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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智能制造领先新一代产品制造的e-F@ctory。
实现智能制造。

e-F@ctory概念是指，通过充分利用FA技术和IT技术，
在开发/生产/维护的所有阶段削减TCO，持续支持客户

的改善活动，同时实现领先世界的制造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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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ctory概念是指，通过充分利用FA技术和IT技术，在开发、生产、维护的所有阶段降低TCO*，持续支持

客户的改善活动，同时实现领先世界的制造理念。

IT系统

・企业经营管理

・业务改善所需的多个据点间

的数据分析

・生产管理及执行指示

边缘计算

生产现场

・生产执行

・传感

・生产、设备数据

的获取

节能产品群驱动产品群控制器产品群 机电产品群传感器产品群

在日益复杂化的产品制造现场，最大限度地利用生产现场的信
息，与此同时“人”和“机器”的协调也是非常重要的思路。

不能仅仅依靠从生产现场的设备获得的信息来提高生产率及质
量，如果不以现场人员的发现等为契机进行改善，不通过人员进
行弹性对应的话，则难以提高生产率及质量。此外，自动化的推
进也是如此，根据人员察觉到的信息自动调整设备是不可或缺
的。

三菱电机进行提案的“e-F@ctory”通过充分利用信息、“人”和
“机器”的协调实现高效且弹性的产品制造，通过生产现场、供
应链、工程链的整体最佳化，实现“新一代产品制造”。

since2003

通过工匠精神和智能制造促进创新的 e-F@ctory

* 基于本公司的导入实绩

*TCO: Total Cost of Ownership

生产率
最大提升50% * 质量

最大提升40% *
制造成本 

最大削减10% *

熟练期间     
  最大削减60% *

・现场数据监视/分析/诊断

・面向现场的实施反馈

・FA-IT的无缝协同

信息

机器 人

通过信息的充分利用
实现人和机器的协调

通过包含FA-IT信息协同、网络等在内的丰

富的FA产品系列解决各种技术课题。

FA产品系列

支持解决产品制造中客户的各种课题，集中可

以实现高效的系统导入扩展及运营、维护的诀

窍，并进行最佳化的产品及服务。

应用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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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可以维持稳定的生产，针对客户的系统，

提供持续且最佳的系统运营和维护支持。

运营、维护服务

产品制造面对的各种课题。

通过此前的自动化及系统化无法解决的、从经

营管理、制造设计到生产现场的产品制造所有

场景的最佳化所面对的课题，由本公司的专业

团队全力提供支持。

咨询

支持自动化系统、生产管理系统、机器

人系统、人员作业最佳化系统等各种各

样的生产管理系统提案和启动。

系统

通过积累的丰富经验和符合目的的革新，
　　　     实现智能制造的5大基本方针

实现持续的创新，以智
能制造先锋为目标。

降低运营成本、改善操
作员、生产设备的效
率，实现质量提升。

推进实现节能和资源有
效利用的环保制造。

通过上游设计及供应链的
机制，提高工厂经营的满
意度和市场满意度。

分析熟练技术人员的诀
窍，实现任何人都可以无
误作业的高质量生产。

智能制造的 5大方针

创新驱动 质量为先 绿色发展 结构优化
Innovative 

drive
Quality 
first

Green 
development

Structural 
optimization

人才为本
Human-
centered

e-F@c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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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状诊断、课题提取

针对不了解课题的客户，首先分析现状，

以生产制造为核心，提出以下课题。

・生产方式与布局的课题

・生产管理的课题

・质量信息化管理的课题

■ 解决方案构想

基于通过课题提取分析得到的现场诊断结

果，进行生产制造现场的整体改善提案。

・业务流程改善提案

・精益、工序改善提案、

设备导入提案

・运转率改善提案、出产率改善提案

・ 信息化

自动化系统、生产管理系统、机器人系统、

人员作业最佳化系统等各种各样的生产管

理系统提案和导入。

运营、维护服务

现状诊断、提出课题

工序设计 导入 运营、维护

构想设计 设备、系统导入 运营、运转 维护

应用包

解决产品制造中客户的各种课

题，集中可以实现高效的系统

导入扩展及运营、维护的经验，

并进行生产制造升级服务。

为了持续稳定的生产，针对客

户的设备系统，提供运营和维

护支持。

现场诊断结果 概念设计书 提供最佳的系统 轻松导入

希望快速轻松导入特定
功能

・不了解课题
・不知如何开始 /不知如何推进
・担心方案是否可行

课题不明确 明确课题提出解决方案构想并进行整理 通过系统及应用包解决课题 通过提供针对客户系统的运营和

维护的服务、改善导入后运转状

况不佳的设备/系统。

咨 询 系统

课题改善流程

提案内容

e-F@ctory 不仅在生产现场，还在各种场景下提供改善手段。这些不仅局限于 FA 产品，而是通过咨询、系统和运营维护

服务，提供生产制造化和加速提升企业价值的解决方案。

针对课题不明确、不了解从何开始的客户，提供现状诊断及课题疏理服务，针对有明确课题的客户，提供系统及应用包

导入服务等，针对不同状况的客户提供各种定制化服务。 

・希望解决定制化功能
・希望整体解决方案

课题改善流程和提案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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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工厂最佳化中的课题，要进行业务改善、人才培养、专业技术（Know-How）积累，第一步就是充分利用生产现场的数据。
因此，重要的是将从生产现场实时收集的数据进行可视化、分析、诊断，并反馈至生产现场，三菱电机为了实现前述课题，提供咨询、生产系统的提案和启
动支持、运营和维护服务等解决方案。
面向电机・电子制造业，根据功能区分汇总解决方案，然后对各解决方案的概要及具体解决对策进行介绍。

可视化 分析 改善

分拣

装载器
焊膏印刷

贴片机

焊剂涂敷器

注塑

去毛刺

仿形、嵌合

包装

检查

出厂

螺丝拧紧

印刷电路板组装

印刷电路板安装

零件成型
电路板分割

模块组装

回流焊

流焊

实时收集生产
现场的数据

将收集的数据进行可视化，
反馈至生产现场

边缘处理

e-F@ctory Alliance IT 系统
与 e-F@ctory Alliance 合作伙伴一同为您提供将生产
现场最佳化的 IT 解决方案。

云

生产现场
希望提高生产率

希望简化管理

希望自动化 希望提高质量

希望缩短培训时间

希望监控设备信息

■咨询

参阅 P.9 ～ 10

■系统
・可视化
・自动化支持
・人员作业支持

参阅 P.11 ～ 20

■运营和维护服务
・保全支持

参阅 P.21 ～ 22

组装

检查

出厂

分拣

加工

咨询/系统/运营和维护服务

可视化、自动化支持、人员作业支持、保全支持的实现方法有各种各样的手段。除了 P.13 ～ 22 所示的“提案”，也可以通

过本公司产品及 e-F@ctory Alliance 合作伙伴产品实现，可以根据客户的用途提供系统提案。

此外，面向不了解从何处实施才好的客户，也可以通过咨询提供服务。敬请咨询。

* 以上介绍了电机・电子制造行业的解决方案，但不限于电机・电子领域，本公司也提供其他各种领域的解决方案。

解决方案图示（面向电机・电子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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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产制造现场，不仅要求多功能、高性能硬件产品，还要求提供生产管理、信息化系统及设备，以实现一

站式构建生产制造现场的整体解决方案。

三菱电机作为拥有悠久历史的制造业厂家，面临过诸多困难，并获得了诸多成功。积累了无穷的解决课题所

需的“创意”和“方法”及“原则”。通过充分利用其中蕴藏的智慧及专业技术（Know-How），以客户的工厂

为对象提供咨询服务，助力企业制造升级。

首先在调查客户现状的基础上，整理课题，面向智能制造进行规

划案。之后，根据需要进行生产线的构成研究或信息系统的需求

整理，进而实施生产线 /信息系统的设计 /导入支持。

主要的咨询流程

Step
01 目标的选定

Step
02 现状调查

Step
03 现状的课题分析

Step
04 与行业 TOP 企业的比较研究

Step
05 智能制造的蓝图设计

Step
07 实施计划

Step
06 改善要点

Step
08 效果评估

咨询流程 提供服务

提供服务

Step
01 现状详细调查

Step
02 对象产品的选定

Step
03 产品制造流程的调查

Step
04 布局的研究

Step
05 工序分割研究

Step
07 生产线内的各设备规格书研究

Step
09

信息系统的内部 /
外部规格研究

Step
06 手动工序、自动化工序的选定

Step
08 管理需求确定

咨询流程

智能制造的规划

生产线设计 信息系统设计

工厂的现状诊断 /

现状调查报告

标准作业组合表

各设备的装置概略构成图

各设备的装置规格书

系统的内部 /外部规格书

需求定义书

现状课题分析结果

工序平衡研究书

产品工艺分析

生产线布局图

实施计划书

投资效果分析

改善点说明书

现状课题分析结果

智能制造改善点列表

现状课题诊断

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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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菱电机iQ Monozukuri应用包是帮助客户解决产品制造中出现的各种课题，提供高效的系统导入、扩展及
运营、维护的专业技术（Know-How），实现生产最佳化的产品及服务。
使用应用包的控制软件，通用性较高，可以轻松导入。

提供的内容

提供“ 工序”、“ 用途”、“ 装置”丰富多彩的应用产品阵容

凝结了三菱电机和合作伙伴多年积累的“产品制造”专业技术（Know-How）和创意

以高信誉的三菱电机产品为中心的系统构筑

在自动化系统、生产管理系统、机器人系统、人员作业最佳化系统等的构建中，通过 FA 产品及应用包进行

系统提案。

通过充分利用这些 FA 产品及应用包，收集生产现场的各种数据，与 IT 系统协作，将分析和解析后的结果反

馈至生产现场。

通过这种反馈，持续实现质量提升及业务高效化。

针对不间断传送带，借助机器
人实现零件的自动搬运、整
理。

传送带跟踪

11

应用包

HANDLING

支持需要坐标计算的搬运机构设

备的设计与启动。

支持搭建由机器人实现机床加载/卸

载系统，协助简单设置与启动。

机床加载

通过GOT2000+通用Web浏览器

轻松实现制造现场的可视化。

安灯
工序、用途

结合希望在哪里使用及希望做

什么等状况和目的，主要面向

用户的应用包。

支持搭建防止零件的取出/供给错

误的数码分类作业支援系统。

防错看板

由机器人通过粗略的试教，实现

去毛刺、抛光作业的自动化。

去毛刺、抛光

支持启动需要放卷、收卷控制

的转换系统。

CONVERTING

支持高效并且可靠的螺丝拧紧

工作支援系统的搭建。

螺丝拧紧作业指导

可以实现由机器人进行零件等的

组装、嵌合、检查工序的自动化

系统。

力觉应用

支持启动需要凸轮控制及位置

补偿的包装机设备。

PACKAGING
装置

支持系统的启动及设置等，主

要面向装置生产厂商的应用

包。 12

应用包产品系列

应用包内容

Know-howKnow-how

专业知识专业知识

经验经验
创意创意

技术技术

软件

・应用程序

・模板

・设置工具 等

文档

・手册

・设置指南 等

硬件

不仅提供三菱电机的FA产品，还提

供包括合作伙伴产品在内的丰富FA

产品。

IT系统

生产现场

生产系统

边缘处理

FA 产品

从多品种少量生产系统到发展之后的弹性生产系统，为了满足客户需求，三菱电机不断努力推进技术革新。

从控制设备、驱动设备、节能支援设备、配电控制设备到产业机电设备，FA产品系列涉及非常的广泛。

以自动化、省力化、质量提升为主题，这些产品被广泛应用于所有生产现场。

低压配电控制设备控制设备 驱动设备 显示器（HMI） 产业用机器人 加工机

保全支持

自动化支持

人员作业支持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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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用化 可用化 可用化

设备监控 运转信息 异常信息

可追溯性 品质信息 负载信息

改善

分析

为了实现整个工厂的最优化，力图实时收集、分析生产现场生成的原始数据及其因果关系，并实行迎合各种
场合及目的“可视化”。

解决方案1

□ 希望实现生产计划和生产实绩的实时可视化，借以尽早发现问题

□ 为了解决课题，希望可以调查关联数据并进行原因分析，采取对策

□ 希望根据现场的具体数据，获得设计部门的协助，推进改善 

可视化

图 系统配置示意图

课题

设备保全管理
（故障预测）

运转分析
（直行率分析）

异常分析

判定质量低下的工序 品质数据解析
作业实绩分析

（作业熟练度分析）

设备保全管理
（维护计划）

生产计划预测
（达成率、品质）

防止再发生对策

工序改善
检查数据管理

（参差不齐原因）
人员配置最优化

可视化

数据收集

制造现场

办公室PCGOT

提案1: 边缘计算产品

将从生产设备获得的信息，通过GOT2000显示到安灯用显示器等借此实现现场的信息共享与可视化。此外，
如果有可以连接至GOT2000的设备，则可以轻松搭建安灯系统，从而可以抑制导入成本。

·通过安灯用模板画面，轻松实现

画面定制

·内容发布者可轻松设置变更显示信息

·可实时确认计划生产量和实绩

·通过GOT2000的GOT Mobile功能，

即使不在现场也可确认生产状况

·通过操作员间的信息共享，有助于提高生产率

可远程监控现场

提高生产率

轻松导入

通过生产现场的数据收集、分析、实时诊断为预防保全及品质提升等以及凭借充分利用数据为生产现场改善
做出贡献。
工业用PC“MELIPC系列”充分利用生产现场的多种数据，实现边缘计算。计划推出从基于高性能处理器、
CC-Link IE内置的可实现实时数据处理的高端机型，到简易小型的低端机型，驱动控制用途等多种产品系
列。

通过 CC-Link IE，定时
收集 msec 级指令的数据

MELIPC

生产设备A 生产设备B 生产设备C

·同时搭载实时OS、Windows OS，兼

具实时控制、数据收集和信息处理

·通过将操作员实行的手动数据输入

改为自动化，防止错误

通过数据自动收集防止输入错误

同时支持控制和信息处理

数据收集、诊断、处理

可视化

可视化包括实时收集生产现场的数据并进行“可视化”、将收集的数据进行一次处理使其易于理解并通过 IT
系统进行分析的“可分析化”、以及将 IT 系统的分析解析结果反馈至生产现场进行改善的“可诊断化”，将
上述内容分阶段持续推进是重中之重。

提案2: iQ Monozukuri 安灯

可分析化

可视化

共通化的智能
化画面

共通化的管
理指标

共通化的协
同 I/F

共通化的数据格式

设备数据的可视化 作业数据的可视化
拧螺丝 防错看板/防呆看板

MES接口

iQ Monozukuri 安灯

iQ Monozukuri 螺丝拧紧
作业支援 BI工具

SMT产线运转监控系统

边缘计算

生产信息DB

可诊断化 改善服务

系统
边缘计算解决方案

三菱SCADA软件
MC Works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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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C语言控制器收集SMT产线的数据，通过MC Works64实现生产进度、零件错误
率、设备异常等的可视化。为管理员实行改善，提高生产效率和品质提供支援。

充分利用通过 MES 接口模块收集的所有生产设备数据，可以实现系统监控及搭建各种可视化系统。

MES 接口模块

(Ax Facility)
·从庞大的数据中自动收集设备的

动作状态

·根据收集的数据查明设备的故障

原因

·根据收集的数据预测设备的故障

预防性维护保养

可追溯性

自动数据收集

·通过模板画面，轻松实现SMT产线

的可视化

·通过提供系统所需的硬件和软

件，可以轻松开始运转监控

·提供e-F@ctory示范工厂三菱电机

名古屋制作所的SMT产线系统

提供标准化系统

轻松导入

丰富的模板画面

绘制、监控用工具 记录、报表用工具

分析用工具远程监控用工具

由采集至数据库中的作业实绩，可以充分利用于各种分析达到数据可分析化。

·抽出不良较多的工序/操作员，

实现工序的修正及针对该操作

员的效率培训

·自动记录作业记录数据

可追溯性

作业实绩的分析
生产管理服务器

C语言控制器

管理员

数据库服务器

生产个数分析

平均节拍时间分析

零件使用比率分析

库存警报发生状况分析

生产计划和实绩的分析

不良位置的分析 /

设备异常的详细显示

设备运转率、

零件错误率的分析

【标准系统内容】

·表面贴装产线可视化模板画面

·MC-Works64

·C语言控制器

·数据收集FB群

SMT产线

通过 MC Works64 实现可视化和管理

作业实绩的分析

可视化

分析

分析

收集数据
·生产信息
·运转信息
·品质信息
·报错信息
等

收集数据
·紧固扭矩
·组装完成个数
·作业时间
·使用零件数
等

提案3: 三菱SCADA软件 MC Works64 

提案4: iQ Monozukuri 螺丝拧紧作业指导 BI工具

提案5: SMT产线运转监控系统

系统
边缘计算解决方案

生产设备 A 生产设备 B 生产设备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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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近年来大批量生产转为多品种少量生产的潮流走势及人才流动性大、人才不足与至今为止依赖从业人员
经验和感观的生产技术等情况作为对策希望通过导入机器人、生产系统及自动化设备予以应对。
其中，以往只能通过人工作业的困难作业，伴随传感技术等的进步，也逐渐地可以实现各种作业的自动化。

解决方案1

□ 希望借由将对人体有害的作业实现自动化，从而改善生产现场

□ 希望将以前认为只能由人工完成的困难的、微妙的仿形和嵌合作业自动化

□ 希望轻松控制机器人

□ 希望充分利用现有的系统，同时新增系统

自动化支援

课题

有害的作业

难易度较高的作业

机器人的控制
机器人的控制难度高

程序费劲

希望在现有系统上增加

搬运机构

需要细微的力度调整

操作时必须防止吸入粉尘

为了使边调整边抛光形状各异的毛刺变为可能，若与力觉传感器联动便可以轻松编写机器人动作程序。

·只对力觉传感器粗略示教即可生成

加工基础数据

·支持去毛刺 /抛光作业所需的细微

加工设置

设计简单

丰富的设置

·通过软件授权版本便可柔性导入

轻松导入

·可以沿用附属的示样程序及GOT画面

示例

·可通过现有装置中使用的运动控制器

控制

·协同模拟器可以确认机器人机构的姿

势，削减调试及故障排除所需的时间

启动时间缩短

丰富的设置

轻松导入

凭借活用力觉传感器的机器人控制，实现了机器人感知对机械手施加
的微小力量的同时，与人一样进行仿形（模仿）作业、嵌合作业。

·只需一个按钮即可自

动设置力觉传感器的

初始参数

·在专用画面中可轻松

创建使用力觉传感器的动作子程序

·通过独有的力觉传感器可以实现工件的

仿形作业及嵌合作业

自动化

轻松设置

提案1: iQ Monozukuri 去毛刺和抛光

提案2: iQ Monozukuri 力觉应用

通过利用了运动控制器的机械控制，支持需要坐标转换计算的搬运机构的启动，实现启动时间的缩
短、开发简单化。
此外，针对现有装置，可以增加基于机器人的搬运机构。

提案3: iQ Monozukuri HANDLING

现有装置 要增加的搬运机构

运动控制器

接触 角度修正
位置补正

插入

系统
现场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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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产现场，由于人才的流动化，经验尚浅的操作员在生产现场工作的机会正在增加。
希望在这种状况下也能无误高效地实施作业。

解决方案2

□ 由于组装作业的复杂化及零件缺货，无法提高生产效率

□ 希望消除零件的拿取错误及螺丝的拧紧错误等作业错误

□ 希望缩短新人培训时间/上手周期

□ 希望记录作业实绩并有效利用

人工作业支援

课题

通过登录信息编辑工具进行零件登录及产品登录等各种登录，在显示器（HMI）上显示登录的信息。
由于零件的提取（顺序）全按照登录后亮灯的顺序，因此可以防止拿取错误及缩短新人的培训时间。
此外，显示器（HMI）上基于取出和投入的动作实时更新零件在库数的增减，如果在库数变少，则通过指示
灯的亮灯通知零件供料者，借以防止缺货。
零件投入时，通过扫描零件箱的条码，相应货架的门会打开，从而杜绝零件错放的现象出现。
通过在数据库中搭建作业记录，可以充分利用于改善活动及可追溯性。

通过显示组装作业步骤说明书的显示器（HMI）和相应步骤螺丝等的零件盒及使用电动螺丝刀的LED显示，
无论经验状况如何，均可在避免零件拿取错误及工具错误的状态下进行组装作业。
此外，会通过指示灯、蜂鸣器、画面以通知作业判定的结果，防止不良品流入后工序。
进而，通过在数据库中搭建作业以实绩信息，可以充分利用于之后的改善活动及可追溯性。

数据库服务器

·通过登录信息编辑工具轻松登录零件信息

及品种信息

·通过给货架装门防止零件错放

·指示灯告知需要取出的零件

·通过指示灯的警报防止缺货

·实时掌握零件在库量

·自动记录作业记录数据

减低错误

可追溯性

可视化

简单设计

·通过专用工具轻松创建

组装作业步骤说明书

·在显示器（HMI）上显示组装作

业说明书

·通过指示灯告知要拿取的螺丝及

螺丝刀

·通过指示灯/蜂鸣器/画面通知作业判定

·将作业实绩收集至数据库

品质提升

可视化

简单设计

数据库服务器

显示器（HMI）

防呆终端

电动螺丝刀

PLC

可追溯性
改善活动

防呆

螺丝拧紧

提案1: iQ Monozukuri 防呆

提案2: iQ Monozukuri 螺丝拧紧作业指导

零件投入错误，
会导致产生不良品。零件拿取错误，

会导致产生不良品。

为了体现频繁的货架变
更和日生产计划而进行
的登录和变更十分费时。

希望掌握何人在何时拿取了
何品种的部件等作业实态。

培训新人十分费时。
零件的拿取错误、
螺丝拧紧错误，
会导致产生不良品。

希望充分利用作业实绩，
但是想不到好的方法。

制作组装作业说明
书也十分费时。

系统
现场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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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作业内容的多样化，在维护保全方面，现场技能的属人化成为课题。
为了维持安心安全的机器设备运营，要求创建不依赖于作业人员技能的新机制，确保不管由谁进行作业均可
保证相同的高质量。

作为不依赖于作业人员的体制，重要的是充分利用从生产现场收集的数据，通过统计和机械学习应对人工难
以解决的大规模且复杂的数据分析，持续推进预防保全和预知保全。

控制设备及各种传感器会生成庞大的数据，但是若了解主要原因，通过监控对象装置的变动即可实现预防保
全，考虑存在“只有这些原因吗？”、“阈值是多少？”、“界限点是哪里？”等各种课题。
通过发现实际上导致装置及产品不良的关键数据及其特性，可以实现客户预防保全的高效化及品质的提升。

解决方案1 保全支援
为了确定生产设备方面成为导致劣化故障主要原因的轴承损伤、不平衡（偏心）、不重合（连轴器）、轴承
损伤、齿轮缺齿及表面弯曲等的原因，通过一般的“电流值解析”很难解决，需要专用的测量仪。
在设备诊断、分析支援系统中，将FA设备和加速传感器等结合，将测量自生产设备的数据可视化，通过检测
自正常值的变化点支持故障的预兆诊断。

·通过现场等级的解析结果显示及报警显

示，迅速发现故障预兆

·解析数据可以保存CSV文件至SD存储器

·测量来自生产设备的数据并将其可视化

·可以实时联动设备动作进行解析

减轻错误

可追溯性

可视化

迅速发现故障预兆

可视化

基准异常
趋势监视

变化点检测

振动解析

传感器信息 振动 电流 位移 温度 湿度 流量

维护

测量

数据收集 控制

保全

提案1: 设备诊断和分析支援系统

近日发售

装置内旋转机的状态

振动传感器

希望确定故障的原因希望防止设备的突然停止

希望立即掌握异常
故障警报

□ 希望监控装置的耗材，在加工精度恶化之前提前采取措施

□ 希望预知故障

□ 希望进行有计划的预防保全

□ 希望进行无不良品的装置保全

课题

运用和保全服务
边缘计算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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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 价格

e-F@ctory Alliance

为了向客户提供最佳的解决方案，“e-F@ctory”与众多生产厂商开展合作。通过在FA领域以值得骄傲的产
品实力，三菱电机与参与三菱电机推进的FA合作〈e-F@ctory Alliance）中的合作伙伴的强力协作，实现此
前无法想象的新业务创新及新的产品制造。

SI合作伙伴

制作整个生产系统。实现高度的
系统集成。

组合三菱FA设备与其他产品，向客户提供
从生产现场到信息系统的系统解决方案的

系统集成商。

软件合作伙伴

开发强化与三菱FA设备的连接亲
和性的应用软件。

使用三菱电机提供的信息协作产品及协作
技术（EZSocket、SLMP等），开发和提供
与三菱FA设备具有优良连接亲和性的应用

软件及驱动程序的供应商。

设备合作伙伴

提供与三菱FA设备匹配兼容的设
备。实现系统搭建及维护性提升。

提供易于连接三菱FA设备的设备及提升易
用性的外围设备的生产厂商。

生产现场

IT系统

边缘处理

SI合作伙伴
System Integration 

Partner

SI合作伙伴
System Integration 

Partner

软件合作伙伴
Software Partner

软件合作伙伴
Software Partner

设备合作伙伴
Device Partner

设备合作伙伴
Device Part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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