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建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闽工信函装备〔2022〕242号

福建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组织申报2022年 
省级智能制造优秀场景和示范工厂的通知

各设区市工信局、平潭综合实验区经发局：

为落实国家《 “十四五” 智能制造发展规划》，深化智能制 

造推广应用，推进我省智能制造加快发展，现就做好2022年省 

级智能制造优秀场景和示范工厂申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条件

( 一 ）申报企业应当在福建省行政区域内注册、具有独立法 

人资格、在福建省境内依法纳税；

( 二）企业申报省级智能制造优秀场景须满足《智能制造典 

型场景参考指引》 （附件1 ) 中15个环节的52个智能制造典型场 

景有关要求。申报省级智能制造示范工厂须满足《省级智能制造 

示范工厂申报指南（2022年 ）》 （附件2) 要求；

( 三 ）申报企业智能制造水平应处于省内领先或国内先进地 

位，具有较的示范引领作用。需在国家智能制造评估评价公共服 

务平台（WWW. c3mep. c n )开展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自评估，其中， 

申报示范工厂企业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自评估需达到国家标准 

GB/T 39116-2020《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模型》二级及以上；

( 四）申报企业近三年未发生重大、特大安全生产事故，重



大、特大环境事故，无违法违规行为。

二、组织实施

( 一）申报工作应遵循政府引导、企业自愿原则，优先推荐 

基础条件好、成长性佳、示范性强的项目，并充分考虑行业覆盖 

面。申报企业须对填报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责，并 

按要求出具真实性承诺。

( 二）各设区市、平潭综合实验区工信部门认真组织辖区内 

符合条件的企业申报（省属企业按归属地原则申报），于 6 月 30 

日前将企业智能制造自评估报告、申报书（附件 3、4 ) 和推荐汇 

总表 （附件 5、6 ) (纸质版一式两份，电子版发至邮箱）报我厅 

装备工业处。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邮 箱

省工信厅装备工业处罗惟贵

0591-87555823

f jjxzbcQgxt. fujian. gov. cn

附件：1.智能制造典型场景参考指引（ 2022年 ）

2.省级智能制造示范工厂申报指南（ 2022年 ）

3.省级智能制造优秀场景申报书

4.省级智能制造示范工厂申报书

5.省级智能制造优秀场景申报汇总表

6. 省级智能制造示范工厂申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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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智能制造典型场景参考指引
( 2022 年 ）

智能制造场景是指面向制造全过程的单个或多个环节，通过 

新一代信息技术、先进制造技术的深度融合，实现具备协同和自 

治特征、具有特定功能和实际价值的应用。根 据 “十三五”以来 

智能制造发展情况和企业实践，结合技术创新和融合应用发展趋 

势，凝练总结了 15个环节 52个智能制造典型场景，作为智能制 

造示范工厂建设的参考。

一 、 工厂设计

通过三维建模、系统仿真、设计优化和模型移交，实现基于 

模型的工厂规划、设计和交付，提高设计效率和质量，降低成本。

1. 车间/工厂数字化设计。应用工厂三维设计与仿真软件， 

集成工厂信息模型、制造系统仿真、专家系统和AR/VR等技术， 

高效开展工厂规划、设计和仿真优化。

2 . 车间/工厂数字化交付。搭建数字化交付平台，集成虚拟 

建造、虚拟调试、大数据和AR/VR等技术，实现基于模型的工厂 

数字化交付，打破工厂设计、建设和运维期的数据壁查，为工厂 

主要业务系统提供基础共性数据支撑。

二、产品研发

通过原料物性分析、设计建模、仿真优化和测试验证，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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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驱动的产品开发与技术创新，提高设计效率，缩短研发周期。

3 . 产品数字化设计与仿真。应用计算机辅助设计工具（CAD、 

CAE等 ）和设计知识库，集成三维建模、有限元仿真、虚拟测试 

等技术，应用新材料、新工艺，开展基于模型的产品设计、仿真 

优化和测试。

4 . 原料性质表征与配方研发。建设物性表征系统或配方管

理系统，应用快速评价、在线制备检测、流程模拟和材料试验等 

技术，创建原料物性数据库和模型库，优化原料选择和配方设计， 

支撑生产全过程质量优化和效益优化。

三、工艺设计

通过制造机理分析、工艺过程建模和虚拟制造验证，实现工 

艺设计数字化和工艺技术创新，提高工艺开发效率，保障工艺可 

行性。

5 . 离散型工艺数字化设计。应用计算机辅助工艺过程设计 

工 具 （CAPP)和工艺知识库，釆用高效加工、精密装配等先进制 

造工艺，集成三维建模、仿真验证等技术，进行基于模型的离散 

工艺设计。

6 . 流程型工艺数字化设计。建设工艺技术系统和工艺知识 

库，结合原料物性表征、工艺机理分析、过程建模和工艺集成等 

技术，开展过程工艺设计与流程全局优化。

四、计划调度

通过市场订单预测、产能平衡分析、生产计划制定和智能排



产，开展订单驱动的计划排程，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生产效率。

7 . 生产计划优化。构建企业资源计划系统（ERP),应用约束 

理论、寻优算法和专家系统等技术，实现基于釆购提前期、安全 

库存和市场需求的生产计划优化。

8 . 车间智能排产。应用高级计划排程系统（APS),集成调度 

机理建模、寻优算法等技术，进行基于多约束和动态扰动条件下 

的车间排产优化。

9 . 精准作业派工。依托制造执行系统（MES),建立人员技能 

库、岗位资质库等，开展基于人岗匹配、人员绩效的精准人员派

五、生产作业

通过资源动态调配、工艺过程精确控制、智能加工和装配、 

人机协同作业和精益生产管理，实现智能化生产作业和精细化生 

产管控，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成本。

1 0 .产线柔性配置。应用模块化、成组和产线重构等技术， 

搭建柔性可重构产线，实现产线适应订单、工况等变化的快速调

1 1 .资源动态组织。构建制造执行系统（MES)，集成大数据、 

运筹优化、专家系统等技术，实现人力、设备、物料等制造资源 

的动态配置。 .

1 2 .先进过程控制。依托先进过程控制系统（APC)，融合工 

艺机理分析、实时优化和预测控制等技术，实现精准、实时和闭



环过程控制。

1 3 .工艺流程/参数动态调优。搭建生产过程全流程一体化

管控平台，应用工艺机理分析、流程建模和机器学习等技术，开 

展工艺流程和参数的动态优化调整。

1 4 .人机协同作业。集成机器人、高端机床、人机交互设备 

等智能装备，应用 AR/VR、机器视觉等技术，实现生产的高效组 

织和作业协同。

1 5 .精益生产管理。依托制造执行系统（MES)，应用六西格 

玛、6S管理和定置管理等精益工具和方法，开展基于数据驱动的 

人、机、料等精确管控，消除生产浪费。

六、仓储配送

通过精准配送计划、自动出入库（进出厂）、自动物流•配送 

和跟踪管理，实现精细库存管理和高效物流配送，提高物流效率 

和降低库存量。

1 6 .智能仓储。集成智能仓储（储运）装备，建设仓储管理 

系 统 （W M S )，应用条码、射频识别、智能传感等技术，依据实 

际生产作业计划，实现物料自动入库（进厂）、盘库和出库（出 

厂)。

1 7 .精准配送。应用仓储管理系统（WMS)和智能物流装备， 

集成视觉 /激光导航、室内定位和机器学习等技术，实现动态调 

度、自动配送和路径优化。

1 8 .物料实时跟踪。应用制造执行系统（MES) 或仓储管理



系 统 （WMS)，釆用识别传感、定位追踪、物联网和 5G等技术， 

实现原材料、在制品和产成品流转的全程跟踪。

七、质量管控

通过智能在线检测、质量数据统计分析和全流程质量追溯， 

实现精细化质量管控，降低不合格品率，持续提升产品质量。

1 9 .智能在线检测。应用智能检测装备，融合缺陷机理分析、 

物性和成分分析和机器视觉等技术，开展产品质量等在线检测、 

分析和结果判定。

2 0 .质量精准追溯。建设质量管理系统（Q M S ) ,集成条码、 

标识和区块链等技术，釆集产品原料、生产过程、客户使用的质 

量信息，实现产品质量精准追溯。

2 1 .产品质量优化。依托质量管理系统（Q M S )和知识库， 

集成质量设计优化、质量机理分析等技术，进行产品质量影响因 

素识别、缺陷分析预测和质量优化提升。

八、设备管理

通过自动巡检、维修管理、在线运行监测、故障预测和运行 

优化，实现精细化设备管理和预测性维护，提升设备运行效率、 

可靠性和精度保持性。

2 2 . 自动巡检。应用工业机器人、智能巡检装备和设备管理 

系统，集成故障检测、机器视觉、AR/VR和 5 G 等技术，实现对 

设备的高效巡检和异常报警等。

2 3 .智能维护管理。建设设备管理系统，应用大数据和



AR/VR等技术，开展检维修计划优化、资源配置优化，虚拟检维 

修方案验证与技能实训。

2 4 .在线运行监测与故障诊断。建设设备管理系统，融合智 

能传感、故障机理分析、机器学习、物联网等技术，实现设备运 

行状态判定、性能分析和故障预警。

2 5 .预测性维护与运行优化。构建故障预测与健康管理系统 

( P H M ) ,集成故障机理分析、大数据、深度学习等技术，进行

设备失效模式判断、预测性维护及运行参数调优。

2 6 .资产全生命周期管理。建立企业资产管理系统（EAM )， 

应用物联网、大数据和机器学习等技术，实现资产运行、检维修、 

改造、报废的全生命周期管理。

九、安全管控

通过安全隐患识别、安全态势感知、安全事件决策和应急联 

动响应，实现面向全环节的安全综合管控，确保安全风险的可预 

知和可控制。

2 7 .安全风险实时监测与识别。依托安全感知装置和安全生

产管理系统，集成危险和可操作性分析、机器视觉等技术，进行 

安全风险动态感知和精准识别。

2 8 .安全事件智能决策与应急联动。基于安全事件联动响应

处置机制和应急处置预案库，融合大数据、专家系统等技术，实 

现安全事件处置的智能决策和快速响应。

29. 危化品智能管控。建设危化品管理系统，应用智能传感、



理化特征分析和专家系统等技术，实现危化品存量、位置、状态 

的实时监测、异常预警与全过程管控。

3 0 .危险作业自动化。依托自动化装备，集成智能传感、机 

器视觉和 5 G 等技术，实现危险作业环节的少人化、无人化。

十、能源管理

通过能耗全面监测、能效分析优化和能源平衡调度，实现面 

向制造全过程的精细化能源管理，提高能源利用率，降低能耗成

3 1 .能耗数据监测。建立能源管理系统（EM S) , 集成智能 

传感、大数据等技术，开展全环节、全要素能耗数据釆集、计量 

和可视化监测。

3 2 .能效优化。依托能源管理系统（EM S) ,应用能效优化 

机理分析、大数据和深度学习等技术，基于设备运行参数或工艺 

参数优化，实现能源利用率提升。

3 3 .能源平衡与调度。依托能源管理系统（EM S)，融合机 

理分析、大数据等技术，进行能源消耗量预测，实现关键装备、 

关键环节能源的综合平衡与优化调度。

十一、环保管控

通过污染源管理与环境监测、排放预警与管控、固废处置与 

再利用，实现环保精细管控，降低污染物排放，消除环境污染风

3 4 .污染源管理与环境监测。构建环保管理平台，应用机器



视觉、智能传感和大数据等技术，开展污染源管理，实现全过程 

环保数据的釆集、监控与报警。

3 5 .排放顿警与管控。依托环保管理平台，集成机器视觉、 

智能传感和大数据等技术，实现排放实时监测、分析预警和排放 

优化方案辅助决策。

3 6 .固废处置与再利用。搭建固废信息管理平台，融合条码、 

物联网和 5 G 等技术，进行固废处置与循环再利用全过程监控、 

追溯。

3 7 .碳资产管理。 开发碳资产管理平台， 集成智能传感、大 

数据和区块链等技术，实现全流程碳排放追踪、分析、核算和交

十二、营销管理

通过市场趋势预测、用户需求挖掘、客户数据分析和销售计 

划优化，实现需求驱动的精准营销，提高营销效率，降低营销成 

本。

3 8 .市场快速分析预测。应用大数据、深度学习等技术，实 

现对市场未来供求趋势、影响因素及其变化规律的精准分析、判 

断和预测。

3 9 .销售计划动态优化。依托客户关系管理系统（CRM),

应用大数据、机器学习等技术，挖掘分析客户信息，构建用户画 

像和需求预测模型，制定精准销售计划。

4 0 .销售驱动业务优化。通过销售管理系统与设计、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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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等系统集成，应用大数据、专家系统等技术，根据客户需求 

变化，动态调整设计、釆购、生产、物流等方案。

十三、售后服务

通过服务需求挖掘、主动式服务推送和远程产品运维服务 

等，实现个性化服务需求的精准响应，不断提升产品体验，增强 

客户粘性。

4 1 .主动客户服务。建设客户关系管理系统（C R M ) , 集成 

大数据、知识图谱和自然语言处理等技术，实现客户需求分析、 

精细化管理，提供主动式客户服务。

4 2 .产品远程运维。建立产品远程运维管理平台，集成智能 

传感、大数据和5 G 等技术，实现基于运行数据的产品远程运维、 

预测性维护和产品设计的持续改进。

4 3 .数据增值服务。分析产品的运行工况、维修保养、故障 

缺陷等数据，应用大数据、专家系统等技术，提供专业服务、设 

备估值、融资租赁、资产处置等新业务。

十四、供应链管理

通过釆购策略优化、供应链可视化、物流监测优化、风险预 

警与弹性管控等，实现供应链智慧管理，提升供应链效能、柔性 

和軔性。

4 4 .采购策略优化。建设供应链管理系统（SC M )，集成大 

数据、寻优算法和知识图谱等技术，实现供应商综合评价、釆购 

需求精准决策和釆购方案动态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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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供应链可视化。搭建供应链管理系统（S C M )，融合大 

数据和区块链等技术，打通上下游企业数据，实现供应链可视化 

监控和综合绩效分析。

4 6 .物流实时监测与优化。依托运输管理系统（T M S ) ,应 

用智能传感、物联网、实时定位和深度学习等技术，实现运输配 

送全程跟踪和异常预警，装载能力和配送路径优化。

4 7 .供应链风险预警与弹性管控。建立供应链管理系统  

(SC M )，集成大数据、知识图谱和远程管理等技术，开展供应

链风险隐患识别、定位、预警和高效处置。

十五、模式创新

面向企业全价值链、产品全生命周期和全资产要素，通过新 

一代信息技术和先进制造技术融合，推动制造模式和商业模式创 

新，创造新价值。

4 8 .用户直连制造。通过用户和企业的深度交互，提供满足 

个性化需求的产品定制设计、柔性化生产和个性化服务等，创造 

独特的客户价值。

4 9 .大批量定制。通过生产柔性化、敏捷化和产品模块化， 

根据客户的个性化需求，以大批量生产的低成本、高质量和高效 

率提供定制化的产品和服务。

5 0 .共享制造。建立制造能力交易平台，推动供需对接，将 

富余的制造能力通过以租代买、分时租赁、按件计费等多种模式 

对外输出，促进行业内制造资源的优化配置。

—— 1 2 ——



5 1 .网络协同制造。基于网络协同平台，推动企业间设计、

生产、管理、服务等环节紧密连接，实现基于网络的制造资源配 

置和生产业务并行协同。

5 2 .基于数字孪生的制造。应用建模仿真、多模型融合等技 

术，构建装备、产线、车间、工厂等不同层级的数字孪生系统， 

实现物理世界和虚拟空间的实时映射，推动感知、分析、预测和 

控制能力的全面提升。

— 13 —



附件 2

省级智能制造示范工厂申报指南( 2022年）

智能制造示范工厂面向原材料、装备、消费品、电子信息四 

大类行业。工厂建设内容须涵盖任务中所列的六个重点环节，也 

可根据实际情况开展其他环节应用创新，鼓励开展新技术、新模 

式探索，具体建设内容参考《智能制造典型场景参考指引（ 2022 

年 ）》。企业至少完成六个重点环节的建设，生产效率、资源综 

合利用率、设备综合应用效率、全员劳动生产率等显著提升，产 

品研发生产周期、运营成本、不良品率、单位产品综合能耗等大 

幅降低，产线作业人员有效优化，网络安全保障能力明显增强， 

整体智能化水平达到行业领先。

一、原材料行业

聚焦石化、钢铁、有色金属、建材、民爆等细分领域，围绕

生产作业、质量管控、设备管理、安全管控、能源管理、环保管 

控重点环节，建设绿色、高效、安全和可持续的原材料行业智能 

制造示范工厂，探索应用分子级物性表征、实时优化控制、人工 

智能、5G等新技术和大批量定制、基于数字孪生的制造、碳排放 

交易等新模式，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生产运行平稳、生产过程清 

洁化，形成以数字技术为核心要素、以开放平台为基础支撑、以 

数据驱动为典型特征的新型企业形态。

—\装备制造业

聚焦通用装备、专用装备、汽车、轨道交通装备、船舶、航

— 14 —



空航天、电气机械、仪器仪表等细分领域，围绕工艺设计、计划

调度、生产作业、质量管控、设备管理、供应链管理重点环节， 

建立高效柔性、敏捷响应、人机协同和动态调度的装备制造业智 

能制造示范工厂，探索应用知识工程、AR/VR、数字孪生、可重构 

生产、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和网络协同制造、柔性制造、预测性维 

护、基于数字孪生的制造等新模式，实现设计制造一体化协同、 

全流程透明生产和供应链高效弹性管控。

三、消费品行业

聚焦食品，饮料，纺织，服装服饰，皮革及制鞋，木材加工 

及家具，造纸纸品，印刷，医药、化纤，橡胶塑料等细分领域，

围绕计划调度、生产作业、仓储配送、质量管控、营销管理、供 

应链管理重点环节，建立全生命周期质量管控、需求敏捷感知和 

产销用协同的消费品行业智能制造示范工厂，探索应用人工智 

能、区块链、数字孪生等新技术和大批量定制、产供销一体化、 

用户直连制造等新模式，实现全链条数据集成互通、产品质量可 

追溯和产品品质品牌提升。

四、电子信息行业

聚焦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等细分领域，围绕工艺设计、 

计划调度、生产作业、仓储配送、质量管控、设备管理重点环节， 

建设高效配送、资源协同和柔性生产的电子信息智能制造示范工 

厂，实施企业网络安全分类分级管理，建设网络安全技术防护手 

段，探索人机高效协作、在线精密检测、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和大 

批量定制、基于数字孪生的制造等新模式，实现生产全流程智能 

决策、产供销一体化管控和产业链协同优化。

— 15 —



附件 3

省级智能制造优秀场景申报书

项 巨 名 称 :

串 报 单 位 (盖 章 ) :

推 荐 单 位 (盖 章 )

丰 报 曰 期 : 2 0 2 2年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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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主体和优秀场景基本信息

( 一）申报主体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成立时间

企业性质 □ 中央企业 □ 地方国企 □民营  □三资

企业类型1 □ 大型企业 □ 中型企业 □ 小型企业 □ 微型企业

所属行业大类2
(行业大类代码+ 名 

称 ）
所属行业中类 （行业中类代码+名称 )

单位地址

法人代表/负责人 姓名 电话

联系人

姓名 电话

职务 手机

传真 邮箱

信用等级

近三年发展情况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资产总额（万元）

负债 率 （％)

主营业务收入（万元）

利 润 率 （％)

企业近三年是否发生过 

重大安全生产事故、重大 

环境事故3

口是 （事故名称： ） 口否

企

业

简

介

(发展历程、主营业务、市场销售等方面基本情况，不超过500字 ）

1 根 据 《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2017)》《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规定，工业 

企业大、中、小、微企业划分标准如下：从业人员100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40000万元及以上的为 

大型企业；从业人员300人及以上1000人以下，且营业收入2000万元及以上4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 

型企业：从业人员2 0人及以上300人以下，且营业收入300万元及以上2000万元以下的为小型企业； 

从业人员2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3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2 所属行业大类和中类，根 据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GB门'4754-2017)》进行选填。

3 重大、特大安全生产事故认定标准见《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埋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4 93号）第二条（一）（二），重大、特大环境事故认定标准见《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国办函（2014) 

119号）附件1 第一条、第二条。

— 17 —



( 二）典型场景基本信息

场景具体名称 (从 52个典型场景中择优选择不超过3 个场景,并分先后顺序>

场景建设地址

场景系统 

解决方案商

起止日期

场景投资（万元）

真实性

承诺

我单位申报的所有材料，均真实、完整，如有不实，愿承担相应的 

责任。申报单位是中央企业子企业的，已经本单位所属中央企业集团同 

意。

法定代表人签章：

公 章：

年 月 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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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场景建设情况

(此部分参考《智能制造典型场景参考指引（2022年 )》 

(见附件 1 ) 进行编写。申报主体对申报的场景进行择优选 

择不超过 3 个 （分先后顺序），并按照附3-1和附 3-2对每个 

场景建设情况进行详细描述。)

三、场景的经济性和可推广性

(此部分重点阐述场景的经济性和可推广性。）

四、下一步提升和推广计划

(一 ) 下一步提升计划

(二 ）推广应用计划

五、相关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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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3-1

具体场景描述

序号
具体场

景

具体场景描述 

(结合要素条 

件进行描述） 
(1 5 0字以

内）

解决的痛点问 
题描述 （150

字以内）

釆用的技术方案（包括供应 
商 ）（3 0 0字以内，可以配 

图）

保障要素（如 

人、管理机制、 

组织标准、培 

训等）（150 

字以内，选填）

实施成果 

(最好通过 

量化措标描 

述 X2 0 0字 

以内）

其 他 （如对 

于其他车 

间、工厂的 

带动效应 

等 ）（150 

字以内，选

备注

示例
人机协

同作业

针对发动机壳 

体加工，搭建 

多台五轴机床 

+ 多台机器人 

组成柔性加工 

单元

解决复杂壳体 
加工效率低、 

质量不高等突 

出问题

在已有五轴数控机床的基础 

上，配置上下料机器人、三 

坐标测量仪等，通过机器人 

进行自动上下料、自动变换 

装夹位置，通过三坐标测量 

仪对关键加工部位的精度、

粗糙度进行自动检测，在检 

测不合格的情况下自动预 

警。这一解决方案是由***公 

司进行改造实施。

编制集团发动 

机壳体加工标 

准。

场景建设完 

成后，操作 

人员从 5 人 

减少至2人， 
加工效率提 

升 30% ，产 

品不良品率 

降低 10% 。

在该场景进 

行智能化改 

造后，整个 

工厂的产能 

提 升 10%, 
经济效益明 

显

—— 2 0 ——



附 3-2

具体场景采用的关键装备、软件/系统及新技术情况

序号

具 姆

景名称

(与上

面表格

对应）

关键技术装 

备、软件/系 

统名称

品牌 供应商 新技术名称 应用描述（1 5 0字以内） 备注



附件 4

省级智能制造示范X厂申报书

项 g 名 称

串 报 单 位 (盖 章 )

推 荐 单 位 (盖 章 )

串 报 曰 期 2 0 2 2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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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申报单位和项目基本信息

( 一）申报单位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成立时间

企业性质 □中央企业 □地方国企 □民营 □三资

企业类型1 □大型企业 口中型企业 □小型企业 □微型企业

所属行业大类2
(行业大类代码+ 名 

称 ）
所属行业中类 (行业中类代码+名称）

单位地址

法人代表/负责人 姓名 电话

联系人

姓名 电话

职务 手机

传真 邮箱

信用等级

近三年发展情况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资产总额（万元）

负债 率 （％)

主营业务收入（万元）

利 润 率 （％)

是否入选国家级、省级智 

能制造相关项目（需提供 

证明材料）

□国家智能制造综合标准化与新模式应用项目 

□国家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 

□省级智能制造样板工厂（车间）示范项目 

□省级智能制造试点示范企业 

n其他：

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评 

估结果或其他能力证明 

材料

口 一 级 □二 级 □三 级 □ 四 级 口 五 级

其他能力证明材料说明（可后附）

1 根 据 《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2017)》《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规定，工业 

企业大、中、小、微企业划分标准如下：从业人员100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40000万元及以上的为 

大型企业；从业人员300人及以上1000人以下，且营业收入2000万元及以上4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 

型企业：从业人员2 0人及以上300人以下，且营业收入300万元及以上2000万元以下的为小型企业； 

从业人员2 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3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2 所属行业大类和中类，根 据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GB/T 4754-2017)》进行选填。

3 重大、特大安全生产事故认定标准见《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査处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49 3号）第二条（一）（二），重大、特大环境事故认定标准见《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国办函（2014) 
119号）附件1 第一条、第二条。



企业近三年是否发生过 

重大安全生产事故、重大 

环境事故3
□是 （事故名称： ） □否

企

业

简

介

(发展历程、主营业务、市场销售等方面基本情况，不超过500字）

(二 ）示范工厂基本信息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填写具体示范工厂名称

所属行业 □原 材 料 □ 装 备 制 造 口消费品□电子信息

细分行业 (按照申报指南中的细分行业进行选择）

建设地址

建设集成商 ( 可按不同环节实施主体，填写多个）

起止曰期

项目投资（万 

元 ）

当前建设成 

效(根据实际 

情况填写，如 

果当前没有， 

可以不填）

关键设备数控化率（％) 关键设备联网率（％)

生产效率提升（％) 资源综合利用率提升（％)

研发周期缩短（％) 运营成本下降（％)

产品不良品率下降 （％) 优化人员比例（％)

设备综合利用率提升（％) 库存周转率提升（％)

产业链供应链智能制造协同 

平台接入企业数量（个 ）
订单准时交付率提升（％)

订单完成周期缩短（％)
物流成本占比企业运营 

降低率 （％)

—— 2 4 ——



真实性

承诺

( 对项目智能化建设当前和预期成效进行简要描述，不 超 过 5 0 0字 „  )

我单位申报的所有材料，均真实、完整，如有不实，愿承担相应的责任。 

申报单位是中央企业子企业的，已经本单位所属中央企业集团同意。

法定代表人签章：

公 章：

年 月 曰

项目简述

25 一



二、项目总体情况

(包括项目实施背景、基础条件、总体实施架构和总体 

建设情况等。）

三、项目场景建设情况

(此部分参考《省级智能制造示范工厂申报指南（2022 

年)》（见附件 2 )和 《智能制造典型场景参考指引（2022年 )》 

(见附件 1 ) 进行编写。申报单位必须选择《省级智能制造 

示范工厂申报指南（2022年 ）》中行业对应的六个环节，也 

可根据实际情况，增加新的环节和场景，并按照附4-1和附 

4-2对每个场景建设情况分先后顺序进行详细描述。）

四、项目系统集成情况

( 此部分重点阐述项目各个系统之间、多个场景之间的 

集成协同情况。)

五、项目的先进性与特色

( 此部分重点阐述项目技术水平的先进性，目标产品的 

先进性和市场前景，项目的特色和亮点等。）

六、项目实施成效

( 此部分重点阐述项目已取得的突出成效，包括创新方 

面，如突破的关键技术、装备、软件等；经济性方面，如投 

资回报率、降低成本比例、劳动生产率、生产效率等。）

七、下一步预期目标和实施推广计划 

( 一 ) 预期目标

— 26 —



(二 ）下一步建设主要内容和实施计划（含融资需求 )

( 三 ）成长性分析

( 四 ）推广应用计划

八、相关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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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4_1

具体场景描述

序号
具体场

景名称

具体场景描述 

(结合要素条 

件进行描述> 
(1 5 0字以

内）

解决的痛点问 
题描述（150 

字以内）

釆用的技术方案（包括供应 

商 ）（3 0 0字以内， 可以配 

图）

保障要素（如 

人、管理机制、 

组织标准、培 

训等）（150 

字以内，选填>

实施成果 

(最好通过 

量化指标描 

述 ）（200
字以内）

其 他 （如对 

于其他车 

间、工厂的 

带动效应 

等 ）（150 

字以内，选 

填 ）

备注

示例
人机协

同作业

针对发动机壳 

体加工， 搭建 

多台五轴机床 

+ 多台机器人 

组成柔性加工 

单元

解决复杂壳体 
加工效率低、 

质量不高等突 

出问题

在已有五轴数控机床的基础 

上，配置上下料机器人、三 

坐标测量仪等，通过机器人 

进行自动上下料、自动变换 

装夹位置，通过三坐标测量 

仪对关键加工部位的精度、

粗糙度进行自动检测，在检 

测不合格的情况下自动预 

警。这一解决方案是由***公 

司进行改造实施。

编制集团发动 

机壳体加工标 

准。

场景建设完 

成后，操作 

人员从5 人 

减少至2 
人，加工效 

率提升 

30% , 产品 

不良品率降 

低 10% 。

在该场景进 

行智能化改 

造后，整个 

工厂的产能 

提 升 10% ， 

经济效益明 

显。



附 4-2

具体场景采用的关键装备、软件/系统及新技术情况

序号

具体场 

景名称 

(与上 

面表格 

对应）

关键技术装 

备、软件/系统 

名杯

品牌 供应商 新技术名称 应用描述（15 0字以内） 备注

—— 2 9 ——



切

关
键

参
数

（
两

到
三

个
核

心
参

数
）

技
术

名
称

d)t>

14̂

(

i

) 

s

i

f

s
震

皿

痒

rn—

寸
室



附 4-4

项目突破的关键装备清单（选填）

序号 装备名称 关键参数（两到三个核心参数） 备注

— 31 —



附 4-5

项目突破的关键软件/ 系统清单（选填)

序号 软件/系统名称 关鍵参数（两到三个核心参数） 备注

— 32 —



附 4-6

项目建设过程中形成的标准清单(选填)

序号 标准名称

标准类型（选填 

国标、行标、团 

标、企标）

标准状态（选填 

己发布、草案）
标准号 备注



附 4-7

项目建设过程中形成的专利清单（选填)

序号 专利名称

专利类型（选填 

发明、实用新 

型、外观、软著）

专利状态（选填 

巳发布、审查中）
专利号 备注

—— 34 —



附件 5

省级智能制造优秀场景推荐汇总表

推荐单位（盖章 ):

序号 申报企业名称 所在地区 申报智能制造典型场景 联系人
联系方式 

(手机号）

1
XX 市 XX

县(市、区）

2

3

4

5

6

7

8
I53i



附件 6

省级智能制造示范工厂推荐汇总表

推荐单位（盖章 )：

序号 申报单位名称 所在地区 示范工厂名称
涉及智能场景（不超过6 个，按先 

后顺利罗列）
联系人

联系方式 

(手机号）

1
XX 市 XX

县（市、区）

2

3

4

5

6

7

8

— 36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