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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内蒙古自治区智能工厂梯度培育要素条件 
（2025 年版） 

 

为贯彻落实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六部委开展智能工厂梯

度培育工作部署，更好地指导企业分层分级开展基础级、先

进级、卓越级和领航级智能工厂梯度建设，结合我区产业特

点和工作基础，特制定本要素条件。 

一、基础要求  

1. 申报主体在内蒙古自治区境内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

格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石油石化、有色金属、烟草、汽车

等有行业特殊情况的，允许法人的分支机构申报，须有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企业和产品均具有较强市场竞争力。 

2. 企业近三年生产经营正常，诚信守法，近三年未发生

重大（含）以上安全、环保、质量事故（事件），未被列入

严重失信主体名单。 

3. 工厂使用的关键技术装备、工业软件、工业操作系统、

系统解决方案等安全可控，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风险可控。 

4. 企业应建立智能工厂统筹规划、建设和运营的组织机

制。 

5. 企业具备基本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能力，智能

制造能力成熟度自评价水平达到 GB/T39116-2020《智能制造

能力成熟度模型》相应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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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础级智能工厂  

企业参考《内蒙古自治区智能工厂梯度建设典型场景参

考标准（2025年版）》（以下简称《典型场景参考标准》）（附

件 3），围绕工厂建设、研发设计、生产作业、生产管理、运

营管理等开展智能工厂建设，至少覆盖生产作业环节，建设

场景数不低于《典型场景参考标准-基础级》中的 5个场景。 

1. 工厂建设：开展产线级、车间级数字化规划与建设；

部署安全可控的智能制造装备、工业软件、系统和数字基础

设施。 

2. 研发设计：开展产品、工艺数字化研发设计。 

3. 生产作业：开展关键装备和工艺数字化升级，实现关

键装备、工序和系统的实时监控，以及关键生产工序自动化

作业。 

4. 生产管理：应用信息系统，对作业计划、产品质量、

设备资产、生产物料等进行管理，实现关键生产过程精益化。 

5. 运营管理：应用信息系统，对采购、销售、库存、财

务和人力资源等进行管理，实现经营数据精准核算和绩效指

标量化评估。 

三、先进级智能工厂  

企业参考《典型场景参考标准》，围绕工厂建设、研发

设计、生产作业、生产管理、运营管理等开展智能工厂建设，

至少覆盖生产作业、生产管理、运营管理三个环节，建设场

景数不低于《典型场景参考标准-先进级》中 10个场景，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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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制造能力成熟度自评价水平达到 GB/T39116-2020《智能制

造能力成熟度模型》二级及以上。 

1. 工厂建设：开展车间级、工厂级数字化规划与建设；

对工艺路线、产线布局和物流路径等进行仿真；广泛部署安

全可控的智能制造装备、工业软件和系统。 

2. 研发设计：开展产品、工艺的数字化研发设计和仿真

迭代，应用智能化设计工具，实现产品设计、工艺设计数据

统一管理和协同。 

3. 生产作业：开展关键装备和工序数智技术应用，实现

关键装备异常预警、关键工序数据在线分析、关键生产过程

精准控制、产品关键质量特性数字化检测。 

4. 生产管理：通过对生产过程、仓储物流、设备运行、

产品质量等进行数字化集成管控，应用智能化分析工具，实

现高效辅助计划排产和生产业务协同管控，并开展安全能源

环保数字化管理。 

5. 运营管理：通过经营管理与生产作业等业务的数据集

成贯通，应用智能化管理工具，实现成本有效管控、订单及

时交付、绩效指标动态评估等，开展供应链数字化管理。 

四、卓越级智能工厂  

企业参考《典型场景参考标准》，围绕工厂建设、研发

设计、生产作业、生产管理、运营管理等开展智能工厂建设，

覆盖全部五个环节，建设场景数不低于《典型场景参考标准

-卓越级》中 16个场景，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自评价水平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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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GB/T39116-2020《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模型》三级及以上。 

1. 工厂建设：开展工厂级数字化规划与建设，以及数据

治理工作；对工厂进行系统建模和优化，实现工厂数字化交

付，推动虚拟工厂建设；体系化部署安全可控的智能制造装

备、工业软件和系统。 

2. 研发设计：开展产品、工艺协同研发设计、集成建模

和仿真，实现基于模型和数据的系统优化。 

3. 生产作业：开展多场景数智技术应用，实现装备运行

状态智能分析和故障诊断、生产过程智能管控和在线优化、

过程质量在线检测与控制。 

4. 生产管理：通过生产全过程数据综合分析，实现生产

计划与排程自动生成、设备全生命周期管理、质量精准追溯

和持续改进、物流仓储策略优化、安全应急联动、能源环保

综合管控等，推动主要生产要素的智能协同优化。 

5. 运营管理：通过多维数据智能分析，实现用户需求精

准识别和敏捷响应、全厂资源协同优化、产品增值服务、设

计生产服务闭环优化、智能化决策支持等，推进供应链上下

游“链式”协同。 

五、领航级智能工厂  

企业参考《典型场景参考标准》，围绕工厂建设、研发

设计、生产作业、生产管理、运营管理等开展智能工厂建设，

覆盖全部五个环节，建设场景数不低于《典型场景参考标准

-领航级》中 20 个场景，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自评价水平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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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GB/T39116-2020《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模型》四级及以上。 

1. 工厂建设：构建工厂数字孪生系统，实现对物理制造

过程的精准映射和反馈控制；建立较为完备的数据治理体系，

推动形成企业数据资产；开展安全可控的智能制造装备、工

业软件和系统等研发和应用突破。 

2. 研发设计：探索数据与知识驱动的研发设计创新，开

展虚拟验证和中试。 

3. 生产作业：开展人工智能在工艺、装备等方面创新应

用，实现生产过程动态优化、智能决策控制、产线动态调整。 

4. 生产管理：探索多目标、多扰动、多约束情况下的生

产计划优化和智能排产调度，推动制造资源的全面优化利用。

建立能源、碳资产、安全、环保综合管理创新机制，推动可

持续制造。 

5. 经营管理：推进工厂横向、纵向、端到端集成，构建

智慧供应链，推动生产方式、服务体系和组织架构等变革，

探索未来制造模式。 

 

注: 

1.工厂建设涵盖《典型场景参考标准》中的工厂建设、信息基础

设施两个环节。 

2.研发设计涵盖《典型场景参考标准》中的产品设计、工艺设计

两个环节。 

3.生产作业涵盖《典型场景参考标准》中的生产作业、质量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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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管理三个环节。 

4.生产管理涵盖《典型场景参考标准》中的计划调度、仓储物流、

安全管控、能碳管理、环保管理五个环节。 

5.运营管理涵盖《典型场景参考标准》中的营销与售后、供应链

管理两个环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