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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化融合管理体系 

工作简报 
2017 年第 6 期    总第 27 期 

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联合工作组秘书处 2017 年 6 月 30 日 

 

一、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评定工作进展 

 

1. 各省市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评定工作进展 

表 1-1 各省市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评定进展统计表 

序

号 
省市 

贯标企

业数量1 

国家级

贯标试

点企业

数量2 

启动评

定企业

数量3 

通过评

定企业

数量4 

启动评定企

业数量占贯

标企业数量

的比例 

通过评定

企业数量

占贯标企

业数量的

比例 

 全国 4903 1702 1529 948 31.2% 19.3% 

1 广东 1036 163 288 178 27.8% 17.2% 

2 江苏 708 172 249 160 35.2% 22.6% 

3 福建 682 70 253 125 37.1% 18.3% 

4 安徽 384 58 106 70 27.6% 18.2% 

                         
1注：各省市、主要行业、央企集团贯标企业数量根据两化融合管理体系工作平台贯标跟踪服务系统（gltxgb.cspiii.com）

数据测算，统计日期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 
2注：各省市、主要行业、央企集团国家级贯标试点企业数量根据工信部自 2014 年以来遴选确定的两化融合管理体

系贯标试点企业数据计算，统计日期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 
3注：各省市、主要行业、央企集团启动评定企业数量根据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评定管理平台（http://gltxpd.cspiii.com）

数据计算，统计日期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 
4注：各省市、主要行业、央企集团启动评定企业数量根据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评定管理平台（http://gltxpd.cspiii.com）

数据计算，统计日期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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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省市 

贯标企

业数量1 

国家级

贯标试

点企业

数量2 

启动评

定企业

数量3 

通过评

定企业

数量4 

启动评定企

业数量占贯

标企业数量

的比例 

通过评定

企业数量

占贯标企

业数量的

比例 

5 山东 240 157 84 59 35.0% 24.6% 

6 浙江 194 118 70 59 36.1% 30.4% 

7 北京 167 96 48 35 28.7% 21.0% 

8 重庆 164 50 38 27 23.2% 16.5% 

9 河北 107 76 36 19 33.6% 17.8% 

10 上海 103 62 42 30 40.8% 29.1% 

11 湖北 92 52 35 21 38.0% 22.8% 

12 河南 90 58 18 13 20.0% 14.4% 

13 陕西 88 70 31 18 35.2% 20.5% 

14 辽宁 80 64 24 17 30.0% 21.3% 

15 内蒙古 74 43 21 8 28.4% 10.8% 

16 天津 66 40 24 17 36.4% 25.8% 

17 湖南 63 39 17 10 27.0% 15.9% 

18 宁夏 61 31 13 6 21.3% 9.8% 

19 四川 59 26 16 9 27.1% 15.3% 

20 广西 57 30 15 8 26.3% 14.0% 

21 甘肃 57 36 8 3 14.0% 5.3% 

22 贵州 52 30 16 4 30.8% 7.7% 

23 山西 52 26 18 12 34.6% 23.1% 

24 江西 48 27 12 10 25.0% 20.8% 

25 黑龙江 41 21 12 10 29.3% 24.4% 

26 吉林 41 22 9 4 22.0% 9.8% 

27 新疆 29 22 8 5 27.6% 17.2% 

28 云南 23 15 7 5 30.4% 21.7% 

29 青海 21 10 3 1 14.3% 4.8% 

30 海南 10 3 3 3 30.0% 30.0% 

31 新疆兵团 9 10 3 1 33.3% 11.1% 

32 西藏 5 5 2 1 40.0%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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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各省市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企业数量 

（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 

 

图 1-2 各省市启动评定企业数量占本省市贯标企业数量的比例 

（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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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各省市通过评定企业数量占本省市贯标企业数量的比例 

（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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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要行业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评定工作进展 

表 1-2 主要行业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评定进展统计表 

行业 
贯标企业

数量 

国家级贯

标试点企

业数量 

启动评定

企业数量 

通过评定

企业数量 

启动评定

企业数量

占贯标企

业数量的

比例 

通过评定

企业数量

占贯标企

业数量的

比例 

原材料 

石化 317 159 96 77 30.3% 24.3% 

钢铁 145 69 51 40 35.2% 27.6% 

建材 212 63 61 30 28.8% 14.2% 

有色 99 61 32 17 32.3% 17.2% 

合计 773 352 240 164 31.0% 21.2% 

装备 

机械 906 377 294 187 32.5% 20.6% 

汽车 313 92 100 63 31.9% 20.1% 

船舶 58 34 25 19 43.1% 32.8% 

航空 85 51 31 22 36.5% 25.9% 

合计 1362 554 450 291 33.0% 21.4% 

消费品 

轻工 637 155 192 100 30.1% 15.7% 

纺织 273 87 100 61 36.6% 22.3% 

食品 355 123 112 58 31.5% 16.3% 

医药 227 104 65 48 28.6% 21.1% 

合计 1492 469 469 267 31.4% 17.9% 

电子信息 

电子 565 140 166 99 29.4% 17.5% 

软件 19 4 7 5 36.8% 26.3% 

通信 106 31 30 17 28.3% 16.0% 

合计 690 175 203 121 29.4% 17.5% 

其他 

电力电网 149 76 53 38 35.6% 25.5% 

采矿 90 33 32 19 35.6% 21.1% 

建筑 21 9 8 7 38.1% 33.3% 

服务业 232 34 69 40 29.7% 17.2% 

 



6 

 

图 1-4 主要行业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企业数量 

（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 

 

 

图 1-5 主要行业启动评定企业数量占本行业贯标企业数量的比例 

（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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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主要行业通过评定企业数量占本行业贯标企业数量的比例 

（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 

  

24.3%
27.6%

14.2%
17.2%

20.6%
20.1%

32.8%

25.9%

15.7%

22.3%

16.3%
21.1%

17.5%

26.3%

16.0%

25.5%
21.1%

33.3%

17.2%

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100.0%

石
化

钢
铁

建
材

有
色

机
械

汽
车

船
舶

航
空

轻
工

纺
织

食
品

医
药

电
子

软
件

通
信

电
力
电
网

采
矿

建
筑

服
务
业

原材料 装备 消费品 电子信息 其他

各行业通过评定企业数量占本行业贯标企业数量的比例



8 

3. 央企集团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评定工作进展 

表 1-3 各央企集团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评定进展统计表 

序

号 
中央企业集团 

贯标

企业

数量 

国家级

贯标试

点企业

数量 

启动

评定

企业

数量 

通过

评定

企业

数量 

启动评

定企业

数量占

贯标企

业数量

的比例 

通过评

定企业

数量占

贯标企

业数量

的比例 

 合计 494 330 185 156 37.4% 31.6% 

1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 51 33 17 15 33.3% 29.4% 

2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 39 34 17 17 43.6% 43.6% 

3 中国中车集团公司 35 20 7 6 20.0% 17.1% 

4 国家电网公司 25 19 19 16 76.0% 64.0% 

5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 19 14 8 8 42.1% 42.1% 

6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 17 13 3 2 17.6% 11.8% 

7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 16 13 5 4 31.3% 25.0% 

8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 15 7 3 2 20.0% 13.3% 

9 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 14 12 8 7 57.1% 50.0% 

10 中国铝业公司 14 11 4 4 28.6% 28.6% 

11 中国盐业总公司 14 1 12 10 85.7% 71.4% 

12 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 13 8 6 4 46.2% 30.8% 

13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 12 12 4 2 33.3% 16.7% 

14 中国五矿集团公司 12 8 2 2 16.7% 16.7% 

15 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 11 8 4 4 36.4% 36.4% 

16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 10 9 3 3 30.0% 30.0% 

17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 9 5 2 2 22.2% 22.2% 

18 中国黄金集团公司 9 5 5 3 55.6% 33.3% 

19 中国化工集团公司 8 4 5 4 62.5% 50.0% 

20 中国西电集团公司 8 4 5 5 62.5% 62.5% 

21 东风汽车公司 6 2 2 2 33.3% 33.3% 

22 华润（集团）有限公司 6 4 1 0 16.7% 0.0% 

23 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 6 2 3 1 50.0% 16.7% 

24 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5 4 1 1 20.0% 20.0% 

25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5 3 1 1 20.0% 20.0% 

26 中国医药集团总公司 5 3 2 2 40.0% 40.0% 

27 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5 3 1 1 20.0% 20.0% 

28 中国中钢集团公司 5 5 1 1 20.0% 20.0% 

29 国家开发投资公司 4 2 3 3 75.0% 75.0% 

30 新兴际华集团有限公司 4 4 3 2 75.0%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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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中央企业集团 

贯标

企业

数量 

国家级

贯标试

点企业

数量 

启动

评定

企业

数量 

通过

评定

企业

数量 

启动评

定企业

数量占

贯标企

业数量

的比例 

通过评

定企业

数量占

贯标企

业数量

的比例 

31 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4 4 0 0 0.0% 0.0% 

32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

司 
4 2 1 0 25.0% 0.0% 

33 中国普天信息产业集团公司 4 2 0 0 0.0% 0.0% 

34 鞍钢集团公司 3 3 1 1 33.3% 33.3% 

35 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公司 3 0 2 1 66.7% 33.3% 

36 中国诚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3 0 0 0 0.0% 0.0% 

37 中国电信集团公司 3 2 0 0 0.0% 0.0% 

38 中国东方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3 3 0 0 0.0% 0.0% 

39 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 3 3 0 0 0.0% 0.0% 

40 中国华电集团公司 3 1 3 3 100.0% 100.0% 

41 中国轻工集团公司 3 1 0 0 0.0% 0.0% 

42 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 3 3 0 0 0.0% 0.0% 

43 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 3 2 0 0 0.0% 0.0% 

44 中粮集团有限公司 3 2 0 0 0.0% 0.0% 

45 哈尔滨电气集团公司 2 2 1 1 50.0% 50.0% 

46 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 2 0 0 0 0.0% 0.0% 

47 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 2 0 2 2 100.0% 100.0% 

48 中国大唐集团公司 2 1 2 1 100.0% 50.0% 

49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 2 2 0 0 0.0% 0.0% 

50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 2 2 0 0 0.0% 0.0% 

51 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 2 2 2 2 100.0% 100.0% 

52 中国华能集团公司 2 0 1 0 50.0% 0.0% 

53 中国化学工程集团公司 2 2 2 2 100.0% 100.0% 

54 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 2 2 0 0 0.0% 0.0% 

55 中国煤炭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2 2 0 0 0.0% 0.0% 

56 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2 1 1 1 50.0% 50.0% 

57 中国南方航空集团公司 2 2 0 0 0.0% 0.0% 

58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 0 0 0 0.0% 0.0% 

59 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 2 2 1 1 50.0% 50.0% 

60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 2 2 1 1 50.0% 50.0% 

61 中国中化集团公司 2 2 1 1 50.0% 50.0% 

62 中国中煤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2 2 1 1 50.0% 50.0% 

63 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 0 2 0 100.0% 0.0% 

64 机械科学研究总院 1 0 1 1 10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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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中央企业集团 

贯标

企业

数量 

国家级

贯标试

点企业

数量 

启动

评定

企业

数量 

通过

评定

企业

数量 

启动评

定企业

数量占

贯标企

业数量

的比例 

通过评

定企业

数量占

贯标企

业数量

的比例 

65 中国保利集团公司 1 0 0 0 0.0% 0.0% 

66 中国第一重型机械集团公司 1 1 0 0 0.0% 0.0% 

67 中国东方航空集团公司 1 0 1 1 100.0% 100.0% 

68 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 1 1 1 1 100.0% 100.0% 

69 中国华录集团有限公司 1 1 0 0 0.0% 0.0% 

70 中国节能环保集团公司 1 0 0 0 0.0% 0.0% 

71 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 1 1 0 0 0.0% 0.0% 

72 中国铁路通信信号集团公司 1 0 1 1 10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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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各央企集团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企业数量 

（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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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科学研究总院
中国保利集团公司

中国第一重型机械集团公司
中国东方航空集团公司

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华录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节能环保集团公司

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
中国铁路通信信号集团公司

哈尔滨电气集团公司
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
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大唐集团公司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

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华能集团公司

中国化学工程集团公司
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

中国煤炭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南方航空集团公司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
中国中化集团公司

中国中煤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鞍钢集团公司
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公司

中国诚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电信集团公司

中国东方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
中国华电集团公司
中国轻工集团公司

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
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

中粮集团有限公司
国家开发投资公司

新兴际华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普天信息产业集团公司
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医药集团总公司
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中钢集团公司
东风汽车公司

华润（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

中国化工集团公司
中国西电集团公司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
中国黄金集团公司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
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

中国五矿集团公司
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

中国铝业公司
中国盐业总公司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

国家电网公司
中国中车集团公司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

各央企集团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企业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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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各央企集团启动评定企业数量占本央企贯标企业数量的比例 

（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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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普天信息产业集团公司
中国诚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电信集团公司
中国东方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
中国轻工集团公司

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
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

中粮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

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
中国煤炭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南方航空集团公司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保利集团公司
中国第一重型机械集团公司

中国华录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节能环保集团公司

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
中国五矿集团公司

华润（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

中国中车集团公司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

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中钢集团公司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铝业公司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

东风汽车公司
鞍钢集团公司

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医药集团总公司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
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

哈尔滨电气集团公司
中国华能集团公司

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
中国中化集团公司

中国中煤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黄金集团公司

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
中国化工集团公司
中国西电集团公司

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公司
国家开发投资公司

新兴际华集团有限公司
国家电网公司

中国盐业总公司
中国华电集团公司

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大唐集团公司

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化学工程集团公司
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机械科学研究总院
中国东方航空集团公司

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铁路通信信号集团公司

各央企集团启动评定企业数量

占本央企贯标企业数量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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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各央企集团通过评定企业数量占本央企贯标企业数量的比例 

（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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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润（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普天信息产业集团公司
中国诚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电信集团公司
中国东方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
中国轻工集团公司

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
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

中粮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
中国华能集团公司

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
中国煤炭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南方航空集团公司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保利集团公司

中国第一重型机械集团公司
中国华录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节能环保集团公司
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
中国五矿集团公司

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
中国中车集团公司

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中钢集团公司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

中国铝业公司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

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黄金集团公司

东风汽车公司
鞍钢集团公司

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公司
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医药集团总公司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
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

中国化工集团公司
新兴际华集团有限公司
哈尔滨电气集团公司

中国大唐集团公司
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
中国中化集团公司

中国中煤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西电集团公司

国家电网公司
中国盐业总公司

国家开发投资公司
中国华电集团公司

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化学工程集团公司

机械科学研究总院
中国东方航空集团公司

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铁路通信信号集团公司

各央企集团通过评定企业数量

占本央企贯标企业数量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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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起，两化融合管理体系标准应用范围不断拓展。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全国范围内共有 4903 家企业开展两化融合管

理体系贯标，其中 948 家企业通过评定，占贯标企业总数的 19.3%。

从区域分布来看，70.1%的贯标企业和 73.0%的通过评定企业均来

自华南地区（包括广东、广西和海南）和华东地区（包括山东、

江苏、安徽、上海、浙江、江西和福建）。从行业分布来看，消

费品、装备、原材料行业贯标企业分布最为广泛，其中消费品、

装备行业贯标企业占比分别为 30.4%和 27.8%。中央企业在两化融

合管理体系工作中的示范带头作用日益凸显，全国 102 家央企中

已有 72 家积极推动下属 494 家企业开展贯标，其中 156 家企业通

过评定，分别占贯标企业总数和通过评定企业总数的 10.1%和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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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企业两化融合评估诊断和对标引导工作进展排名 

 

图 2-1 各省累计参与两化融合评估诊断和对标引导企业数量排名 

（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 

按照《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持续开展企业两化融合评

估诊断和对标引导工作的通知》（工信厅信软函〔2016〕269）工

作部署，各省工信主管部门应按年度周期性组织开展企业两化融

合评估诊断和对标引导工作，每年 6 月底前组织辖区内企业依托

中 国 两 化 融 合 服 务 平 台 的 各 省 级 评 估 服 务 分 平 台

（www.cspiii.com/pg/）完成两化融合评估诊断工作，每个省级单

位参评企业数量不少于 1000 家或不少于列入国家统计监测的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的 50%，研制形成本省市两化融合数据地图，

组织开展数据地图应用推广工作，推动形成以数据为核心的精准

施策新模式。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全国已有 74123 家企业开

展了自评估、自诊断、自对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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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国新增 58 家企业通过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评定 

依据《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管理体系评定管理办法（试

行）》（工信部信〔2014〕564 号），通过现场评估审核、

合规性审查、专家复核和公示等环节，2017 年 5 月 31 日至

6 月 30 日期间，全国共新增 58 家企业通过两化融合管理体

系评定，企业名单如表 3-1（排名不分先后）。通过评定企

业 信 息 可 通 过 两 化 融 合 管 理 体 系 评 定 管 理 平 台

（gltxpd.cspiii.com）查询。 

表 3-1 新增 58 家通过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评定企业信息 

序

号 
企业名称 评定范围 

1 

北京同仁堂健康

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 

位于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景园北街 2 号 58 幢

的北京同仁堂健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与集团营销渠

道运营管控能力建设相关的两化融合管理活动。 

2 北京石油机械厂 

位于中国北京市昌平区沙河镇中国石油创新基

地能源南街 9 号院的北京石油机械厂，与精细化自

动仓储管理能力相关的两化融合管理活动。 

3 
福建固美金属有

限公司 

位于福建省南安市东田镇美洋村固美工业园的

福建固美金属有限公司，与铝型材生产精细化管控能

力建设相关的两化融合管理活动。 

4 
江苏圣泰阀门有

限公司 

位于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区东亭路 18 号的盐城市

圣泰阀门有限公司，与基于销售订单全程管控的销售

利润保障能力建设相关的两化融合管理活动。 

5 
厦门建霖工业有

限公司 

位于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天凤路 69 号的厦门建

霖工业有限公司和位于厦门市灌口镇灌南工业区东

亭路 155-159 号的生产基地，与数字化生产管控能力

建设相关的两化融合管理活动。 

6 
江苏银佳企业集

团有限公司 

位于江苏省扬中经济开发区港兴路868号的江苏

银佳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基于互联网的客户需求及

订单管控能力建设相关的两化融合管理活动。 

7 
福建西河卫浴科

技有限公司 

位于福建省泉州南安市仑苍镇高新技术园的福

建西河卫浴科技有限公司，与基于卫浴行业个性化定

制（C2M）的供应链快速响应能力建设相关的两化融

合管理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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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企业名称 评定范围 

8 
泉州唐人制衣有

限公司 

位于福建省泉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华泰路1号的泉

州唐人制衣有限公司，与运动服装 ODM 订单全流程

管控能力建设相关的两化融合管理活动。 

9 
厦门积硕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位于厦门市软件园二期望海路 19 号之三 704 室

和厦门市同安区西柯镇通福路566号的厦门积硕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与基于客户信息管理的个性化定制服

务能力建设相关的两化融合管理活动。 

10 

中车戚墅堰机车

车辆工艺研究所

有限公司 

位于江苏省常州市五一路258号中车戚墅堰机车

车辆工艺研究所有限公司，与齿轮传动系统数字化生

产能力建设相关的两化融合管理活动。 

11 
深圳市东鹏饮料

实业有限公司 

位于深圳市南山区桃源街道珠光北路142号众冠

红花岭工业西区 3 栋 1楼的深圳市东鹏饮料实业有限

公司，与基于数据集成报表的营销决策支持能力建设

相关的两化融合管理活动。 

12 

江苏鼎胜新能源

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 

位于江苏省镇江市京口工业园区江苏鼎胜新能

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与高效的生产计划管控能力建

设相关的两化融合管理活动。 

13 
福建南安市新东

源石业有限公司 

位于福建省南安市官桥镇南联开发区周厝村的

福建南安市新东源石业有限公司，与超薄石材复合板

精益制造能力建设有关的两化融合管理活动。 

14 
江苏大全封闭母

线有限公司 

位于江苏省扬中市新坝镇大全路 66 号的江苏大

全封闭母线有限公司，与基于移动互联的商机管理和

敏捷服务能力建设相关的两化融合管理活动。 

15 
玉晶光电（厦门）

有限公司 

位于福建省厦门市火炬高新区创新路的玉晶光

电（厦门）有限公司，与以智能制造为核心的设备智

能化管控能力建设相关的两化融合管理活动。 

16 

深圳市特发信息

光网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位于广东省东莞市寮步镇塘唇村金富二路聚慧 e

谷高新产业园、广东省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办事处楼

村社区鲤鱼河工业区振兴路 38 号 B 栋的深圳市特发

信息光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 FTTx 光无源产品精

细高效生产能力建设有关的两化融合管理活动。 

17 
中海福建燃气发

电有限公司 

位于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五四路159号世界金龙

大厦 28 层 C1 区及 D1 区（注册地址）、福建省莆田

市秀屿区东庄镇 LNG 大道 66 号（运营地址）的中海

福建燃气发电有限公司，与生产设备精细化管控能

力，财务业务一体化管控能力建设相关的两化融合管

理活动。 

18 
厦门纵横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位于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西环路的厦门纵横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与集团资金管控能力建设相关的两

化融合管理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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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 评定范围 

19 
北京四环科宝制

药有限公司 

位于北京市丰台区海鹰路 11 号北京四环科宝制

药有限公司、北京市大兴区祥瑞街 5 号的公司生产基

地，与基于药品全过程可追溯的销售渠道管控能力建

设相关的两化融合管理活动。 

20 
浙江亚特电器有

限公司 

位于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余新镇文龙路150号的

浙江亚特电器有限公司，与产品高效协同研发能力建

设相关的两化融合管理活动。 

21 
大运汽车股份有

限公司 

位于山西省运城市空港经济开发区机场大道1号

的大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与商用汽车订单快速交付

能力建设相关的两化融合管理活动。 

22 
天津大沽化工股

份有限公司 

位于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兴化道1号的天津大沽

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与财务业务一体化管控能力建设

相关的两化融合管理活动。 

23 
南京正大天晴制

药有限公司 

位于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惠欧路9号以及恒广路

99 号的南京正大天晴制药有限公司，与药品、物料

的仓储及收发货一体化管控能力建设相关的两化融

合管理活动。 

24 
江苏兄弟活塞有

限公司 

位于江苏省宿迁市沭阳县台州北路105号的江苏

兄弟活塞有限公司，与面向定制化产品的订单追踪及

质量管控能力建设相关的两化融合管理活动。 

25 
国网江西省电力

公司 

位于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湖滨东路666号的国

网江西省电力公司，与基于营配调贯通的电网故障主

动抢修能力和基于资产全寿命周期理念的运营数据

质量管控能力建设相关的两化融合管理活动。 

26 
福建省亚明食品

有限公司 

位于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华亭镇西沙村(G324 国

道旁)的福建省亚明食品有限公司，与快速高效的营

销管控能力建设相关的两化融合管理活动。 

27 
江苏豪悦实业有

限公司 

位于江苏省宿迁市沭阳县经济开发区余杭路 20

号的江苏豪悦实业有限公司，与一次性使用卫生用品

小批量多品种订单的快速反应能力建设相关的两化

融合管理活动。 

28 
中车长江车辆有

限公司 

位于湖北省武汉市江夏经济开发区大桥新区的

中车长江车辆有限公司，与基于铁路物流装备市场需

求的一体化快速数字研发能力建设相关的两化融合

管理活动。 

29 
浙江银轮机械股

份有限公司 

位于浙江省天台县福溪街道始丰东路8号的浙江

银轮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与订单快速响应交付能力建

设相关的两化融合管理活动。 

30 
西安现代控制技

术研究所 

位于陕西省西安市丈八东路 10 号、西安市长安

区滦镇青华村、西安市锦业路创业研发园 19 号的西

安现代控制技术研究所，与数字化协同研发能力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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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 评定范围 

相关的两化融合管理活动。 

31 
江苏隆基铝业有

限公司 

位于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盐渎东路 83 号的江苏

隆基铝业有限公司，与定制彩色铝型材产品的稳定生

产管理能力建设相关的两化融合管理活动。 

32 
华菱星马汽车(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位于安徽省马鞍山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红旗南路

118 号的 华菱星马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重

型卡车租赁业务管理能力建设相关的两化融合管理

活动。 

33 
东风小康汽车有

限公司 

位于湖北省十堰市东环路 1 号、重庆市江津区双

福新区九江大道的东风小康汽车有限公司，与精准定

位的协同研发设计能力建设相关的两化融合管理活

动。 

34 
起步股份有限公

司 

位于浙江省青田县油竹新区侨乡工业园区赤岩 3

号的起步股份有限公司，与市场快速响应能力建设相

关的两化融合管理活动。 

35 
辽宁红沿河核电

有限公司 

位于辽宁省大连市瓦房店红沿河镇的辽宁红沿

河核电有限公司，与商运机组高端稳定的安全运行能

力建设相关的两化融合管理活动。 

36 
华润水泥（封开）

有限公司 

位于肇庆市封开县长岗镇长岗工业园的华润水

泥（封开）有限公司，与基于工业大数据的智能生产

管控能力建设相关的两化融合管理活动。 

37 
同望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位于广东省珠海市唐家湾镇港湾大道科技五路

19 号的同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打造软件工程产

品模块化高效研发能力建设相关的两化融合管理活

动。 

38 
山东鲁抗医药股

份有限公司 

位于山东省济宁市太白楼西路173号的山东鲁抗

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与药品质量控制与保证能力建设

相关的两化融合管理活动。 

39 

惠州市天泽盈丰

物联网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位于中国广东省惠州市惠台工业园 65 号小区的

惠州市天泽盈丰物联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纺织服

装行业智能化生产应用系统的开发管控能力建设相

关的两化融合管理活动。 

40 
珠海世纪鼎利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位于广东省珠海市港湾大道科技五路8号的珠海

世纪鼎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通信网络服务项目精

细化管控能力建设相关的两化融合管理活动。 

41 
力声(福建)通信股

份有限公司 

位于泉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清蒙科技工业区高科

技园（崇祥街东段）的力声(福建)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与订单准时交付能力建设相关的两化融合管理活动。 

42 
广东永煌休闲用

品有限公司 

位于广东省饶平县联饶镇山门村高速路口对面

的广东永煌休闲用品有限公司，与购销财集成管控能

力建设相关的两化融合管理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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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广东四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位于广东省潮州市火车站区南片 B11-4-1 地块的

广东四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陶瓷产品生产全流程

管控能力建设相关的两化融合管理活动。 

44 
上海海立（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金桥出口加工区宁桥路 888

号的上海海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空调压缩机

大规模定制研发制造能力，集团型企业财务管控能力

建设相关的两化融合管理活动。 

45 

延锋彼欧仪征汽

车外饰系统有限

公司 

位于江苏省扬州市（仪征）汽车工业园屹丰大道

77 号的延锋彼欧仪征汽车外饰系统有限公司，与精

益生产管控能力相关的两化融合管理活动。 

46 
福建省富星云仓

物流有限公司 

位于福建省石狮市蚶江镇西裤基地的福建省富

星云仓物流有限公司，与基于“互联网+”的电商第三

方仓配行业供应链协同运营能力建设相关的两化融

合管理活动。 

47 
福建省德化县冠

鸿陶瓷有限公司 

位于福建省泉州市德化县浔中镇城东工业区的

福建省德化县冠鸿陶瓷有限公司，与工艺陶瓷产品的

财务管控能力建设相关的两化融合管理活动。 

48 
TCL 王牌电器（惠

州）有限公司 

位于广东省惠州市仲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惠

风四路 78 号的 TCL 王牌电器（惠州）有限公司，与

技术研发与产品创新管控能力，智能仓储能力建设相

关的两化融合管理活动。 

49 
海汇集团有限公

司 

位于山东省日照市莒县山东北路 36 号的海汇集

团有限公司，与设备精细化管理能力建设相关的两化

融合管理活动。 

50 
福清市益兴堂卫

生制品有限公司 

位于福建省福清市江阴工业区 B5 标准厂房的福

清市益兴堂卫生制品有限公司，与卫生用品电商营销

能力建设相关的两化融合管理活动。 

51 
福建三锋汽车服

务有限公司 

位于福建省福州市福清市福耀工业村2区的福建

三锋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与汽车后服务市场（不含机

修）相关订单管理和快速处理能力建设相关的两化融

合管理活动。 

52 

中冶焦耐（大连）

工程技术有限公

司 

位于辽宁省大连市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七贤岭高

能街 128 号的中冶焦耐（大连）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与高效精细的工程项目管理能力建设相关的两化融

合管理活动。  

53 
泉州佰源机械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位于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江南高新电子园区泉

州佰源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数字化及仿真设计

能力建设相关的两化融合管理活动 

54 
常州祥明智能动

力股份有限公司 

位于江苏省常州市经济开发区中吴大道518号的

常州祥明智能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与多品种、小批量

微特电机产品协同制造能力建设相关的两化融合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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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活动 

55 
重庆康明斯发动

机有限公司 

位于重庆市沙坪坝区壮志路的重庆康明斯发动

机有限公司，与敏捷制造能力相关的两化融合管理活

动。 

56 
上海航空工业（集

团）有限公司 

位于上海市徐汇区云锦路 5 号和上海市浦东新

区金科路 5500 号的上海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与 ARJ21 飞机技术交付管理能力以及面向 C919 和

ARJ21 飞机在设计、制造、试飞、运营全生命周期

内的适航工作管理能力建设相关的两化融合管理活

动。 

57 
常州船用电缆有

限责任公司 

位于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北塘河东路8号的常州

船用电缆有限责任公司，与特种电缆的精细化生产管

控能力相关的两化融合管理活动。 

58 
福建新福兴玻璃

有限公司 

位于福建省福清市元洪开发区的福建新福兴玻

璃有限公司，与太阳能用玻璃、中空玻璃、镀膜玻璃、

建筑用安全玻璃的精益生产能力建设相关的两化融

合管理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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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全国两化融合管理体系工作动态 

 国家层面 

● 6 月 7 日，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管理体系国家标准发

布会在北京召开，会上正式发布 GB/T 23000-2017《信息化

和工业化融合管理体系 基础和术语》（以下简称“《基础

和术语》”）和 GB/T 23001-2017《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管

理体系 要求》（以下简称“《要求》”）两项国家标准。

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张峰、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主任

田世宏出席会议并讲话。发布会由工信部办公厅副主任黎烈

军主持，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殷明汉在会上宣读

2017 年第 12 号中国国家标准公告，工信部信息化和软件服

务业司司长谢少锋对两项标准进行解读。工信部科技司、信

软司、中小企业局、国际司，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工业二

部等两化融合管理体系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代表出席会

议。 

张峰指出，持续推进两化深度融合是党中央、国务院的

重要战略部署，两化融合管理体系是推进两化深度融合的重

要举措和有力抓手。《基础和术语》、《要求》两项国家标

准的发布，是两化融合管理体系标准研制的重要里程碑，标

志着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工作进入新阶段。经过多年实践，

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工作已取得显著成效，9 项两化融合



23 

管理体系国家标准完成立项，其中 3 项已正式发布，全国开

展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的企业达 4300 余家，开展两化融

合自评估、自诊断、自对标的企业达 73000 余家。贯标企业

运营成本平均下降 8.8%、经营利润平均增加 6.9%，企业贯

标的自觉性、实效性不断增强。贯标工作的开展凝聚了共识、

明确了方向，通过标准制定、政策引导、平台搭建、宣传培

训、试点示范、市场服务，形成了以贯标促融合、以贯标求

发展的行业管理新模式，形成了以市场服务为纽带、以价值

链共创为基础的市场化运行机制，极大地激发了社会各界推

动两化融合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张峰强调，下一步要加快《基础和术语》、《要求》等

两化融合管理体系标准全面普及，务实推动两化融合管理体

系贯标工作迈上新台阶，重点做好四个方面工作。一是做好

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与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国务院国

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发布《关于深入推进信息化和工

业化融合管理体系的指导意见》；二是深入开展试点示范，

不断提升贯标广度和深度，实现贯标在重点区域和优势产业

全覆盖；三是持续建设数据地图，持续推进企业两化融合自

评估、自诊断和自对标，促进分级分类差异化发展；四是健

全市场化运行体系，完善贯标工作的全流程服务体系，建立

开放透明的监督管理机制，扩大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评定结果

的社会采信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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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世宏指出，标准是深入推进两化融合、加快产业创新

发展的重要支撑，以两化融合管理体系标准为引领，系统推

进两化融合、强化企业变革管理，已成为提升企业核心竞争

力、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的有效途径。两化融合管

理体系标准的制定实施将有效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可引导企

业系统建立、实施、保持和改进两化融合管理机制，有效解

决信息时代产业转型升级“怎么干”、“怎么干好”的问题。

两化融合管理体系标准的内容凝聚了我国广大企业几十年

信息化发展历程中积累的技术应用成果和管理创新经验，在

实践中的应用成效初显。当前两化融合管理体系标准已经具

备良好的产业应用和普及推广基础，社会认可度和国际影响

力持续提升，将在经济转型升级和产业创新发展中发挥重要

的规范引导作用，《基础和术语》、《要求》两项国家标准

的发布实施恰逢其时，以两化融合管理体系标准助力两化深

度融合大有可为。 

田世宏表示，下一步，质检总局、国家标准委将与工信

部等相关部门协同配合，探索建立产学研协同创新的两化融

合标准化技术体系，加强两化融合管理体系国家标准的规划

布局和顶层设计，加快两化融合管理体系系列标准的研制推

广工作，支持中国两化融合服务联盟等团体组织开展两化融

合领域的团体标准建设，同步开展两化融合管理体系国际标

准化工作，推动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工作迈上新台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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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推进两化深度融合，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做好

服务，谱写我国两化深度融合发展新篇章。 

会上，广东省经信委、中国中车、徐工集团等单位作为

标准推广和实施代表介绍标准的应用推广经验与成效。 

● 6 月 30 日，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化和软件服务业司

组织的《面向新工业革命的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研究》

重大软课题（以下简称“重大软课题”）专家评审会在北京

举行。信软司司长谢少锋以及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

中国社会科学院、吉林大学等单位多名专家参加评审会。 

会上，课题组成员代表围绕推进两化深度融合的进展、

经验、成效以及构建两化融合生态系统的思路、视角、要素、

阶段等方面做了课题研究成果汇报，与会专家对课题研究成

果进行了充分讨论。与会专家表示，应当坚持战略定力，坚

定不移、一以贯之地推进两化深度融合，在更高层面、更广

范围充分发挥两化融合对技术创新、模式创新、管理创新的

带动作用，将两化融合作为切实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产

业转型升级的路径与抓手。与会专家一致认为，重大软课题

研究报告深入总结了新工业革命背景下两化深度融合面临

的新形势，初步构建了两化融合生态系统，提出下一步推进

我国两化深度融合发展的目标、指导原则、主要任务和保障

措施，同意重大软课题通过专家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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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专家组的意见，课题组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做好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这篇大文章”的指示要求，

进一步明确新工业革命的内涵和特征，总结两化融合工作取

得的成效，认真分析存在的问题和挑战，充分吸收各位专家

的意见建议，继续完善课题成果，为新时期推进两化深度融

合工作奠定良好的基础。 

● 6 月 29 日，中德两国最高级别标准化合作机制——

2017 年中德标准化合作委员会会议在青岛举行。国际标准化

组织主席张晓刚、国家标准委主任田世宏出席会议并致辞。

来自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德国国家标准化机构及驻华使

馆，质检总局、国家标准委、商务部、工信部，以及两国相

关行业协会、科研机构、企业的 150 余名代表参加会议。 

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联合工作组秘

书长、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工业和信息化部电

子第一研究所）周剑博士介绍了中国两化融合管理体系标准

工作的有关情况，重点说明了中国两化融合管理体系标准工

作的总体思路，两化融合管理体系系列标准研制概况，《信

息化和工业化融合管理体系  基础和术语》（ GB/T 

23000-2017）、《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管理体系 要求》（GB/T 

23001-2017）、《工业企业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评估规范》

（GB/T 23020-2013）三项关键基础标准的主要内容及推广应

用成效，以及两化融合管理体系下一步工作计划，并表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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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德方合作开展制造业管理模式相关战略性研究、围绕两化

融合管理体系标准建立健全合作组织与合作机制、共同开展

标准研制与应用推广等方面合作的愿望。 

● 6 月 14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关于组织开展 2017

年制造业“双创”平台试点示范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工信

厅信软函〔2017〕366 号），启动 2017 年制造业“双创”平

台试点示范项目申报工作，明确指出将优先推荐通过两化融

合管理体系评定的主体申报的项目。 

● 6 月 13 日，中国两化融合服务联盟发布《关于组织开

展 2017 年度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咨询服务机构评级工作

的通知》（联盟函〔2017〕23 号），启动 2017 年全国两化

融合管理体系贯标咨询服务机构评级工作。 

● 6 月 12 日，由中国两化融合服务联盟主办的“2017

年两化融合管理体系专题培训（北京站）”正式开班，工业

和信息化部信息化和软件服务业司两化融合推进处处长王

建伟、中国两化融合服务联盟秘书长周剑、国家信息化专家

咨询委员会委员王安耕出席了开班仪式。来自全国各地的企

业、贯标咨询服务机构、评定机构等单位共计 200 余人参加

培训。 

培训邀请中国两化融合服务联盟专家、优秀贯标咨询服

务机构、评定机构和优秀贯标企业代表等出席授课，培训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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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包括《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发展规划（2016-2020 年）》

解读，两化融合管理体系理论方法和主要内容，互联网时代

我国企业打造新型能力的重点和方向，两化融合评估诊断和

对标引导工作的标准、方法、工具及应用实践，两化融合管

理体系贯标实施要点、评估审核要点，评定机构、贯标咨询

服务机构和通过评定企业经验分享等。 

● 6 月 8 日，由中国两化融合服务联盟主办的 2017 年第

一批两化融合管理体系培训课程专家评审会在国家工业信

息安全发展中心（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第一研究所）召开。

工信部信息化和软件服务业司两化融合推进处处长王建伟

出席会议并讲话。王建伟处长表示，近年来工信部围绕两化

融合管理体系标准研制、贯标评定、试点示范、应用推广等

方面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为进一

步推动两化融合管理体系普及推广，提高相关从业人员专业

水平和服务能力，引导企业本质贯标，中国两化融合服务联

盟应充分发挥纽带作用，常态化推动培训课程遴选工作，逐

步建立完备的两化融合培训课程体系和讲师队伍，形成覆盖

培训课程、培训讲师、培训学员的人才培养工作机制和市场

服务体系。本次评审会共评审 13 家机构的 21 门专业课程和

22 位授课老师，联盟将根据专家评审意见，组织相关方修改

完善课程，经公开试讲后正式公布 2017 年首批两化融合管

理体系培训课程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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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及行业层面 

● 6 月 20 日，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举办的“智慧轻工”

高峰论坛暨中国轻工业百强企业颁奖盛典在北京举办，工业

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张峰出席论坛并致辞。张峰强调，轻工

业应在总结已有成效的基础上，按照《智能制造发展规划

（2016-2020 年）》（工信部联规〔2016〕349 号）的总体要

求，具体从加快两化融合管理体系标准普及推广、推进协同

创新突破智能制造核心技术、加强先进智能制造模式的经验

交流和推广、广泛开展国际间交流与合作四方面发力，加快

推进智能化发展。 

● 6 月 7 日，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发布《关于进

一步推进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工作的通知》（渝经信智能

〔2017〕10 号），明确指出要进一步推进两化融合管理体系

贯标工作，重点加强贯标工作政策引导、贯标咨询服务工作

指导、贯标工作人才培养，以及贯标工作宣传推广。 

● 6 月 1 日，安徽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发布《关于开

展 2017 年两化融合发展水平评估工作的通知》（皖经信明

电〔2017〕72 号），启动 2017 年安徽省企业两化融合评估

诊断和对标引导工作，明确指出将两化融合示范企业、两化

融合管理体系贯标试点企业等优先纳入参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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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1 日，由西藏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主办，中国

两化融合服务联盟协办的“2017 年全区两化融合工作会议暨

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培训活动”在拉萨召开。西藏自治

区工信厅副厅长杨红出席会议并讲话，明确指出要在企业层

面以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为切入点，支持广大企业建立、

实施和改进两化融合管理体系。各地（市）工信局领导、信

息化科负责人，全区 50 余家重点工业、信息化企业负责人，

共计 80 余人参加培训。 

培训邀请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工业和信息

化部电子一所）、中国两化融合服务联盟专家出席授课。培

训内容包括《关于深化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

解读、两化融合评估诊断和对标引导工作的标准、方法、工

具及应用实践等。 

● 5 月 31 日，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发布《关于开

展 2017 年企业两化融合评估诊断和对标引导工作的通知》

（川经信办信息化函〔2017〕107 号），启动四川省 2017 年

企业两化融合评估诊断和对标引导工作。 

● 5 月 26 日，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发布《上海市

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十三五”发展规划》（沪经

信推〔2017〕275 号），明确提出要实施两化融合管理体系

推广工程，加大两化融合管理体系在本市重点产业和中小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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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集群的落地实施，注重两化融合管理体系与智慧园区、电

子商务等领域相关标准的融合，力争在 2020 年底，开展两

化融合自评估、自诊断、自对标企业达 1000 家，通过两化

融合管理体系评定企业达 100 家，利用两化融合管理体系加

强行业治理，广泛开展两化融合评估诊断和对标引导工作，

定量衡量企业互联网化水平，制定、发布重点行业、区域和

企业两化融合发展水平数据地图，为政府精准施策和企业互

联网转型提供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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