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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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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代替GB/T23020—2013《工业企业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评估规范》,与GB/T23020—2013
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增加了缩略语(见第4章);

b) 更改了原则的表述(见5.3,2013年版的4.3);

c) 更改了评估内容的表述(见第6章,2013年版的第5章);

d) 增加了“工业互联网平台赋能”内容(见6.4.5);

e) 增加了“证实方法”的相关内容(见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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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573)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清华大学、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中国钢

铁工业协会、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中国轻工业信息中心、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中国食品工业协会、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建筑

材料工业信息中心、中国爆破器材行业协会、中国仪器仪表行业协会、中国化学制药工业协会、中国包装

联合会、中国电子企业协会、中国通信工业协会、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上海宝信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北京机械工业自动化研究所有限公司、用友网

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企业信息化促进会、浙江省图灵互联网研究院、工业云制造(四川)创新中

心有限公司、中国石化润滑油有限公司、天津水泥工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河北鑫牧思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上海联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安徽迈立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东营市海科瑞林化工有限公司、汉威广

园(广州)机械设备有限公司、西安西电高压开关操动机构有限责任公司、泰安航天特种车有限公司、金
蝶软件(中国)有限公司、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山西阳煤化工机械(集团)有限公司、航天云网科

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中创新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科荣达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美原齿科

器械有限责任公司、福州华虹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元旭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杭州爱纬斯电子

有限公司、太仓市同维电子有限公司、南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华尔特今朝科技有限公司、

唐山百川智能机器股份有限公司、青岛杰瑞工控技术有限公司、深圳市益普科技有限公司、成都国营锦

江机器厂、青岛玉成咨询有限公司、龙南骏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永达电子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科通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光电聚能通信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宝德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深圳

市仕瑞达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开封迪尔空分实业有限公司、贵州詹阳动力重工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刘九如、周剑、陈杰、刘玉、田洁、沈波、朱孔源、郭和生、范敏、马晓雄、高明辉、

江源、杨绮英、夏梁盛、李清、杨京英、刘希俭、杨祖一、郑鸿、龙国键、郑朝松、王利、尹丹云、孙锋、林韩、

郭利、陈希、王涛、田玉鹏、肖琳琳、马冬妍、胡铂、周鹏、杨盼盼、邢腾飞、李君、魏轶彬、付宇涵、柳杨、

袁兵、王庆瑜、汪洋、何小龙、李健、马劲松、孙浩伟、郭扬、陈磊、张慧、纪淑霞、计晓军、杨宝刚、傅正、

刘波涛、杨静、胡亚东、朱萌、左璇、雒海鹏、李淼、赵瑞、李亚鹏、徐汕、郑翔、兰建华、张晋凌、王本雄、

席光义、陈国祥、王标、胡光明、宋运贵、董武林、赵奎、张心诚、陈海牛、王玉、何立发、戚建淮、任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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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得泉、张云霞、罗祖金、李冠雄、姚艳丽。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本文件于2013年首次发布为GB/T23020—2013,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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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加快推进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以下简称两化融合)是党中央、国务院在新时期做出的重大战略部

署。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探索并长期坚持了一条以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为本质特征的中国特

色新型工业化道路,推动制造业实现由小到大的历史性跨越,取得了一系列成绩和进步。党的二十大报

告指出,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网络强国,以及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

经济深度融合。两化融合是我国新型工业化的必由之路,也是我国提升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

水平的有力抓手。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加快推进两化融合是应对国际竞争格局调整的战略举措,是加快

工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继续坚定不移推进新型工业化,推动信息化和

工业化在更广范围、更深程度、更高水平上实现融合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结合23万余家企业两化融合

评估实践,以更加全面、科学、系统、务实的视角推进和规范工业企业两化融合评估工作,联合相关研究

机构、行业协会和企业,指导修订本文件。
本文件围绕两化融合的核心内涵,遵循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的发展方向,引导工业企业把信息

化作为企业发展的内在要素,实现二者的协调、互动和一体化发展,是对企业围绕战略目标实现信息技

术与研发生产经营管理全过程的全面融合制定的框架性、规范性指南,是在基础设施、业务环节、业务流

程、综合集成、协同与创新等方面,不断推动和深化两化融合环境下企业研发、生产与经营管理的优化、
变革和创新,全面推动工业企业创新发展、智能发展和绿色发展,帮助其持续获取竞争优势的一套思想

方法和框架体系,能够有效提升企业创新能力、能源资源优化配置水平和利用效率,推动产业转型升

级,促进我国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本文件给出的是一个通用评估要求,可指导工业行业评估、行业标准制定、区域工业企业评估、工业

企业自我评估以及IT服务企业咨询,引导和促进工业企业两化融合及其持续改进。
本文件所描述的企业两化融合阶段性跃升的过程,也是企业实现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的过程。
为了指导本文件的应用,附录A给出了工业企业两化融合的评估内容细化指南,附录B给出了工

业企业两化融合的评估指标体系构建和评估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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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企业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评估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两化融合评估的基本原则与框架和评估内容,并给出了评估内容的具体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工业企业、行业组织、各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等开展工业企业两化融合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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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23000—2017 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管理体系 基础和术语

GB/T23001—2017 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管理体系 要求

GB/T23031.1—2022 工业互联网平台 应用实施指南 第1部分:总则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工业企业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 integrationofinformatizationandindustrializationforindustrial
enterprises 

工业企业围绕其发展战略目标,以信息化作为企业发展的内生要素,在信息技术和工业技术不断演

进、变革与交叉渗透的环境下,夯实工业自动化基础,推进产品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经营管理和营销服

务的优化提升,推动业务系统综合集成、企业间业务协同以及发展理念和模式的创新,以提升创新能力、
能源资源优化配置水平和利用效率,实现创新发展、智能发展和绿色发展,形成可持续发展竞争能力的

过程。

3.2
基础建设 infrastructureconstruction
两化融合相关的资金投入、组织和规划、设备设施、信息资源和信息安全等基础设施和基本条件

建设。

3.3
单项应用 domainapplication
信息技术在企业部门级单一业务环节中的应用。

3.4
综合集成 comprehensiveintegration
两化融合环境下企业内跨部门、跨业务环节的业务综合和业务集成。

3.5
协同与创新 collaborationandinnovation
两化融合环境下跨企业(法人)的业务协作和发展模式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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