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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提出并归口。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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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互联网园区建设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提供了工业互联网园区建设的指导性建议，包括工业互联网园区的术语和定义、总体框架和

建设指标等方面的详细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山东省工业互联网园区的建设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江西省工业互联网园区建设指南（2023年版）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工业互联网园区 industrial internet park

工业互联网园区是工业互联网与工业园区深度融合形成的新型园区形态，旨在通过工业互联网采集、

汇聚、存储、分析和配置园区各类工业要素，发挥全省开发区统一数字化管理服务平台作用，提升园区

服务效能，助力园区企业降本、增效、提质，赋能产业发展，推动园区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

型。

[来源：江西省工业互联网园区建设指南（2023年版）]

4 缩略语

下列缩略语适用于本文件。

Wi-Fi6：第六代无线网络技术

5G：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5th Generation Mobile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NB-IoT：窄带物联网（Narrow Band Internet of Things）

IPv6：互联网协议第6版（Internet Protocol Version 6）

VPN：虚拟专用网络（Virtual Private Network）

OID：对象标识符（ObjectIdentifier）

PDCA：计划-执行-检查-处理循环模式（Plan-Do-Check-Act）

5 总体框架

工业互联网园区的建设与发展，应在政府相关政策措施的引领下，以科学规划为指导，通过打造工

业互联网网络、平台、安全三大体系，构建园区内部、园区内部与园区外部的数据流动闭环，形成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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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园区与园区之间、园区与政产学研用各产业角色之间的协同有机生态，推动科技创新、产业生态、

配套服务在园区内外的渗透及融合发展，同时通过标准体系、评价体系、前沿技术等保障园区的健康、

良性发展，形成园区发展特色和发展优势，系统架构见图 1。

图 1 工业互联网园区总体框架

6 建设指标

6.1 主导产业基础

主导产业基础要求包括：

a) 产业定位：园区具有明确的主导产业定位，该产业在地区或行业内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和竞争

力，且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导向，有良好的市场潜力；

b) 产业规模：主导的产业数量达到一定规模，形成明显的产业集聚效应，其总产值或销售额在

园区经济总量中占有较高比重；

c) 产业链：拥有相对完整的产业链，涵盖上游原材料供应、中游生产制造以及下游销售和服务

等环节；各环节间存在较好的协同合作机制，能够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价值传递；

d) 龙头企业实力：具备在行业内有较强的影响力和竞争力的龙头企业，能发挥引领带动作用，

促进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协同发展；

e) 市场品牌：主导产业在市场上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产品或服务具备一定的品牌影响

力；

f) 产业特色：具有独特的产业特点或优势，与其他地区同类型产业相比，在技术、产品、服务

等方面具备差异化的竞争力；

g) 示范资质：部分企业拥有相关的示范项目、试点企业等资质，在工业互联网应用、智能制造

等方面具有先试先行的经验和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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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信息基础设施

6.2.1 网络覆盖

网络覆盖要求包括：

a) 园区内实现全区域千兆光纤网络覆盖，包括办公楼、生产车间、仓库等；

b) 园区内覆盖无线网络，支持 Wi-Fi6 及以上标准，确保稳定的数据传输；

c) 园区内实现 5G 网络覆盖，能满足工业场景下低延时、高可靠的通信需求，为智能工厂、智能

物流等应用提供基础支撑；

d) 园区内实现 NB-IoT 网络覆盖，确保园区内大部分室外区域都能接收到 NB-IoT 信号。

6.2.2 网络服务

网络服务要求包括：

a) 提供多业务承载能力，支持语音、数据、视频等综合业务，满足企业不同通信需求；

b) 提供网络安全防护服务，包括防火墙、入侵检测与防御、VPN 等，保障企业网络和数据安全；

c) 网络服务提供商应具备 7*24 小时运维监控与故障响应能力。

6.2.3 标识解析

标识解析要求包括：

a) 建设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二级节点，支持 Handle、OID 等多种标识体系，为园区内企业提供

标识注册、解析和管理服务；

b) 推动企业将标识应用于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供应链协同、设备管理等业务场景，实现标识

的规模化应用。

6.2.4 算力基础设施

算力基础设施要求包括：

a) 部署边缘计算设施，满足工业现场数据的实时处理和需求分析；

b) 建设人工智能计算中心，为园区企业提供 AI 模型训练和推理服务；

c) 推进 IPv6 在园区内的部署，实现网络设备和应用系统对 IPv6 的支持。

6.3 平台建设应用

6.3.1 工业互联网平台

6.3.1.1 企业级工业互联网平台

企业级工业互联网平台要求包括：

a) 企业建设为自身提供管理和服务的平台；

b) 企业平台宜帮助企业开展内部智能化生产和数字化管理，推动企业生产方式与商业模式创新；

c) 企业平台向园区工业互联网平台提供相关数据、模型与工具，用于支撑共性解决方案，提升

园区整体数据治理与产业服务能力；

d) 企业可以调用园区内工业互联网平台和园区综合服务平台，实现软件应用的部署与二次开发，

促进企业平台的功能迭代与应用创新能力。

6.3.1.2 园区级工业互联网平台



DB 37/T XXXX—XXXX

4

园区级工业互联网平台要求包括：

a) 园区平台能提供统一的门户，为合作伙伴、社会公众等提供统一的信息资源访问入口；

b) 与园区内部企业、园区设施和环境、园区外部政产学研用对接，汇聚各种在线资源，提供大

数据、人工智能、微服务组件库、数字孪生和开发工具、开发环境、可视化与 XR 等能力；

c) 支持园区企业利用工业互联网平台开展资源和能源共享协同、服务提供和应用创新；

d) 通过平台可以汇聚政务数据、产业数据、园区数据、企业数据、碳数据等资源，为园区管理

者和园区企业提供统一的数据资源和支撑；

e) 在赋能行业和领域有较好的成效，包括服务多个行业与领域，有重点服务的行业和场景，能

够培育新模式新业态；

f) 服务较多数量的中小企业，并产生相应的收入，为中小企业提供创新产品及解决方案，如开

发轻量化、模块化软件工具及解决方案。

6.3.2 标杆工厂示范

标杆工厂示范要求包括：

a) 园区推动企业建设标杆工厂项目；

b) 企业宜具备较高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生产效率、产品质量、资源利用等方面有

显著提升；

c) 在技术应用、业务流程优化、管理创新等方面有独特的实践和成果，对同行业或相关企业具

有示范引领作用。

6.3.3 试点示范项目

试点示范项目要求包括：

a) 园区推动企业参评试点示范项目；

b) 区域内宜建有能广泛服务于本区域制造企业或特定行业用户的标识解析节点，部署新型无线

网络，并实现初步应用；

c) 引进面向工业互联网网络、标识解析、平台、工业软件与工业 APP、工业大数据、工业互联

网安全等创新领域的供应商企业。

6.4 良性区域生态

6.4.1 科技创新

科技创新要求包括：

a) 园区内宜建设省级及以上的工业互联网创新中心、技术中心或新型研发机构；

b) 园区内拥有集成平台，能够与区域政务平台对接，支持政府对企业的治理，同时与区域平台、

外部对接，具备跨领域联动能力；

c) 引进和培育一批工业互联网领域的高端人才，包括技术专家、创新团队和管理人才；

d) 建立技术创新成果转化服务平台，提供技术评估、知识产权交易、金融支持等一站式服务，

加快成果转化进程；

e) 建立创新企业孵化机制，为初创企业提供场地、技术等支持。

6.4.2 公共服务

公共服务要求包括：

a) 园区宜提供通信及 IT 基础环境服务，包括网络、服务器等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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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园区内企业宜构建全面质量追溯系统，基于指标进行质量管理，实现在线 PDCA 持续改善；

c) 园区为企事业单位提供知识产权服务；

d) 园区内宜按照大数据标准体系整理工业互联网相关行业数据集；

e) 建立工业互联网检测认证中心，提供产品检测、质量认证、标准符合性评估等服务。

6.4.3 产融结合

产融结合要求包括：

a) 园区内开展针对工业互联网的风险投资、私募基金、产业投资基金等产融结合活动；

b) 建立金融服务平台，协助企业金融服务对接，推动优质企业上市；

c) 建立风险评估体系，对企业融资项目进行科学评估，降低金融风险；

d) 建立产融对接跟踪服务，及时了解企业融资需求情况

6.5 政府保障措施

A
A

6.5.1 政策环境

地方政府牵头制定工业互联网统筹协调机制、地方政府将工业互联网定位为区域产业发展重要工作；

地方政府或园区有配套的工业互联网政策和资金支持；具有较为完善的工业互联网创建工作方案和发展

规划。

6.5.2 组织机制

园区内设立专门的管理机构，明确责任职权，配备专业的管理与技术人员；建立园区内服务机构、

企业、政府部门之间的协调沟通机制，解决园区中存在的问题；建立监督体系，对园区管理进行监督，

包括项目建设、资金使用、服务内容等；建立孵化器、加速器、众创空间，围绕工业互联网孵化重点培

育新型企业；推动园区内企业间合作，促进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形成产业生态。

6.5.3 资金支持

地方政府应设立专门的工业互联网园区建设专项资金；通过多种方式引入社会资本参与园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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