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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我国经济建设高速推进的时代背景下，各行各业的市场竞争愈发激烈，传统的企业管理流程与体系已难以适配

企业的动态发展需求，为了谋求可持续竞争优势，企业需主动融合现代技术手段，构建信息化管理体系，通过

强化全流程信息整合能力，实现成本结构优化与盈利效能提升。鉴于此，本文将针对物联网技术赋能的企业信

息化管理机制展开深度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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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e context of China's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competition in various industries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fierce. 

Traditional enterprise management processes and systems are no longer sufficient to meet the dynamic needs of 

businesses. To achieve sustainable competitive advantages，companies must proactively integrate modern technological 

means and establish an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By enhancing the integration of information throughout the 

entire process，they can optimize cost structures and improve profitability. This paper will delve into the enterprise 

information management mechanisms empowered by IoT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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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作为新一代网络信息技术的典型代表，依托部署

于企业生产、流通及运营各环节的智能传感设备，可构建覆

盖企业运营各环节的智能化管理体系，该技术突破了时空维

度的限制，通过物联设备间、设备与人员间的动态信息交互，

可实现对企业产品流通轨迹、物流装备及固定资产使用状态

的可视化追踪，在保障全周期质量安全的同时，显著提升资

源整合效能。由此可见，深入探究基于物联网技术的企业信

息化管理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物联网技术架构解析 

物联网技术作为新一代信息交互模式，通过智能传感终

端与标准化通信协议的协同作用，构建起物理世界与数字空

间的实时映射关系，其核心价值在于突破传统信息交互边

界，实现物品状态感知、网络化传输与智能化决策的管理。

从技术体系分析，物联网呈现三层架构特征，一是物理感知

层，该层依托传感器网络与射频识别（RFID）技术，可完

成对生产环境、设备状态及物流载体的多模态数据采集。例

如，温度传感器可实时监测仓储环境参数，二维码技术则用

于产品全周期的溯源，为后续信息处理提供基础数据支撑。

二是网络传输层，基于 5G 等通信技术，该层实现海量感知

数据的低时延传输与分布式存储，通过边缘计算节点的部

署，可对原始数据进行初步清洗与特征提取，显著降低云端

处理压力，保障了企业级应用的实时需求。三是智能应用层，

该层聚焦于垂直行业场景的深度融合，在供应链管理领域，

物联网技术可构建动态采购模型，通过分析供应商交货周期

与原材料价格波动，优化库存策略；在智能制造环节，则能

基于市场需求预测驱动柔性生产系统，实现用户定制化模式

转型。 

二、基于物联网技术的企业信息化管理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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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优化生产效能 

在企业生产管理领域引入物联网技术，能够显著提升生

产效能，以 RFID 技术为例，其应用可推动生产线自动化与

智能化升级。在物料管理方面，通过物联网技术对原材料实

施精细化信息管控，将生产物料按原材料、半成品、成品进

行分类，并在生产过程中将各类物料进行动态转换。借助物

联网技术对产品生产全流程进行实时监测与跟踪，可大幅削

减人工操作频次，有效降低生产成本。此外，RFID 技术的

应用为企业管理人员提供了更高效的工作手段。物联网技术

能够深度融合实际生产场景，精准获取物流存储与保管数

据，并确保信息及时传递至相关部门，从而保障物资存储与

转运的高效性，维持生产线的稳定运行。传统互联网管控模

式在生产管理中往往仅关注生产计划的执行情况，难以实现

对产品数量与质量的精确把控。而物联网技术的融合应用，

则为持续改进产品质量与生产效率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有

助于企业实现更高水平的信息化管理。 

（二）提升仓库货物盘点精准度 

在企业仓库管理过程中引入物联网技术有助于提高仓

库货物盘点工作的精确性。借助此项技术，企业可实时获取

各类产品及货物的库存数据，精准确定产品的存放位置。以

射频技术为例，其在产品入库与盘点流程中的应用，加速了

入库及取货作业的自动化发展，促使物流仓库管理模式发生

变革。基于供应链的实际需求，物联网技术能够实现取货与

收货计划的有效协同，将仓库内产品数量的变动可实时传递

至管理平台。在发生取货等操作时，射频技术能及时感知产

品位置变动，核对仓库货物信息，并将结果上传至管理系统，

以便快速发现并修正数据偏差。此外，物联网射频技术的应

用显著降低了人工操作强度，简化了库管流程，减少了企业

管理资源的投入，使作业更加精准高效。 

（三）优化物流运输管理 

在企业运输配送流程中引入物联网技术，可优化物流运

输管理。比如，可在物流运输车辆上安装射频标签，当车辆

途经各检查点时，系统能自动识别车上货物，使企业实时掌

握物流运输动态，便于物流管理平台对货物进行全程跟踪。

以 RFID 射频技术为例，当车辆及货物通过检查点时，该技

术可精准获取车辆与货物的相关信息，并通过互联网及时传

输至企业信息化管理平台，企业便可实现对产品运输的全过

程实施精准监控，判断产品运输是否符合既定计划，若出现

偏差，可深入分析故障成因，为后续物流工作的优化提供依

据。同时，在企业物流领域，该技术的应用推动了运输流程

的革新，既能减少人工成本支出，又可提升物流运输效率，

若中央配送中心为所有产品配置 RFID 标签，当产品通过推

盘检查器时，系统能够精准读取货物信息，并即时比对货物

与信息是否一致，以此排查潜在差错，经核对无误，系统会

更新 RFID 标签信息，记录产品最新的物流动态与存储位置，

从而保障物流信息准确、及时。 

（四）确保销售信息的精准记录 

在产品销售及客户服务环节引入物联网技术，构建基于

RFID 的管理系统可对产品库存发生的变动进行实时数据更

新。若库存量低于预设的安全阈值，系统将自动触发补货提

醒机制。通过构建覆盖产品出库、物流运输及终端应用的全

程物联网监控体系，可确保货物流转顺序的精准记录，替代

传统的人工记录与管理模式，为后续业务决策提供可靠的数

据支持。此外，该体系能够完整记录每件产品的生产、仓储、

物流及销售信息，消费者可通过扫描 RFID 标签，获取产品

的详细溯源信息，从而增强对产品品质的信任。 

三、基于物联网技术的企业信息化管理平台设计 

（一）搭建信息化管理平台 

基于物联网技术，企业可通过构建高效的信息化管理平

台，实现资源投入的优化配置，在缩短业务处理周期的同时，

降低人力与物力成本。具体而言，平台建设需从网络架构与

无线基站部署切入，重点推进终端系统的集成开发，确保各

环节数据与信息化管理平台实现无缝对接。在仓库与物流环

节，通过物联网技术与编码转换技术的协同应用，可实时捕

获业务动态数据，并驱动平台数据库进行动态更新，保障仓

库管理流程的连续性。若库存盘点过程中发现异常，需建立

快速响应机制，确保问题第一时间反馈至管理部门并得到处

置。无线基站部署需结合仓库地理特征，优化数据传输路径，

在保障数据完整性的前提下提升传输效率，最终实现仓库信

息的精准传递，全面提升企业信息化管理水平。 

（二）优化仓库作业流程 

在产品入库环节，仓库管理人员需精准掌握货物类别与

数量信息。完成验收后，应及时封装货物并粘贴 RFID 标签，

随后通过终端设备扫描录入信息，同步至信息化管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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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货物数据的数字化存储。为保障仓储质量，需建立常态

化盘点机制，传统开箱验货的盘点方式虽能核对货物标签与

实物信息，但存在效率低下、资源消耗大等弊端，依托信息

化管理平台，物流信息可实时同步至移动终端，显著提升库

存盘点效率。例如，在货物存储管理中，库管人员可通过手

持终端设备快速定位货物位置，并实时更新库存数量；在产

品出库环节，操作人员可根据信息化管理平台反馈的库存数

据，动态调整出库策略，确保出库作业的精准性与高效性。

通过信息化手段优化仓库作业流程，可实现仓储管理的数字

化、智能化升级，为企业降本增效提供有力支撑。 

（三）以客户需求为导向优化物流服务 

在物流运输环节，企业可通过信息化管理平台提升服务

效能，有效控制运营成本。为推动平台的持续迭代与优化，

需以客户需求为出发点，深度融合物联网技术优势，精准定

位系统升级方向。通过技术赋能，可实现物流仓储体系与管

理流程的协同优化，确保服务改进措施与客户需求高度契

合。此举不仅能提升物流运作效率，更能彰显信息化管理平

台在优化资源配置、降低企业成本方面的核心价值，助力企

业构建以客户为中心的竞争优势。 

四、提升企业信息化管理效能的策略 

（一）控制物联网技术成本 

企业需立足自身发展需求，深化物联网技术与信息化管

理的融合应用，在这一过程中，应注重物联网技术应用的成

本效益分析，通过升级计算机软硬件设施、优化资金与人力

配置，构建兼具经济性与实用性的信息化管理平台，助力企

业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协同增长。企业管理层需强化

对信息化建设的战略认知，建立动态调整机制，确保系统功

能与业务需求同步迭代。同时，应加强网络基础设施布局，

构建集信息化管理、业务运营于一体的综合平台，充分释放

物联网技术在数据采集、流程优化等方面的技术潜力。通过

技术赋能与资源整合，推动企业信息化管理向精细化、智能

化方向升级，最终实现管理效能与核心竞争力的双重提升。 

（二）深化物联网技术价值 

立足企业战略规划与现实需求，企业应将物联网技术深

度融入产品全周期管理体系，以提升信息化管理的精细化与

智能化水平。具体实践中，企业需在产品全链条中整合优化

内部资源，通过技术赋能实现生产流程优化与成本管控，充

分释放物联网技术的增效潜能。同时，企业应强化产能规划

与内控机制的协同性，构建技术驱动的精益管理模式，在提

升经营效益的同时履行社会责任，达成经济效益与社会价值

的有机统一。 

（三）强化物联网技术应用 

企业需持续强化物联网技术在生产运营与管理体系中

的效能，以此构建主系统与子系统间的协同运作机制。通过

组建专业化物联网管理团队，系统提升从业人员的技术应用

能力，充分发挥信息化管理模式的集成优势。在此进程中，

可推动企业资源计划系统与物联网技术的深度融合，实现资

源要素的动态调配与整合优化，帮助企业充分释放物联网技

术的赋能价值，系统性重构业务流程架构，从而提升企业的

综合效益。 

总结 

综上所述，当下物联网技术已实现规模化应用，企业借

助该技术优化信息采集与传输流程，构建高效信息交互机

制，进而达成管理信息化目标。将物联网技术应用于生产、

物流及销售全链条的智能化管控，通过提升资源协同效率，

能够加速企业管理体系向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实现对产品

全周期的动态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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