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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容过去   连接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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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亮点

极具产业经验的核心团队

自主研发核心技术

广泛的生态合作伙伴

工业数智化转型前景广阔 丰富的跨行业落地案例

团队持续深耕智能制造和工业

互联网领域专家

IT/OT/CT/DT技术融合发展

加速工业数智化转型

与伙伴共建行业生态

实现产品级融合打通及共同拓展

已有跨行业多场景落地案例

2022智能制造三级
成熟度占比（1）

潜在市场规模

12% 3500亿元

CPS融通互联一体机

助力跨行业跨场景数智化改造升级

20+ 75%+ 3项
工业互联网
发明专利

科研人员
占比

牵头国家级标
准制定

创始人于万钦：工业互联网国

家标准起草者，15年创业老兵

汽车 能源 装备制造

1000+ 100+
制造业机理模型的

共性抽象
大中型企业实践验证

（1）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智能制造成熟度指数报告（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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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见时代变迁

美 国 预 言 学 家
阿尔文 . 托夫勒
1 9 8 3 年 出 版

p 托夫勒《第三次浪潮》描绘的场景，现在已变成现实，《第三次
浪潮》，即信息技术革命，微软、思科、SAP、ORACLE、新华
三、华为、中兴、联想，都是这波浪潮下的伟大公司！

中 国 互 联 专 家

于 万 钦
2 0 1 3 年 出 版

p 于万钦《若水之道》撰写的工业4.0智能平台构建策略，描绘从
数字化走向智能化的世界，在企业内部需要形成一种随需而变、
自主变革的能力，犹如善治之水，达到因形而循、因势而动、无
所不克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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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推动产业

  

PC 
初级时代

PC 联网时代
Intranet

互联网时代
Internet

移动互联网时代
MobileInternet

工业互联网时代
IT/OT/CT/DT

融合技术

ü 单机应用软件出现:

CAD/CAE/CAM/文字处理/会计电算化/

平面设计/单机游戏

以PC兼容机、磁盘、可读写光盘外置硬盘、打

印机、复印机、刻字机、扫描仪

IBM
微软

ü 大量的C/S 结构的应用出现:

数据库应用/MIS 系统/ERP系统/财务管理系统/HR 管理

系统/仓储管理系统/工业自动化控制/工业应用SCADA、

DCS、MES......

文件服务器、数据服务器、磁盘阵列、网络交

换机、网络HUB、防火墙\工控机，PLC 的大量

应用于工业控制

IBM
SAP

ORACLE
思科
华为

ü 大量的B/S 结构的应用出现：

应用服务器、SOA中间件、ERP/PLM/SCM/.....跨地域的

广域网部署、对外的互联网窗口、内外互联的需求出现、

QQ,MSN社交软件、电商购物、电子支付、视频服务

三层交换机、路由器、防火墙、入侵

检测系统、上网行为管理数字通讯、

虚拟机技术、云技术

百度
新浪
搜狐
思科
华为

ü 大量的移动应用出现：

短信服务、彩信服务、移动应用、内

容服务、移动电商、微信、支付宝

智能手机、智能终端、云计

算平台、IAAS/PAAS/SAAS

阿里
京东
腾讯
华为
小米

ü 大量的复合技术应用出现
重点在互联互通、物联网、车联网、
设备联网、IT/OT互联融合、人工智
能AI、云计算、大数据应用、智能制
造、数字化工厂,C2M

多智能体融合、人工智
能
CPS 信息物理融合系统
数字孪生
工业元宇宙

p IT/OT/CT /DT技术发展
    带动的全球产业发展路径

p 五个时代场景下，孕育了不
同产业和产品机会 

p 斯欧互联，领先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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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行业痛点

WMS+立体库+AGV

5G+SCADA+数据挖掘

5G+AI摄像头+深度学习 5G+IOT+云计算

工业相机+5G+边缘计算

WCS+协作机器人+RFID

p 计算机发展三大阶段：第一阶段是

文件夹，第二阶段是网络，现在我

们处于一个数据流动的时代。现在

的第三阶段就是流标签，云端组成

各种各样的流。（凯文·凯利）

p 什么东西在流动呢？数据，不管你

是做制造、房地产、医药、化工，

还是教育，其实你做的生意都是数

据。（凯文·凯利）

p 当下数据分隔化、孤岛化，需要花

巨大的代价开发才能联通，所以数

据流动障碍成为当下行业最大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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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欧的CPS融通互联技术广泛应用于构建产业集群工业互联网、
数字化共享工厂、数字化和智能化技术底座等场景，并实现产
业互联网与消费互联网的融合，打造工业全要素、全价值链、
全产业链互联互通和互操作的数字化平台， 服务超过100家
头部企业，沉淀1000多个工业机理模型，提供成熟的软件产品、
软件平台、软硬一体机和SaaS服务，除用于智能制造的数字化
领域外，也可用于赋能智慧城市、智慧政务、智慧医疗、智慧
交通、智慧农业、智慧教育、智能网联汽车等数字化领域，为
“智慧+”场景提供标准化技术底座。

中科斯欧互联科技

合肥斯欧互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原重庆斯欧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8年。(简称：斯欧互联，股票代码
870376)。经过10多年的行业经验沉淀，以CPS为核心技术底座融合相关行业经验形成融通互联解决方案，CPS对标
国际领先水平，为数字化产业的革新技术，致力于改进IT/OT/CT/DT的通识性融合技术，助力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
程中通过将数据和系统抽象为跨越整个企业的数据虚拟化层，以克服在快速构建软件解决方案时，数据难以集成的巨
大瓶颈，通过零代码连接多源异构系统，打破信息孤岛，构建数字化虚拟服务目录。

斯欧互联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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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知名的智能制造专家、工业互联网专家，是斯欧牵头3个国家标准制定的主要起草人。

参与撰写出版了《自主变革的基石》、《面向服务的企业应用架构》、《若水之道—工业

4.0智能平台构建策略》、《数据治理-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之道》 、《信息物理系统（CPS）

典型应用案例集》等5本专业著作。

国家标准制定者

潜心研究工业互联网顶层设计、规划咨询和实施解决方案，有超过30年的实践经验。包括

工业互联网CPS融通互联平台、工业物联网平台、工业大数据分析和边缘计算、云技术、

SOA架构、端到端流程协同等。

工业互联网专家

创始人简介

于万钦 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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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顾问简介

Ø 中国工程院院士

Ø 清华大学车辆与运载学院教授

Ø 汽车安全与节能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Ø 国家智能网联汽车创新中心首席科学家

Ø 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2项、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中国汽车工业

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1项，授权国内外发明专利70余项，发表高水平

论文20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3部。

合作领域： 智能网联汽车CPS的关键技术突破， 智能网联汽车

“中国方案”车路云协同数据交换

Ø 德国人工智能十大最具影响人物

Ø 德国不莱梅大学数学和计算机学院首席人工智能教授

Ø 德国国家科学与工程院院士, 管理委员会成员，德国工业4.0理念共同

创始人

Ø 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

Ø 美国人工智能协会（AAAI）会员, 、美国计算机协会（ACM）会员

Ø 超过300多项主要科研成果，书籍和专利

合作领域： CPS关键技术突破， 相关国际标准， CPS融通技术

赋能第一，二， 三产业， 特别是智能制造， 智慧城市

奥泰因· 赫尔佐格  院士 李克强   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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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团队介绍

丁贤军 总经理

Ø 曾就职于富士康、中兴通讯，先后涉足产品研发、

产品规划、市场规划、市场销售、运营管理、人力

资源管理等多岗位，10年以上管理经验

Ø 拥有近20年ICT领域工作经验 

Ø 重庆大学本科

曾昌树  副总经理

Ø 曾任海口电器厂副厂长、重庆市凌集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总经理等职务

Ø 超20多年营销经验，打造超百人精英团队

Ø 亚洲国际公开大学工商管理硕士

宣秀芳  副总经理

Ø 曾任上海知谷企业管理创始人、苏州四点零有限公

司总经理（南京）、GE，ABB，Alstom，默克等世

界500强部门负责人，总监等职务

Ø 20多年制造行业经验，德国工业4.0先锋，曾多年担

任中产委智能制造副秘书长，连续创业者

Ø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硕士

郭  军  首席架构师

Ø 任首席架构师，统筹公司开发项目的总体方案
设计

Ø 十年以上信息化建设工作经验，具有雄厚行业
积淀

Ø 长期与国内知名企业进行战略合作 

张  平  首席技术官

Ø 参与、规划、负责过各类企业信息系统建设项
目和SOA业务集成项目，涉及汽车制造、仓储
物流等众多行业

Ø 超15年软件开发管理经验，具备多行业多领域
的智能化项目落地经验

Ø 重庆大学，软件工程 硕士研究生

Ø 微电子 博士，通讯专家
Ø 重庆市应急管理专家，重庆市应急救援专家
Ø 中国科学院客座教授
Ø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同行评审专家
Ø 发表SCI/EI等论文40篇，国际、国家发明专利

公开/授权共120项，获省部级科技奖励多项，
完成国家863等科研项目9项

黄东  首席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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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PS融通互联一体机（CPS Super Integration Platform）源自斯欧互联15年数字化转型实践、100+大中型企业的经验沉淀，融合
了应用互联总线ASB 、开放互联总线OSB 、工业要素标识解析MDM 、设备互联总线devBus 四大核心产品能力，是基于新一代
云原生技术、可实现零编码融通互联

p CPS融通互联技术通过将系统信息和设备信息抽象为跨越整个企业的数据虚拟化层，非侵入式无缝联接异构多源应用系
统、异构设备，实现多源异构系统间的信息融合、信息交换和信息服务，达到端、边、云的一体化协同，解决企业在信息化建设
中遗留下的“万国语言”融通问题和异构协议的适配问题；同时环顾企业数据信息，对企业大数据的汇聚提供标准的数据模型治理。

p CPS融通互联一体机可以有效解决企业在数字化建设过程中应用集成难、投入成本高、实施周期长、扩展性差、可靠性不强等问
题，零编码方式高效、简单地打通并管理遗留系统与新生应用，真正实现“兼容过去、连接未来” ，消除数字鸿沟，提高业务敏
捷性，驱动数字化转型。

核心产品——CPS融通互联一体机，划时代融通互联产品

打 通 企 业 任 督 二 脉
应 用 和 设 备 之 间 的 互 联

和 合 共 生
供 应 链 上 下 游 企 业 间 协 同

合 纵 连 横
跨供应链、跨行业的产业互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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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S超融合工业互联网平台是工业全要素链接枢纽和工业资源配置核心

服务供应商 分子公司

材料供应商

企业

远程设计师

用户

外协制造商
CPS超融合工业互联网平台

服务协同

供应链协同

制造协同 设计协同

用户协同

内部协同

p 横向价值链：打通产品-机器-车间-工厂—客户企业的业务流、数据流和信息流，实现全产业链数据交互。

p 纵向价值链：基于CPS超融合能力，智能生产数据链联接连通供应链、制造工厂和客户。

IT/OT/CT/DT技术融合——实现工业互联网全域数据一体化互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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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壳信息模型负责建立统一
的信息交换标准

协议包装器负责将异构协议进
行统一标准化封装

信息交换模型是工业互联网
消息交换的报文标准

联邦互联技术是实现分层互联
目标的具体模型

参 数 化 适 配 模 型

参数化适配模型负责建立与
异构系统的接入通道

管 理 壳 信 息 模 型

协 议 包 装 器

数 字 孪 生 模 型
数字孪生模型负责在数字空间建
立物理设备产线的数字映射

信 息 交 换 模 型

联 邦 互 联 技 术

0 1

0 2

0 3

0 4

0 5

0 6一种通适性的数字底座技术

p 经过15年的工业互联网产品研发及行业经验沉淀，斯欧互联形成以CPS为核心技术底座的6大核心技术，对标国际领先水平，打

造数字化产业革新技术——CPS融通互联技术，可应用于构建产业集群工业互联网、数字化共享工厂等场景，除用于智能制造的

数字化领域外，还可广泛赋能智慧城市、智慧政务、智慧医疗、智慧交通、智慧农业、智慧教育、智能网联汽车等数字化领域。

产品竞争优势——拥有6大核心技术

相比传统集成方法：节约70%的实施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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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制造应用互联第1部分：集成技术要求 工业互联网平台 开放应用编程接口功能要求 工业互联网平台 异构协议兼容适配器指南

标准号 GB/T 42405.1-2023
标准性质 推荐

主管部门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归口单位 全国自动化系统与集

成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标准号 GB/T 42569-2023

标准性质 推荐

主管部门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归口单位 全国信息技术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

计划号 20203866-T-469

标准性质 推荐

主管部门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归口单位 全国信息技术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

已发布 已经发布

产品竞争优势——提炼3项工业互联网国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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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实力——获政企高度认可

国标起草专家合影

合肥高新区党
工委委员、管
委会一行莅临
指导

斯欧互联获得中国工
业计算机领域年度创
新奖

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
所、中国航天科工集
团第二研究院等单位
的九位专家参加标准
评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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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标准产品销售

软硬件产品销售，包括CPS融通互联

一体机、MDM（工业要素标识解

析）、ASB或devBus软件模块等。

02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

包括数据治理、数据中台、数字化车

间、数字化工厂、工业互联网平台等

咨询、诊断及建设服务。

03咨询技术服务

对外开展技术服务，包括用CPS融通

互联技术赋能智慧城市、智慧环卫、

智能网联汽车。

04联合产品创新

使用CPS融通互联技术，与合作伙伴

协同、行业应用相结合，进行联合产

品创新，以打造新的基于数据融合与

驱动的业务。（联合成立公司，共享

知识产权和市场、利润）

05SAAS平台服务

通过SAAS版的CPS融通互联技术，

让中小企业快速实现异构数据融合，

打破“信息孤岛”。同时公司正在研

发的“超融合平台”，也可以为中小

企业提供在线的工业互联网平台服务。

06商学培训

包括教育装备销售、教育培训、国家标

准贯标培训等。

盈利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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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户案例——制造业和工业互联领域的技术底座

p 斯欧多年来深耕于智能制造和工业互联网领域，在IT、OT、互联网域的融通互联、平台集成、数据服

务、基础技术研究上具有领先的行业优势，直接间接获得100+企业信任，并使用斯欧的产品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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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生态伙伴：软硬件捆绑销售层面以华为、中兴、新华三、浪潮、XX军工、浙大中控、浙江大华等合

作为主；方案融合层面以航天云网、海尔卡奥斯、蓝卓、树根互联等工业互联网公司合作；市场层

面以中国联通及专业销售公司合作，通过方案融合、产品融合和市场资源融合等方式，实现一体化

产品销售。

 客户案例——软件集成商和集团IT部门的幕后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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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金额（万元）

2024年 2025年 2026年 2027年
1、收入 15000 30000 50000 80000
其中
（1）CPS系列产品销售 6000 12000 22000 40000

（2）基于CPS 融通互联平台的数字化解决方案 4000 12000 20000 30000

（3）其他收入（其他硬件销售、教育培训、技术服务等） 5000 6000 8000 10000

2、净利润 1500 3500 5500 10000

未来5年财务预测

智能制造、工业互联
网产业链业务

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链

2021 20352025 2045



19

研发成本

销售成本

办公成本

其他

成本

55%

30%

7.5%

7.5%

2200万

融资使用方向

1200万

300万

300万

p 2024年，拟进行A+轮融资4000万，出让10%股权。资金使用方向：智能网联汽车中间件、CPS 融通互

联平台引擎技术迭代、平台开发、应用模块开发约2200万，市场开拓及渠道合作1200万，办公成本和其

他成本各占300万。



兼容过去  连接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