用智 从国防科技工业发展现状看 目 前大

能科学的理论 技术 方法和信息及自 动 部分军工科研院所处于数字化院所阶段的

化技术工具 ，

通过智能感知 、 新
一

代互联 不 同时期 只有少部分单位已基本完成数

网
、
云计算 、

大数据挖掘 、 虚拟化等手 字化院所建设 ，

正 向信息化院所转变 。

段 ’ 充分—合和■■各 外
建设智慧型军工科研院所需的软因素

部资源 ， 实现信息流 、 物流 资金流 ， 知

识流 、 服务流的高度集成与融合 的创新型 建设智慧型军工科研院所需要多 方面

组织
， 能够持续创新 ， 不断开发新产 品 、

力 量和 因 素 的支持 而其 中 信息化是最为

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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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 的 ， 应该说
，

高度 的信息化是智 慧型 息进行集成外 ， 还需要把信息集成和组织 变

科研院所的 发展 基础 和重要标志 。 此外 革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 改革传统管理模式

还需要制度 文化等方面软因 素的 支持 。 管理方法和业务流程。

知识驱 动 的 研发设计 。 就是要 建立基 基于 大 数据的 决 策 支持 。 利用各类感知

于知识驱动 的数字化研制模式
一 方面要 设备和智能化系统 实现对单位 内外部信息

深化信息技术在设计 仿真 试验 制造 全面 透彻 、 准确的 感知 并能通过智 能融

服务 等各环节 的应用 另
一 方面要强化面 合技 术的应 用 对海量 感知数据进行存储 、

向产 品需求分析 研发设计 ， 制造 、 试验 、 计算 与分析 进行价值链定位和评估 实现

使用保 障 的全价值 创造过程 的信息 集成 前瞻 的战略管理
， 在对未来的 有限认知之下

实现 产 品数据 技术状态 配置管理 装 做 出及时精确的决 策 。

备使 用等在产 品全过程的统
一

管理 。
文化建设 。 企业文化除 了具备传统意义

知识 管理 。 知识管理是智慧院所 的必 上 的导向 约束 凝聚 激励和辐射功能外

备 要素 也是个人 隐性知识转化 为院所显 对 知识管理具 有重要影 响 。 需要 突 出几个特

性知 识的 目 的 ，

需 要建 立知识管理 系统 、 征 ：

一是培养知识共享 的文化 将知识共享

知识获取工具 知识库 、
知识协作 中 心 、

融合在整个研 发流程 中 ；

二是 强调 启发式 的 在新 的历 史 时

信息技术平 台等支持手段 很好地将 商用 学习 形成鼓励学 习 的 文化
；

三是要有健全
胃

软件 、 自研软件 经验 、
基础数据库 标 的 沟通及授权体 系 建议合作 和互相学 习 的

工 卩胃
准规 范等进行集成 并通过制度来保 障和 文化

：

四是提供知识创造 与共 享的 奖励 与诱

促进知识共享 。 因 支持知识创新工作 。

！

流程 驱动 的精益管 控 。 管理信息 化的 除此之外 ， 信息 化基础设施也需要 结合

核心是运 用信息技术 把先进 的管理理念 云计算 、 物联 网 大数据等新兴信息技术 的

和方 法引 入到管理流程 中 ， 梳理和优化业 发展 不 断地建 设完 善 实现人 、 机 、 物 、

务流程和管理模式 形成基于流程驱 动的 环境和信息之间 全面 安全可靠的互联 互

数字化精益管控 能力 。 这就要 求 除了 要 通 互动 。

在 各环节及领域建立管理信息 系统并将信 丨

（作者单位为 中 国 国际工程咨询公司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