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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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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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深圳赛西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江苏赛西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天津大学、北京机械工业自动化研究所有限公司、北京科技大学、卡奥斯工业智能研究院(青岛)
有限公司、北京和利时智能技术有限公司、清华大学、黑龙江省科学院智能制造研究所、深圳华制智能制

造技术有限公司、云南昆船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上海智能制造功能平台有限公司、重庆邮电大学、北京

京亦智能制造技术创新中心有限公司、青岛酷特智能股份有限公司、天津爱波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联
想(北京)有限公司、中国纺织机械协会、宝武装备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中冶京诚工程技术有限公司、青岛

宝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剑维软件技术(上海)有限公司、哈工大机器人(山东)智能装备研究院、通
快(中国)有限公司、河北工业大学、深圳联友科技有限公司、东风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国机智能技术研

究院有限公司、深圳华龙讯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江苏亚威机床股份有限公司、金航数码科技有限

责任公司、三菱电机自动化(中国)有限公司、厦门盈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厦门攸信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航天设备制造总厂有限公司、四川成焊宝玛焊接装备工程有限公司、台达智能科技(北京)有限公

司、重庆盟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中船第九设计研究院工程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李佳、周航、何宏宏、韦莎、程雨航、郭楠、张晖、马原野、焦国涛、李瑞琪、刘安安、

孙洁香、肖成勇、朱毅明、谢红兵、林峰、苏航、巩伟、刘斌、沈超、冀占峰、魏旻、崔文雅、李海滨、廖少华、
陶宏芝、何智勇、郎俊奇、叶贺、汪鸿涛、王云波、任雷、陈俊宇、王伟、何淑雅、韩思达、胡丽华、陈曦、刘晶、
王乐达、赵禹、陈鹏、姜峰、刘曙、黎兴宝、刘屹、朱超、高山青、陈建成、钟臻哲、程辉、朱品朝、赵东方、
陈菁、俞凌云、丁炜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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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散型智能制造能力建设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提供了离散型智能制造能力建设的指导,给出了总体方法,以及生命周期、系统层级等维度

智能制造能力建设的建议。
本文件适用于离散型制造企业,以及为离散型制造企业提供智能制造能力建设咨询、培训和实施服

务的人员和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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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39116—2020 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模型

GB/T39117—2020 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评估方法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智能制造能力 intelligentmanufacturingcapability
为实现智能制造的目标,企业对人员、技术、资源、制造等进行管理及综合应用的程度和提升过程。
注:提升过程主要体现在生命周期维度和系统层级维度的数据采集、互联互通、可视化、数据分析、决策优化等

方面。

[来源:GB/T39116—2020,3.1.1,有修改]

3.2 
离散型制造 discretemanufacturing
生产由离散元件组成的产品(如汽车、设备、家电、计算机等)或零部件的过程。
[来源:GB/T18725—2008,3.87,有修改]

3.3 
生命周期 lifecycle
从产品原型研发开始到产品回收再制造的所有阶段。
[来源:GB/T40647—2021,3.2]

3.4 
系统层级 systemhierarchy
与企业生产相关的组织结构的层级划分。
注:主要包括设备、单元、车间、企业、协同等层级,流程型制造企业通常不细分至设备层。

4 缩略语

下列缩略语适用于本文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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