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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S（Manufacturing Execution System）即制造执行系统，

是一套面向制造企业车间执行层的生产信息化管理系统。

MES系统定义

MES系统具备生产计划、生产执行、资源管理、质量管理、

数据分析与挖掘等功能，能够实现生产过程的可视化、可控

制和智能化。

MES系统特点

MES系统的定义与特点



1

MES系统在智能制造中的重要性

2

3

通过与ERP等系统的集成，实现计划、物料、

生产等信息的数字化管理，提高生产计划的准

确性和生产效率。

实现生产过程的数字化

通过对生产现场的实时监控和数据分析，能够

及时发现和解决生产过程中的问题，提高生产

管控能力。

提升生产管控能力

通过对设备、人员等资源的精细化管理，实现

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

优化资源配置



MES系统起源
MES系统起源于20世纪90年代，起初是为了解决生产现场的信息不对称和管理困难而出

现的。

MES系统的历史与发展

MES系统发展历程
经过多年的发展，MES系统已经经历了多个阶段，从最初的现场数据采集与监控，到现在

的智能化分析与决策，MES系统的功能不断丰富和完善。

MES系统未来趋势
未来，随着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的不断发展，MES系统将更加注重数据分析与挖

掘，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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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订单管理01
从生产计划到生产订单的下达、执行、监控和调整的全过程管理。

生产执行与控制

生产过程控制02
通过现场数据采集、工艺路线校验、物料追溯等方式，实现生产过程

的精细化管理。

实时生产监控03
通过数据采集与传感器监控等方式，实时监测生产设备的运行状态、

生产线的生产情况等。



1

高级排产与计划

2

3

通过对企业产能、资源、工艺等因素的分析，

制定合理的生产计划和排产方案。

产能分析与规划

通过高级排产算法、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实

现生产计划的优化排产和资源调度。

高级排产与调度

对生产计划执行过程进行监控、调整和优化，

确保生产计划的顺利执行。

计划执行与监控



资源分配与调度

资源状态监控

实时监控各类资源的状态，包括设备、

人员、物料等。

资源调度与优化

根据生产计划和资源状态，进行资源

的合理调度和优化配置。

资源利用分析与评估

分析资源利用情况，评估资源利用效

率和改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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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标准制定
根据企业特点和客户需求，制定相应的质量标准和检验计划。

质量管理与追溯

质量数据采集
通过数据采集和传感器等技术手段，实现质量数据的实时采集和监控。

质量分析与追溯
对质量数据进行深入分析和追溯，实现产品质量问题的精准定位和原因分析。



仓储管理01
通过自动化设备和软件，实现仓库的入库、出库、库存等信息的实时

管理。

智能仓储与物流

物流优化02
根据生产计划和订单需求，制定合理的物流计划和运输方案，降低物

流成本。

物流跟踪与监控03
通过物联网技术和实时数据采集，实现物流过程的实时跟踪和监控。



设备联网

通过工业互联网等技术手段，实

现生产设备的远程连接和数据交

互。

数据采集与处理

采集设备运行数据、工艺数据、

质量数据等，进行数据处理和分

析，为生产和管理提供数据支持。

设备维护与预警

通过数据分析和管理，实现设备

的预防性维护和故障预警，提高

设备利用率和降低维修成本。

设备联网与数据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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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可视化
通过数据可视化技术，将数据分析结果以图表、图形等形式呈

现，提高决策效率和准确性。

数据分析与可视化

01
数据仓库建设
构建统一的数据仓库，整合各类生产和管理数据，为数据分析

提供数据基础。

02
数据分析
通过大数据分析等技术手段，对生产和管理数据进行深入挖掘

和分析，为生产和管理提供决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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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可用性

通过分布式架构，可以避免单点故障，

提高系统的可用性和稳定性。

基于云计算的分布式部署架构

灵活性

云计算环境使得系统能够灵活地按需

扩展或缩减资源，满足生产需求的变

化。

高效性

分布式架构能够高效地处理海量数据，

提高系统的处理能力和响应速度。



解耦性01
微服务架构可以将不同的功能模块独立出来，形成松耦合的系统，便

于独立开发和部署。

基于微服务的松耦合架构

可扩展性02
每个微服务都可以根据需要进行横向扩展，满足系统规模不断增长的

需求。

灵活性03
微服务架构可以灵活地调整系统功能和流程，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生产

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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