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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信部、国标委正式发文

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国家
智能制造标准体系建设指南（2018年版）的通知

工信部联科〔2018〕15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质量技术监督局（市场监督管理
部门），有关标准化技术组织、标准化专业机构，有关中
央企业、行业协会，有关单位：

为加快推进智能制造发展，指导智能制造标准化工作
的开展，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共同组
织制定了《国家智能制造标准体系建设指南（2018年
版）》，现予印发。



一、总体要求--指导思想

贯彻落实《智能制

造发展规划

（2016-2020年）

》和《装备制造业

标准化和质量提升

规划》

立足国内需求，

兼顾国际体系

涵盖基础共

性、关键技

术和行业应

用等三类标

准



一、总体要求—建设目标

安全、可靠性、检测、评价等基础共性标准

识别与传感、控制系统、工业机器人等智能装备标准

智能工厂设计、智能工厂交付、智能生产等智能工厂标准

大规模个性化定制、运维服务、网络协同制造等智能服务标准

人工智能应用、边缘计算等智能赋能技术标准

工业无线通信、工业有线通信等工业网络标准

机床制造、航天复杂装备云端协同制造、大型船舶设计工艺仿

真与信息集成、轨道交通网络控制系统、新能源汽车智能工厂

运行系统等行业应用标准



二、建设思路—智能制造系统架构

智能制造系统架
构从生命周期、
系统层级和智能
特征三个维度对
智能制造所涉及
的活动、装备、
特征等内容进行
描述，主要用于
明确智能制造的
标准化需求、对
象和范围，指导
国家智能制造标
准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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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设思路—智能制造系统架构

产品生命周期包括设计、生产、物
流、销售、服务等活动。各项活动可进
行迭代优化，不同行业生命周期构成不
尽相同。
（1）设计是指根据企业的所有约束条
件以及所选择的技术来对需求进行构造、
仿真、验证、优化等研发活动过程；
（2）生产是指通过劳动创造所需要的
物质资料的过程；
（3）物流是指物品从供应地向接收地
的实体流动过程；
（4）销售是指产品或商品等从企业转
移到客户手中的经营活动；
（5）服务是指提供者与客户接触过程
中所产生的一系列活动的过程及其结果，
包括回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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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设思路—智能制造系统架构

系统层级是指与企业生产活动相关的组
织结构的层级划分，包括设备层、单元
层、车间层、企业层和协同层。
（1）设备层是指企业利用传感器、仪
器仪表、机器、装置等，实现实际物理
流程并感知和操控物理流程的层级；
（2）单元层是指用于工厂内处理信息、
实现监测和控制物理流程的层级；
（3）车间层是实现面向工厂或车间的
生产管理的层级；
（4）企业层是实现面向企业经营管理
的层级；
（5）协同层是企业实现其内部和外部
信息互联和共享过程的层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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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设思路—智能制造系统架构

智能特征是指基于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使制
造活动具有自感知、自学习、自决策、自执
行、自适应等一个或多个功能的层级划分，
包括资源要素、互联互通、融合共享、系统
集成和新兴业态等五层智能化要求。
（1）资源要素是指企业对生产时所需要使
用的资源或工具及其数字化模型所在的层级；
（2）互联互通是指通过有线、无线等通信
技术，实现装备之间、装备与控制系统之间，
企业之间相互连接及信息交换功能的层级；
（3）融合共享是指在互联互通的基础上，
利用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
在保障信息安全的前提下，实现信息协同共
享的层级；
（4）系统集成是指企业实现智能装备到智
能生产单元、智能生产线、数字化车间、智
能工厂，乃至智能制造系统集成过程的层级；
（5）新兴业态是企业为形成新型产业形态
进行企业间价值链整合的层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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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设思路—智能制造系统架构

实现贯穿企业设备层、单元层、车间层、

工厂层、协同层不同层面的纵向集成

跨资源要素、互联互通、融合共享、系

统集成和新兴业态不同级别的横向集成

覆盖设计、生产、物流、销售、服务的端

到端集成

智
能
制
造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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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



二、建设思路—智能制造标准体系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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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设内容—智能制造标准体系结构-基础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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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设内容—智能制造标准体系结构-关键技术

关键技术标准

主要包括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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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设内容—智能制造标准体系结构-关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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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设内容—智能制造标准体系结构-关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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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设内容—智能制造标准体系结构-关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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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设内容—智能制造标准体系结构-关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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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设内容—智能制造标准体系结构-行业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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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设内容—智能制造标准体系结构-行业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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