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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章基于创新扩散理论的最新研究成果，以“智能制造”为搜索关键词，以 2011 年 3 月 17 日到 2019

年 3 月 16 日为研究期限，探究智能制造网络关注度的时空差异化特征，并为加快智能制造发展、推进制造业转

型升级提供思路和建议。研究发现：①在研究期内，“智能制造”网络关注度整体呈波动上升趋势，且来自 PC 端

的关注占据优势。②有关智能制造重大政策的颁布与会议召开，以及企业应用项目的落地生根，易引发网络关注

度波峰出现，而网络关注度波谷多出现在国庆黄金周、春节期间。③省际差异“梯度分散”格局已经形成，处于

网络关注度最高区间的省份大多集中在经济发展较好、文化繁荣、创新资源丰富、教育水平较高、人口流动频繁

的地区，而经济较为落后的省份智能制造网络关注度较低，传统老工业基地东北地区尤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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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当今世界，新工业革命兴起，全球制造业分工

格局面临全新调整。世界主要工业发达国家相继实

施“再工业化”战略，抢占全球制造产业链高端。

同时，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利用劳动力成本优势在制

造业产业链低端谋求占位和布局。随着智能技术的

突破，智能制造被公认为全球制造业发展变革的主

要方向。中国要加快制造强国建设、实现制造业转

型升级就必须全力发展智能制造。 

2015 年 3 月 5 日，中国首次提出“中国制造

2025”，并对“创新驱动”“智能转型”“推动产业

结构迈向中高端”等问题进行了深刻阐述[1]。至此，

智能制造逐步进入公众视野。2018 年政府工作报告

提出“推进工业强基、智能制造等重大工程”[2]，

2019 年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强调“拓展‘智能+’，

为制造业转型升级赋能”[3]，这就要求聚集各方力

量，共同推进智能制造、建设制造强国。本文主要

探究对包括个人和企业在内的社会公众而言，哪些

人群在关注智能制造的整体状况与变化趋势，以及

如何更快速有效地推进智能制造等一系列问题。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本文基于创新扩散理论的最新研究成果，应用

百度搜索引擎指数进行实证研究，以期为加快智能

制造发展、推进制造业转型升级与工业强基提供思

路和建议。从营销学意义上讲，随着互联网应用的

快速发展，网民主动搜寻行为留下的网络痕迹已成

为消费者行为分析中集成、统计、分析、综合及推

理的基础大数据，以此发现数据间的关联性、一般

性概括特征与未来趋势。 

本文原始数据来源均为百度指数网站。海量网

民借助百度搜索引擎，就某一个或某一组特定查询

关键词开展的主动搜寻行为会产生相应的大数据。

百度指数(Baidu Index)是对该大数据进行分析后得

出的综合指数，由于其具有海量性、综合性、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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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覆盖性等优势特征，因此适合作为本研究的基

础 数据。 

为尽可能全面了解智能制造关注度的整体概

况及变化趋势，笔者利用百度指数趋势研究中的较

长时间范围内的数据进行数据挖掘。国内有关智能

制造研究早在 1992 年就已出现[4]，但鉴于百度指

数能追溯到的“智能制造”网民主动搜寻行为最早

始于 2011 年 1 月 1 日，我们以“智能制造”为搜

索关键词，以 2011 年 3 月 17 日到 2019 年 3 月 16

日共 8 年时间为研究期限，开展实证研究。 

三、智能制造网络关注度时间差异演变特征 

(一)智能制造网络关注度时间趋势特征分析 

如前所述，笔者以“智能制造”为搜索关键词、

以全国范围为数据采集空间维度、以 2011 年 3 月

17 日到 2019 年 3 月 16 日为数据采集时间维度，开

展百度指数时空维度统计分析。需要指出的是，

2011 年 3 月 17 日至 2019 年 3 月 16 日这个时间段，

既反映了自 2015 年起近四年来智能制造的发展情

况，也涵盖了近年来我国《政府工作报告》的制定

时点。具体操作方式是：以“智能制造”为百度指

数搜索关键词，统计内容分别为日平均 PC 端搜索

指数、日平均移动端搜索指数及日平均总搜索指

数，以一年时间为统计单元，选择“从 2011 年 3

月 17 日到 2019 年 3 月 16 日”共计 8 个统计单元

进行分析，结果如图 1 所示。 

 

 

图 1  智能制造百度搜索引擎指数趋势折线图 

(2011.03.17—2019.03.16) 

注：据百度指数(http://index.baidu.com/)原始数据整理得出 

 

从“智能制造”百度指数搜索引擎趋势折线图

来看，在 2011 年 3 月 17 日至 2019 年 3 月 16 日期

间，“智能制造”网络关注度整体呈波动上升趋势，

且来自 PC 端的关注占据优势。其中，最早的“智

能制造”关注始于 PC 端，两年后移动端关注才开

始显现。 

 (二)智能制造网络关注度时间维度峰谷值分析 

在 2011 年 3 月 17 日至 2019 年 3 月 16 日期间，

“智能制造”网络关注指数均值为 384。 

2015 年 5 月 18 日至 2015 年 5 月 24 日，即距

离 2015 年《政府工作报告》发布两个多月后，出

现了第一个明显的小高峰，智能创造网络关注指数

达到 822。这可能与 2015 年 3 月 5 日《政府工作报

告》及 2015 年 5 月 8 日《中国制造 2025》的发布

有关。特别是在国务院颁布的《中国制造 2025》中，

强调“把智能制造作为推进工业化与信息化深度融

合的主攻方向”[5]，由此引发网民对智能制造网络

关注与主动搜寻行为，通过一段时间的聚集、传播、

发酵，最终形成了第一个网络关注小高峰。 

智能制造第二个网络关注小高峰出现在 2016

年 12 月 5 日至 12 月 11 日，智能制造网络关注指

数为 949。自 2016 年 12 月 6 日至 12 月 8 日，工信

部、江苏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世界智能制造大会

在南京召开，国际知名的智能制造研究机构和企业

纷纷参会[6]。智能制造大会是覆盖了智能制造所涉

及的基础科研、企业发展、行业解决方案的高端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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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交流平台，其召开具有明显的网络舆情效应，引

发了智能制造的第二个网络关注小高峰。 

自 2017 年 6 月 12 日至 6 月 18 日，智能制造

网络关注指数为 1 024，达到研究期内最高峰。这

可能与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于 2017 年 6 月 7 日至 6

月 13 日公布了《2017 年智能制造综合标准化与新

模式应用拟立项项目》[7]有关。由此可见，智能制

造政策与企业应用项目的落地生根会引发网络关

注度的攀升。该拟立项项目名单对包括离散型智能

制造、流程型智能制造、网络协同制造、大规模个

性化定制、远程运维服务等 5 个方面[8]的 208 个项

目进行公示。在 208 个新项目中，有 17 个申报项

目来自江苏、14 个申报项目来自北京、12 个申报

项目来自浙江、10 个申报项目来自上海、9 个申报

项目来自广东。而来自东北三省老工业基地的申报

项目共计 7 个，分别为辽宁 6 个、黑龙江 1 个、吉

林 0 个。此外，涉及“智能制造新模式”的立项申

报单位共计 68 家，涉及“智能工厂项目”的立项

申报单位共 36 家，涉及“数字化车间建设项目”

的立项申报单位共计 36 家，涉及“数字化工厂项

目”的立项申报单位共计 8 家。 

除以上 3 个智能制造网络关注高峰期外，在

2017 年 12 月 4 日至 12 月 10 日、2018 年 3 月 12

日至 3 月 18 日、2019 年 3 月 4 日至 3 月 10 日均出

现多个智能制造网络关注小高峰。 

在考察研究期内智能制造网络关注度波峰出

现的特征规律之后，我们继续考察波谷的出现是否

存在规律性周期。研究期内智能制造网络关注波谷

分别出现在 2015—2019 年的春节与国庆节期间。

这表明长假期间网民对智能制造的关注明显降低。 

四、智能制造网络关注度区域差异特征 

如何发展智能制造是我国各地区制造业转型

升级的重大议题。伴随着《中国制造 2025》《积极

推进“互联网+”行动指导意见》《关于深化制造业

与互联网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等一系列旨在促进

智能制造发展的政策的出台与落地，国家层面对智

能制造的投入呈逐年上升趋势。为对比各地区对智

能制造的关注热度差异，本研究以省级行政区域为

单位对智能制造网络关注度进行空间位序分析。 

本文选择 31 个省级行政区域(不含中国香港特

区、中国澳门特区、中国台湾地区)作为研究区域，

对自 2011 年 3 月 17 日至 2019 年 3 月 16 日“智能

制造”百度搜索引擎 PC 端加移动端总指数进行分

析，结果如图 2 所示。 

 

 

图 2  31 个省级行政区智能制造网络关注度 

(2011.03.17—2019.03.16) 

注：数据根据百度指数(http://index.baidu.com/)原始数据整理得出 

 

研究发现，研究期间全国范围内 31 个省级行

政区域智能制造网络关注度均值为 45.129，变异系

数为 0.614，这表明各省级行政区域网络关注度存

在较大差异。创新扩散被认为是在一定时间内，通

过一种或多种渠道传播技术创新且该技术创新被

社会系统成员接受的过程[9]。从本质上讲，智能制

造是一种技术创新活动，它既具有极强的正向外部

溢出特性，也离不开外部环境的有效支持[10]。有学

者指出，地理位置的空间距离越短，越有利于技术

创新扩散，因此空间聚集能够有效促进扩散[11]。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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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网络关注度的大小，可以将其划分为从高到低三

个空间梯度。其中，网络关注度最高的区间辐射带

动性也最强。 

第一个区间的智能制造网络关注度在 81~120

之间，包括北京(102)、广东(98)、江苏(90)、上海(82)。

朱恒源、刘广等[12]与张玲漪、冷民等[13]研究发现，

在一个社会经济系统中，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越高、

人口流动越频繁，创新资源越丰富，创造能力就越

强，创新扩散的动力就越大、速度就越快；而区域

的二元经济结构特征越强，创新越不易扩散。北京、

上海、广东、江苏等地区经济发达，人才汇聚，文

化繁荣，创新资源丰富，科技创新能力活跃，对外

开放程度较高，这 4 个地区处于智能制造网络关注

度的较高梯层，公众的主动搜寻行为频率最高。 

第二个区间的智能制造网络关注度在 41~80 之

间，从高到低分别是：浙江(78)、山东(70)、四川(64)、

湖北(62)、河南(57)、湖南(57)、福建(55)、辽宁(54)、

陕西(54)、重庆(50)、河北(50)、安徽(49)、天津(46)，

共计 13 个省级行政区域。 

第三个区间的智能制造网络关注度在 0~40 之

间，包括江西(36)、山西(33)、黑龙江(32)、吉林(31)、

广西(30)、贵州(28)、云南(24)、内蒙古(19)、甘肃

(17)、新疆(13)、宁夏(8)、海南(7)、青海(3)、西藏

(0)，共计 14 个省级行政区域。这 14 个省级行政区

域处于智能制造网络关注度的较低梯层，公众的主

动搜寻行为频率最低。 

值得注意的是，东北地区是传统的老工业基

地，面临着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迫切需求和巨大的智

能制造发展空间。“中国制造 2025”被众多学者认

为是推动老工业基地振兴的重要抓手[14]，智能制造

已成为现代制造业创新发展的重要方向，但本研究

发现，研究期内大部分东北地区公众对智能制造的

主动搜寻行为及网络关注度并不高。 

五、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现阶段，有效推进智能制造是实现创新驱动与

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关键。随着移动互联网的迅猛发

展，网络关注度已成为用户关注需求与主动搜寻行

为在互联网上的客观体现。技术创新扩散是一个演

进的过程，智能制造的全面推进要求得到全社会的

关注、响应与实际支持。本文基于创新扩散理论的

最新研究成果，应用百度搜索引擎指数进行实证研

究，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从智能制造网络关注度时间维度的整体

趋势来看，在 2011 年 3 月 17 日至 2019 年 3 月 16

日共 8 年内，智能制造网络关注度整体呈波动上升

趋势，且来自 PC 端的关注占据优势。第二，从智

能制造网络关注度时间维度的波动规律来看，智能

制造政策与企业应用项目的落地生根易引发网络

关注度攀升。智能制造网络关注度波峰多出现在有

关智能制造重大政策的颁布之时，主要是在智能制

造的高级别技术应用交流会议召开及智能制造企

业应用项目申报公示之后。智能制造网络关注度波

谷多出现在国庆黄金周与春节期间。第三，从智能

制造网络关注度空间维度差异特征来看，我国 31

个省级行政区域(不包括中国香港特区、中国澳门特

区、中国台湾地区)网络关注度存在较大差异。总体

而言，处于网络关注度最高区间的省级行政区域大

多集中于经济发展较好、文化繁荣、创新资源丰富、

教育水平较高、人口流动频繁的地区，而经济较为

落后的省级行政区域智能制造网络关注度较低，传

统老工业基地东北地区尤其如此。 

(二)对策与建议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笔者提出三点建议：①在

智能制造发展进程中，政府一方面要加大政策支持

的力度，另一方面要为企业及研究机构搭建智能制

造交流平台，并促进智能制造政策与企业应用项目

的落地生根。②利用好创新扩散的外在动力和内在

牵引力，重点引导制造业转型升级难度较大地区发

展智能制造的强烈意识，加大对智能制造的区域投

入和支持力度。③充分发挥优势地区的聚集和辐射

作用，通过跨区域的创新合作和创新互动，优化协

调不同发展层次的区域推进智能制造的步伐和层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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