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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任务简况

(一)任务来源

为落实《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工业互联网发展若

干措施的通知》（鲁政办字〔2020〕125 号）文件，加快推进工

业互联网应用成熟度评估进程，推动工业互联网产业的健康发展，

提高企业项目的成功率和效益，《工业互联网应用成熟度评估模

型》地方标准正式下达，山东新一代标准化研究院有限公司作为

项目承担单位开展标准研制工作，烟台黄渤海新区管理委员会、

山东省计算中心、山东大学、浪潮云洲工业互联网有限公司、紫

光业达科技 （山东） 有限公司、山东万腾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省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等共同完成。

(二)起草单位和主要起草人

1.起草单位

本标准起草单位：山东新一代标准化研究院有限公司、烟台

黄渤海新区管理委员会、山东省计算中心、山东大学、浪潮云洲

工业互联网有限公司、紫光业达科技 （山东） 有限公司、山东

万腾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山东省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

2.起草人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王德建、张镇、彭传军、杨扬、刘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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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海峰、戴子健、赵伟龙、王峰

3.任务分工

王德建、张镇负责总体设计和技术把关，彭传军、杨扬、刘

伟负责标准调研、文本起草，马海峰负责技术资料收集分析，戴

子健、赵伟龙、王峰等参与标准起草。

(三)起草过程

1.成立标准编制小组

标准任务下达后，山东新一代标准化研究院有限公司高度重

视本标准的制定工作，联合烟台黄渤海新区管理委员会、山东省

计算中心、山东大学、浪潮云洲工业互联网有限公司、紫光业达

科技 （山东） 有限公司、山东万腾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山东省

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等成立了标准起草组，制定了标准编制的工

作计划，共同开展标准编制工作。

2.标准草案编写

起草组成员广泛收集国内外工业互联网应用成熟度评估的

相关标准、文献、案例等资料，梳理了工业互联网应用成熟度评

估的相关政策法规，并根据工业互联网的特点和发展需求，总结

工业互联网应用经验做法，通过交流讨论和意见会商，修改完善

了工业互联网应用成熟度评估标准，编撰完成了《工业互联网应

用成熟度评估模型》标准草案征求意见稿。

二、标准制定的目的意义

目的：本文件的制定为企业实施工业互联网提供明确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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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规范，确保应用的合理性、有效性和安全性。通过评估模型，

企业可以了解自身在工业互联网应用方面的现状和差距，有针对

性地进行改进和提升，从而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生产效率、产品

质量和服务水平，实现可持续发展。同时，本文件的制定有助于

推动工业互联网产业的健康发展，提高产业整体水平。评估模型

可以为政府部门、行业协会等提供决策依据，引导资源向优秀企

业和项目倾斜，促进产业创新和升级。

意义：可以为企业提供自我评估工具，企业可以利用评估模

型对自身的工业互联网应用进行全面、客观地评估，了解自身在

技术应用、数据管理、业务创新等方面的成熟度水平。这有助于

企业制定合理的发展战略和规划，明确改进方向和重点。政府部

门可以通过评估模型了解本地区或行业内企业工业互联网应用

情况，制定相应的政策和措施，引导企业加大对工业互联网应用

力度，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同时，评测结果可以作为政府对部门

企业进行奖励和扶持的重要依据。最后本文件的制定有助于推动

工业互联网技术的创新和应用，为产业发展注入新动力。

三、标准编制原则

(一)协调配套原则

本标准编制格式严格遵循《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

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GB/T 1.1-2020）的要求，引用

最新版本标准。

(二)科学适用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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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是在符合法律法规、政策和相关标准的前提下，

(三)可操作性原则

本标准提供了工业互联网应用成熟度评估模型，包括工业互

联网应用的术语和定义、评估框架和评估内容等方面的详细内容，

适用于山东省企业工业互联网应用水平的诊断与评估。

(四)适当引领性原则

本标准的颁布、实施、应用有利于提高工业互联网应用成熟

度评估的规范水平，扩大工业互联网应用范围，有效确保标准的

实用性和适当引领性。

四、主要技术内容和确定依据

(一)范围

本标准提供了工业互联网应用成熟度评估标准，包括工业互

联网应用的术语和定义、评估框架和评估内容等方面的详细内容，

并确定工业互联网应用成熟度评估模型的适用范围

(二)规范性引用文件

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三)术语和定义

工业互联网成熟度：制造企业工业互联网应用水平与成效达

到期望目标及相应的应用标准的程度。

工业互联网应用成熟度评估：对企业工业互联网应用水平与

成效进行评估并确定其所在等级的过程。

(四)总体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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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互联网应用成熟度评估模型标准主要包括工业互联网

应用的术语和定义、评估框架和评估内容，围绕企业工业互联网

应用的基础设施层、数据管理层、应用服务层以及业务创新层四

个核心领域展开。通过制定本文件，打通政府、企业间的技术协

同，推动技术创新、产业转型升级。

(五)评估指标

评估指标包括 4 个一级指标、17 个二级评价指标，36 个三

级指标，一级指标主要包括：基础设施层、数据管理层、应用服

务层、业务创新层；二级指标主要包括：网络互联能力、设备数

字化与智能化能力、工业互联网软件、集成分析平台、安全保障

体系、数据采集、数据存储、数据处理、数据安全、数据治理、

生产运营优化、供应链协同、产品创新、生产模式创新、供应链

创新、营销创新、服务创新；三级指标主要包括：设备联网情况、

网络覆盖范围、数据传输能力、协议兼容性、设备数字化方面、

设备智能化方面、软件范围、软件功能丰富程度、软件集成功能、

数据集成度、泛在连接、分析功能、决策支持、协同能力、渝开

发、网络信息安全、设备设施安全、安全管理机制、数据采集、

数据存储、数据处理、数据安全、数据治理、生产计划制定、资

源分配、质量控制、成本优化、产品创新、生产模式创新、供应

链创新、营销创新、服务创新。

五、与现行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中的产品不涉及市场准入和行政许可制度，也无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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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的强制性国家和行业标准，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

准相协调，无矛盾和冲突。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

标准在编制过程中未出现重大分歧意见。

七、对标准过渡期的建议及理由

本标准为推荐性地方标准，用于指导本省开展工业互联网应

用成熟度评估。建议对本地方标准自发布日期至实施日期之间的

过渡期设置为两个月。

八、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