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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制造是制造强国建设的主攻方向，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十四五”发

展规划》明确提出“推动制造业优化升级，深入实施智能制造工程”，而在《“十四五”体育

发展规划》明确强化要素创新驱动，“推动数字体育工程”。目前，数字技术、大数据采集、

自动化搭建等智能制造相关技术已经渗透到体育用品行业的方方面面，发展智能制造对于加

快体育用品发力转型高端制造业、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等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

为更好了解体育用品企业的智能制造发展现状与未来发力方向，我们于 2023 年第一季

度开展专题线上问卷调研，旨在借此梳理出可供行业分享的措施、经验与发展趋势，助力各

方抢抓智能制造战略机遇。

本次调研时间为 2022 年 2 月中旬至 3 月中旬，问卷发放范围为联合会 2022 及 2023

年的有效会员，且注册资金达 1000 万元以上，共计回收有效样本 45 份。具体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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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智能制造既有理念先行，更有广泛实践

（一）智能制造备受重视，战略先行

通过调研发现，体育用品企业的智能制造认知率处于较高水平，达到 83.7%，其中认为

智能制造较为重要（重要及较为重要）的比例，达到 80.56%。

图 1：企业对智能制造重要性的判断情况

其中值得关注的是，有超过 78%的受访企业表示已制定智能制造的专项规划，实现从战

略重视到战略布局的有效行动，以较为系统的战略规划，引领相关工作系统推进。

（二）智能升级改造全面落地，行动加速

受访企业的智能制造升级改造的落地推进，体现了很强的行动力，占比超过 78%。其中，

升级改造的主要方向包括生产流程、产品与工艺设计、数据采集分析、装备自动化等方面，

选择率均超过 70%，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智能制造在企业核心竞争力建设的主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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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企业开展智能制造升级改造的环节

由于企业特点，在改造重点板块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别，因此投入资金的差别较大，从

20 万到 2 亿元不等。其中，投入金额在千万以上的公司有 12 家公司，其中全部进行了成产

流程及装备自动化的升级改造，大部分进行了数据采集分析的升级。

（三）智能制造内部团队建设较为关键，人才已成为发展瓶颈

多数受访企业的智能升级采用内外部相结合方式，占比达到 64%，并根据智能制造的升

级内容及方向，在企业内部组建专门的团队进行智能制造升级相关工作，其中内部团队人员

数量大多在 10 人以下。由于智能制造具有交叉学科属性，相关人才目前还处于短缺状态，

因此有 77%的受访企业表示，缺少相关人才成为企业推进智能制造改造升级工作的难点与瓶

颈，培养懂技术、懂智能、懂体育、懂企业的复合型人才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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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企业在推进智能制造改造升级面临的主要难点或瓶颈

（四）升级改造效果处于中等水平，成果价值体现有待进一步加强

针对智能改造效果评价，受访企业中给出较高评价的比例较低，占比 21.4%。一半以上

的企业认为改造效果一般，没有达到非常好的价值预期，受访企业总体评价为 3.57（满分 5

分），其中智能制造改造投入达到千万元级别以上的受访企业为 3.75 分（满分 5 分），并没有

因为投入量级的增大，而取得更加有效的成果。

因此，智能改造不仅是保障充足投入，更需要内外部团队建设及专业人才队伍建设，才

能有机会达到较好成果。

图 4：企业对智能制造改造的效果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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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智能制造未来发展聚焦降本增效

（一）智能制造需要长期投入、迭代升级

大部分受访企业自 2016 年开始启动智能制造改造，并且均表示未来一年依然有改造计

划。而在未来一年的重点方向上，一方面产品与工艺设计、数据采集分析、装备自动化、生

产流程等现有工作的长期推进，另一方面呈现服务、销售等新趋势，伴随相关技术进度与需

求拓展，智能制造呈现长期发展、迭代优化的过程。

图 5：企业未来一年在智能制造方面的重点发力方向

（二）智能制造的未来重点是降本增效

尽管企业规模、主营业务以及智能制造改造升级阶段等面均有较大差别，但根据受访企

业对于智能制造需求的反馈，有共性关键词：提升效率、降低成本、提升产品质量、解决产

品痛点、优化生产流程等。

（三）智能制造投资回报周期较长

对于智能制造项目的投资回报周期，有 40%受访企业希望可以在 1-2 年内获得相关的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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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回报，而更多的表示将按照投资规模确定回报周期。对于智能制造项目的投入较大，回报

周期难以预估、投资回报周期较长也是企业对改造升级效果不甚满意的原因之一。

图 6：企业认为比较合理的投资回报周期

三、智能制造亟需智慧赋能

（一）加强信息交流，助力普及推广与实践

尽管智能制造概念在体育用品业领域已有一定程度的实践应用，但是，整个行业在目前

为止尚未建立有效的信息交流平台。据统计，高达 90.7%的受访企业从未参加过智能制造相

关的培训课程，93.02%的受访企业从未参加过智能制造相关的会议或论坛。信息交流机制的

缺失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智能制造为企业提高效益的可能性。

（二）多维深入学习，提升生产力转化效率

受访企业普遍对于加强智能制造学习表现出极强意愿，在期望活动参与形式上，约 3/4

的企业希望参与智能制造培训班，超过一半的企业希望参与论坛和研讨会；在内容方面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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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关注方向：智能制造未来发展趋势（81.40%）和案例实践经验（76.47%）、获得行业数据

与合作方资源（72.09%）。

图 7：企业希望参与的智能制造相关活动类型

图 8：企业希望通过参与智能制造相关活动收获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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