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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5

一、发展形势

“十三五”期间，

“ ”

一是融合发展政策

体系不断健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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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深度融合面临新形势。

二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开启新征程，两化深度融合面临新任务。

2035

“ ”

“ ”

“ ” 三是世界正经历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化深度融合面临新挑战。

“ ”

综合判断，

“ ”



4

二、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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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开放合作。

（三）发展目标

2025

105

——新模式新业态广泛普及。

80%

85%

68%

——产业数字化转型成效显著。

——融合支撑体系持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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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融合发展活力全面激发。

45%

——融合生态体系繁荣发展。 “ ”

三、主要任务

（一）培育新产品新模式新业态

1. 新型智能产品

5G

2. 数字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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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P MES

SCM

6. 个性化定制

7. 服务化延伸

“ + ”

MIM

“ + ”

（二）推进行业领域数字化转型

1. 原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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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

2. 装备制造

MBSE

3. 消费品

“ +5G+AI+V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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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电子信息

5G

5. 绿色制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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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安全生产

“ + ”

（三）筑牢融合发展新基础

1. 建设新型信息基础设施

5G 5G

5G 5G

IPv6 TSN

SD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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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提升关键核心技术支撑能力

3. 推动工业大数据创新发展

4. 完善两化深度融合标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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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573

CPS

（四）激发企业主体新活力

1. 培育生态聚合型平台企业

APP

专栏 1 工业互联网平台体系建设



14

2. 打造示范引领型骨干企业

3. 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 ”

“ ”

发展跨行业跨领域综合型平台：建设覆盖原材料、装备制造、消费品、电

子信息等多个行业以及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运维服务等多个领域的综合型平

台，提供工业资源集聚共享、工业数据集成利用、工业生产与服务优化创新等

服务。

建设面向重点行业和区域的特色型平台：聚焦数字基础好、带动效应强的

重点行业，面向制造资源集聚程度高、产业转型需求迫切的区域，建设面向重

点行业和区域的特色型平台，发挥平台的知识沉淀转化和资源协同配置作用，

为行业转型升级和区域协调发展提供带动作用。

培育特定技术领域的专业型平台：围绕特定工业场景，聚焦云仿真、设备

上云、大数据建模等特定技术领域建设专业型平台，开展前沿技术与工业机理

模型融合创新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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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发展专业化系统解决方案提供商

（五）培育跨界融合新生态

1. 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升级

5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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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推进产业集群数字化转型

“ ”

3. 深化产学研用合作

“ ”

4. 提升制造业“双创”水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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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行业 数字化转型重点

钢铁

聚焦设备维护低效化、生产过程黑箱化、下游需求碎片化、环保

压力加剧化等痛点，以工艺优化为切入点，加速向设备运维智能

化、生产工艺透明化、供应链协同全局化、环保管理清洁化等方

向数字化转型。

石化化工

聚焦设备管理不透明、工艺知识传承难、产业链上下游协同水平

不高、安全生产压力大等痛点，以设备智能管控为切入点，在设

备健康管理、智能炼化生产、供应链协同、安全监控等方向开展

数字化转型。

煤炭

聚焦环境污染大、生产风险高、设备管理难等痛点，以安全生产

为切入点，围绕生产、管理、物流、维护等环节，推动产业向智

能化、无人化、绿色化等方向加速数字化转型。

航空航天

聚焦数据源差异大、模型适配性差、管理调整能力差、故障预测

能力差等痛点，以网络化协同为切入点，从整合研发资源、重构

生产范式、变革管理模式、提升维护效率等方向进行数字化转型。

船舶

聚焦优化提升船舶设计、研发、生产、管理到服务的全链条质量

效益，以网络化协同和服务化延伸为切入点，从设计协同化、制

造智能化、管理精益化、融资在线化、产品服务化等方向进行数

字化转型。

汽车

聚焦设计周期长、下游需求个性化、售后服务低效化等痛点，以

规模化定制生产为切入点，加速向研发协同化、生产柔性化、产

供销协同化、制造服务化等方向数字化转型。

工程机械

聚焦资源调配效率低下、机械设备运维困难、金融生态不完善等

痛点，以设备健康管理为切入点，加速向设备运维智能化、经营

管理精益化、生产制造服务化等方向数字化转型。

家电

聚焦生产智能化水平低、供应链协同效率低、行业营收增速放缓

等痛点，以个性化定制为切入点，加速向生产方式柔性化、经营

管理平台化、产品服务生态化等方向数字化转型。

电子

聚焦新产品生产周期长、设备管理精度不够、劳动力较为密集等

痛点，以设备智能为切入点，在设备健康管理、智能化生产、产

品质量检测、供应链协同等方面开展数字化转型。

（二）两化融合标准引领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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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两化融合度标准制定与评估推广工作。

打

造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升级版。

健全标准应用推广

的市场化服务体系。

（三）工业互联网平台推广工程

完善工业互联网平台体系。

加快工业互联网平台融

合应用。

+ “ +

”“ + ”“ + / ” 组织

开展平台监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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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

（四）系统解决方案能力提升行动

打造系统解决方案资源池。

培育推广工业设备上云

解决方案。

健

全完善解决方案应用推广生态。

专栏 3 重点工业设备上云

重点工业设备 痛点问题 潜在应用场景

炼铁高炉

设备管理低效、环保管理粗

放、生产过程不透明、设备

互联水平低

健康管理、绿色生产、生产

工艺优化、产线协同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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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

发展工业电子商务。

五、保障措施

（一）健全组织实施机制。

“ ”

（二）加大财税资金支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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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快人才队伍培养。

（四）优化融合发展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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