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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标准 

《智能制造能力等级要求》 

（征求意见稿） 

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根据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2017年下达的国家标准制修订计划，国家标准

《智能制造能力等级要求》由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为主负责起草，项目计划号为

20173534-T-339。 

调研阶段 

2015年6-9月，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联合北京机械工业自动化研究所、

中国航空综合技术研究所、江苏极熵物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海尔工业智能研究

院等单位对石化、冶金等流程型行业和机械、汽车、电子等离散型行业以及解决

方案供应商等企业进行了标准整体需求调研，明确了标准制定的可行性与方向。 

标准编制阶段 

2015年 9月，智能制造能力等级要求标准工作组启动标准编制工作，首先

组织相关单位组成标准编制组，结合前期调研结果，经过对标准编制思路的深入

讨论和意见征求，确定了本标准的整体框架和编制思路，并正式启动标准草案编

制工作；2015年 9月至 2017年 4月，经过标准组多次技术讨论会、16次标准封

闭编写会，5次标准调研试评价会，19次现场验证，形成工作组内部讨论稿；2017

年 4-6月，本标准参加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组织的 3次专家评审会，并顺

利通过；评审会后，针对专家意见在工作组内进行深入讨论并形成修改方案，对

标准做了进一步的完善，形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主要内容的论据及解决的主要问题 

1、编制原则 

本标准属于智能制造标准体系基础共性方面的标准，以自主编写的方式完成，

按照GB/T 1.1-2009及GB／T 20000.2-2009进行编写。同时遵循以下原则： 

一是坚持标准引领的原则。智能制造是中国制造2025的主攻方向，是落实制

造强国战略的重要举措，是我国制造业紧跟世界发展趋势、实现转型升级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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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智能制造具有较强的综合性，标准化是推进智能制造发展必不可少的基础。

《国家智能制造标准体系建设指南（2018年版）》与《智能制造工程实施指南

（2016-2020）》在基础共性标准中明确提出了制定智能制造评价相关标准。在

此背景下，为规范和引导制造行业发展，提出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模型标准，本

标准定义了用于制造企业智能制造能力提升的能力成熟度模型，给出了模型的内

涵与构成，确立了由一级到五级的能力等级以及模型的应用，本标准适用于制造

企业识别、规划和提升智能制造能力，也适用于评估企业的智能制造能力水平。

同时本标准编制过程也注重继承性，一是制造要素与智能制造系统架构的生命周

期维对标，人员、资源技术要素与智能功能维进行对标；二是本标准在国家智能

制造标准体系中属于A基础共性类标准，细分属于AD检测评价类下的ADD指标体系

类标准。 

二是坚持重点突出的原则。由于目前我国智能制造标准尚不健全，尚在发展

阶段，标准组研究了软件能力成熟度集成（CMMI）理论，学习了18个过程域的确

定，等级的划分等内容；研究了德国机械设备制造业联合会（VDMA）提出工业4.0

就绪度，研究了工业4.0就绪度的框架、核心要素组成及核心要素的内涵；研究

了国家智能制造系统架构三维魔方，吸纳了其三个维度的核心，确立了模型的核

心要素组成。 

同时，为使标准能够满足科学、规范地开展成熟度评估的需要，客观反映我

国制造企业的智能制造水平，规范成熟度级别的划分，提高标准的可操作性，在

标准制定过程中，还力求做到符合国家各规模企业的发展现状；并适度考虑目前

处于发展过程中的技术，保持一定的前瞻性。 

2、标准主要内容 

本标准给出了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模型，包括成熟度等级、能力要素和成熟

度要求，规定了能力要素在不同成熟度等级下应满足的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制造企业识别、规划和提升智能制造能力水平；也适用于第三

方机构评估企业的智能制造能力水平。 

本标准主要框架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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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给出了本标准的适用范围，能够适用于制造企业识别、规划和提升智

能制造能力，也适用于第三方机构评估企业的智能制造能力水平。 

第二章给出了本标准涉及的规范性引用文件。 

第三章给出了本标准的术语和定义。 

第四章给出了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模型。包括模型构成、等级、能力要素和

应用。其中定义了逐步提升的五个等级，自低向高分别为一级（已规划级）、二

级（规范级）、三级（集成级）、四级（优化级）和五级（引领级）。然后给出

了资源、人员、技术、制造等关键要素之间的关系以及关键能力域。企业还可根

据自身业务特点对能力域进行裁剪。最后给出了模型应用，可用于企业的自评估，

第三方评估。 

第五章阐述了人员、资源、技术和制造4个要素在不同等级的不同要求。 

3、解决的主要问题 

本标准拟帮助企业解决智能制造落地实施的问题，可概括为：一是帮助企业

解决如何从顶层设计智能制造规划以及如何分步实施的问题；二是帮助企业区分

该抓住哪些核心制造能力，以及核心能力如何提升的问题。 

三、主要试验验证情况分析 

本标准通过在线验证及现场验证两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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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在“智能制造评估评价公共服务平台”进行在线验证，目前平台已有

4400多家企业的有效数据，包括黑色金属（钢铁等）、汽车整体制造、专用设备、

飞机制造、医药、电子产品、纺织服装服饰、通用设备、石化、电子元器件制造、

塑料包装等26个制造业大类，经在线反馈及对企业填报情况和结果的分析，企业

基本认同标准的框架、等级设置及成熟度要求，认为本标准适用于该行业。 

本标准在九江石化、合肥美菱工厂、北汽新能源汽车、前途汽车，上海烟草、

西奥电梯、老板电器、海尔冰箱、金威环保、华鼎电器、两面针、中船扬州船舶

等19个企业进行现场实际验证，确定本模型类和域的设置，适用于石化、家电、

汽车、纺织、装备制造等行业，等级的设置基本符合企业的战略发展方向。 

四、知识产权情况说明 

本标准技术内容不涉及专利。 

五、产业化情况、推广应用论证和预期达到的经济效果 

1．产业化情况 

2015年，我国出台了《中国制造2025》重大战略规划，明确了智能制造为主

攻方向，本标准一是可帮助制造企业认识与解决瓶颈问题，提升自身制造能力。

企业可根据自身业务情况与标准对标，识别差距、明确自身发展不足、确定智能

制造水平提升方向与目标，从而有针对性的改进自身短板，提升智能制造整体水

平。二是可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建立优秀的产品与解决方案，形成良好的市场

氛围。一方面，解决方案商与服务商可根据本标准，制定更适宜企业发展现状的

智能制造解决方案，提供更明确的建设目标，提升服务能力与水平；另一方面，

企业可以标准为准，对解决方案商或服务商的建设情况进行跟踪与检查，以便得

到更适宜的服务。三是撑主管部门制定产业政策、培育企业，规范行业发展秩序。

主管部门可基于本标准根据不同发展水平的企业制定不同的产业政策，培育不同

水平、不同规模的企业向下一等级提升，旨在发展智能制造落后的企业提升水平，

实现区域行业智能制造水平整体提升，同时，行业内企业应用同一套政策、同一

套标准，有助于规范行业的发展秩序。 

2.推广应用情况 

本标准编制过程中积极推动推广应用论证。一是积极开展线下推广。先后在

焦作、青岛、深圳、北京、南京等地开展标准的培训和宣贯，为各地方培养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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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人才。二是基于标准建设智能制造评估评价公共服务平台。通过在线评估诊

断的方式，帮助企业初步识别目前智能制造能力水平，发现短板，确认改进方向。

平台目前已收集4400余家企业智能制造数据，涉及电子、机械、交通设备制造、

石化、轻工、冶金、医药与其它等26个制造业大类。为标准条款的合理性、正确

性验证提供参考，同时为地方主管部门制定产业政策、了解本区域智能制造水平

提供参考。三是为制造企业提升智能制造能力提供指引方向。已开展对九江石化、

合肥美菱、上汽通用、北汽新能源、上海烟草、前途汽车、西奥电梯、老板电器、

海尔冰箱、金威环保、华鼎电器、两面针、中船扬州船舶等企业的现场验证，验

证标准的合理性，并基于标准帮助企业识别智能制造建设过程中的短板，确认下

一步改进方向，有效的指导企业开展智能制造建设和规划。 

六、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 

不适用。 

七、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的协调性 

我国尚未有与智能制造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相关强制性标准。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未发生重大分歧。  

由于本标准编制工作中，严格并准确的划定了标准的适用范围，并采用了行

之有效的管理及沟通手段，所以工作中未出现重大分歧。 

本标准编制过程中，采用集中研讨、分别编写的方式，各参编单位在研讨及

编写过程中，进行充分的意见交换，沟通方式为研讨会及征求专家意见。标准编

制工作中，对标准的核心思想、内容范围、行文规范的确定秉承有标准看标准、

无标准看标竿的原则，充分参考相关国际标准及现行的法律、法规、规章，借鉴

国内外相关的成功案例，并做必要的试验进行验证，有效的统一了各参编单位的

思想和认识，保障了编制工作的顺利进行。 

九、标准性质的建议 

本标准建议作为推荐性标准发布。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本标准给出了智能制造能力等级要求，明确了智能制造能力提升路径，贯彻

本标准能指导制造企业对自身薄弱环节进行改进，提升智能制造能力，增强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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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力。建议基于本标准之上，制造企业人员和评估人员参加标准培训，以增强

智能制造能力评价的规范性。 

十一、替代或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不适用。 

十二、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