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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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七大提出“大力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促进工业由大变强”,党的十八大又进一步提出

“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

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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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

会的必然选择。作为科学引导、务实推进两化融合的重要举措之一,工业和信息化部结合前期开展的

35个工业行业企业两化融合评估试点,立足更加全面、科学、系统、务实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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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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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要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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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促进我国工业由大变强。

本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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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由术语和定义、基本原则与框架、评估内容等章条,以及附录A和附录B组成。其中,评估

内容规定了企业开展评估的主要方面、关键要素以及各要素评估的要点。
为了指导本标准的应用,附录 A 给出了工业企业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的评估内容细化指南,

附录B给出了工业企业信息化和工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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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规定了两化融合评估的基本原则与框架和评估内容,给出了评估内容的具体要求,并提供了

评估内容细化指南以及评估指标体系构建和评估分析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为工业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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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提供指导和参考依据。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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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22239—2008 信息安全技术 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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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llaborationor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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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