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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什么是两化融合管理体系



两化融合管理体系是我国首个覆盖两化融合全局、全要素、全过程的管理体系标准

• 把握信息时代发展新趋势和新规律
• 总结提炼中国企业几十年的信息化、自动化和转型实践经验成果
• 参考国际各类管理体系标准的做法和经验
• 形成涵盖数字化转型任务体系、方法体系、路径体系的方法论

一套企业可参照执行的数字化转型方法体系

• 涵盖发展战略、新型能力、系统性解决方案、治理体系和业务创新转
型等方面

• 以新型能力建设为主线推进转型工作，开展集技术创新应用、数据驱
动、流程优化、组织重构等为一体的运行体系变革

• 确保企业战略、业务、数据、技术、管理等各条线具有共同话语体系，
促进整体协同效应的发挥，稳步获取转型成效

• 企业通过贯标打造能力、促进转型，经第三方评定的结果可表征其综
合实力和发展潜力，评定结果被社会广泛采信认可进一步激发企业内
生动力，不断提升能力水平

• 贯标评定过程中带动贯标咨询、战略管理咨询、软硬件服务、评定服
务等广阔服务需求和市场，并随企业能力提升需求，不断加速服务生
态优胜劣汰和水平提升

一套统筹推进融合发展各项工作的协同体系

一套促进服务生态良性发展的引导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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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 化 融 合 管 理 体 系 升 级 版 贯 标 工 作 手 册

自2013年首次提出以来，两化融合管理体系不断丰富完善，日臻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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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23000-2017
《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
管理体系 基础和术语》

GB/T 23001-2017
《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

管理体系 要求》

GB/T 23002-2017
《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
管理体系 实施指南》

GB/T 23003-2018
《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
管理体系 评定指南》

GB/T 23020-2013
《工业企业信息化和

工业化融合 评估规范》

T/AIITRE 
10001-2020

《数字化转型 参考架构》
T/AIITRE 

10002-2020
《数字化转型 

价值效益参考模型》

T/AIITRE 20001-2020
《数字化转型 新型能力体系建

设指南》

T/AIITRE 10003-2020
《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管理体系 

新型能力分级要求》

T/AIITRE 20002-2020
《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

管理体系 评定分级指南》

确立
理论基础

为系列标准提供理论基础

规定
通用要求

给出新型能力
分级建设要求

细化
补充

企业分级构建两化融合管理体系的依据

配套标准之：
企业实施

配套标准之：
水平评价

细化
补充

提供企业实施的指导
方法和建议

指导两化融
合水平评价

为评定服务提供总
体指导

给出分级评定的程
序和方法

从企业全局
阐述数字化转型的

体系方法
根本任务：价值体系重构

核心路径：新型能力建设

指导分级评定的实施

数字化转型 系列标准族已发布标准两化融合管理体系 系列标准族已发布标准

现已形成一系列普适易用、相互配套的标准体系

GB/T 23004-2020
《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
生态系统参考架构》

为企业全面认知和系统推
进两化深度融合提供理论

和方法

GB/T 23005-2020《信
息化和工业化融合管理
体系 咨询服务指南》

配套标准之：
咨询服务实施

提供规范开展咨询服务
的通用指南和实施建议

配套标准之：
分级评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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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 化 融 合 管 理 体 系 升 级 版 贯 标 工 作 手 册

作为企业构筑信息时代核心竞争能力的体系方法，已经过7年大范围普及推广和深入应用

30000+

全国两化融合管理体系
贯标企业数量

贯标企业

2000+

全国两化融合管理体系
咨询机构数量

咨询服务

10000+

全国两化融合管理体系
通过评定企业数量

获证企业

80%

77家央企集团开展
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

中央企业

国内
应用
推广
规模

印度、西班牙、埃及、阿联酋、马来西亚、津巴布韦
等国家参与相关成果国际标准研制

与ISO、ITU、The Open Group等国际组织合作开展
标准化工作国际

推广
情况

总体
应用
成效

1400+

开展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
国有企业数量

国有企业

国内
典型
贯标
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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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成为国家和地方省市推进信息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重要抓手

2013.9 2015.
5

2015.
12

2016.
5

2016.
7

2016.
10

《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
合专项行动计划（2013-
2018）》（工信部信
〔2013〕317号）

将“企业两化融合管理体
系”标准建设和推广行动
列为首要行动

《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
积极推进“互联网+”行
动的指导意见>的行动计
划（2015－2018年）》
(工信部信软〔2015〕
440号)

将“两化融合管理体系和标
准建设推广行动”列为七项
行动之首

中办、国办印发《国家信
息化发展战略纲要》

普及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管
理体系标准，深化互联网在
制造领域的应用

《中国制造2025》（国
发〔2015〕28号）

将“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深
度融合”列为九项战略任务
之一，提出建立完善智能制
造和两化融合管理体系标准

《国务院关于深化制造
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的
指导意见》（国发
〔2016〕28号）

组织实施企业管理能力
提升工程，加快信息化
和工业化融合管理体系
标准制定和应用推广

《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
发展规划（2016-2020
年）》（工信部规
〔2016〕333号）

普及两化融合管理体系
标准，创新企业组织管
理模式

2017.
6

《关于加快推进国有企
业数字化转型工作的通
知》（国资〔2020〕
155号）

将“应用两化融合管理
体系”作为四个转型基
础中管理基础的首项内
容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资
委、国家标准委关于深入
推进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
管理体系的指导意见》
（工信部联信软〔2017〕
155号）

提出“到2020年，两化融合
管理体系标准体系初步形成，
超过5万家企业开展两化融合
管理体系贯标,…”

2020.
8

关于新一代信息技术与
制造业融合发展的指导
意见

完善和推广两化融合管理
体系

202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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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 化 融 合 管 理 体 系 升 级 版 贯 标 工 作 手 册

政府采信
作为政策和资金支持的重要依据

n 国家层面：工业转型升级、智能制造试点示范

n 地方层面：北京、河北、内蒙古、吉林、上海、
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湖南、广东、广西、重
庆、陕西等省的智能制造、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等
试点示范项目

供应商遴选与评价采信
作为供应商遴选与评价的重要依据

n 徐工、潍柴、娃哈哈、巨石、广州医药、大全集
团等供应商遴选与评价

销售授信采信
作为销售授信的重要指标

n 新浦化学、金陵石化等在客户考核中，认可江苏
双乐的评定结果，据此提高销售授信等级、加大授
信额度、延长回款期限

n 国家级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申报

n 中国制药行业企业信用评价

投融资采信
作为投资和授信的重要依据

n 九鼎遴选投资对象

n 江苏双乐申请融资授信，银行将其评定成果作为重要依据

招投标采信
作为市场招投标评审加分项或项目申报条件

n 广西医疗卫生机构药品集中采购招标

n 重庆市公共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公交客车采购招标

央企信息化考核
n  国家电网公司信息化企业评价，将通过评定的下属企业优先列

为实施评价单位

n  中石油油田信息化考核，积极参与贯标的单位加分

资质认证采信
作为资质审核、资质等级认定的重要依据

n 浙江欧华造船公司等在武器承制单位资质审核、钢
结构制造企业资质等级认定过程中，两化融合管理
体系评定结果作为企业重要成果得到认可

社会组织采信
作为企业评价评优、信用评价的重要依据

评定
采信

评定结果被作为评判企业综合发展潜力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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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什么是两化融合管理体系升级版贯标



两 化 融 合 管 理 体 系 升 级 版 贯 标 工 作 手 册

两化融合管理体系升级版贯标是向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的跃升

9

基础版贯标

升级版贯标

l 初步提出了以能力为主线的理念框架

l 主要致力于理念和方法导入

l 解决企业共识形成和机制建立的问题

l 支持企业合理、规范、有效推进融合

l 形成了以价值效益为导向、数据为驱动、新形能力建设为主线系统推进数字化

转型的体系架构和方法机制

l 以价值效益为导向，构建完善基于两化融合管理体系的数字化转型实施方法论

l 依据数字化转型的先进性和成熟度，分级分类开展以新型能力建设为主线的分

级贯标和分级评定

l 研制系列方法工具，提供从发现问题到解决问题的数字化转型全程服务

l 支持企业围绕数字化转型有效开展创新活动，稳定获得转型价值

聚焦转型 全程服务突出能力 分级分类



升级版贯标更聚焦转型，旨在帮助企业获得实实在在的价值效益

企业开展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的终极目标

实现数字化转型 稳定获取价值效益

T/AIITRE 10001
《数字化转型 参考架构》给出：

l 做什么

—— 5个视角
l 怎么做

—— 与5个视角对应的过程联动方法
l 路线图

—— 5个发展阶段

T/AIITRE 10002《数字化转型 
价值效益参考模型》给出：

l 价值效益有什么

—— 3个分类
l 价值效益如何创造和传递

—— 4个范式
l 价值效益如何获取

—— 4个典型模式

将转型价值效益要求随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过程同步有效落实
10



两 化 融 合 管 理 体 系 升 级 版 贯 标 工 作 手 册

升级版贯标更突出能力，以能力为主线将价值效益落实到转型具体工作中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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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能力如何有效
建设、运行和优化？

• 指明新型能力如何有效分解

• 新型能力4种协同范式

• 给出能力建设的3个维度
• 分级建设和优化的路径和指南

如何评判
新型能力等级？

• 给出如何分级评价能力等级和对应
等级两化融合管理体系

如何实现新型能力
不断跃升？

• 给出新型能力分级建设总体要求和5个
等级能力建设要求

从哪些维度识别
新型能力？

• 给出新型能力6个主要视角
• 明确新型能力识别方向

新型能力如何创造
和传递价值？

• 明确如何以新型能力承载价值
• 给出通过能力单元、能力模块创造

和传递价值的方法

T/AIITRE 10003《信息化和工业化
融合管理体系 新型能力分级要求》T/AIITRE 10002《数字化转型 

价值效益参考模型》

T/AIITRE 10001《数字化转型 
参考架构》

T/AIITRE 20001《数字化转型 
新型能力体系建设指南》

 T/AIITRE 20002
《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管理体系 
评定分级指南》



升级版贯标推进分级分类，进一步实现供需精准对接

1 5
企业
分级分类贯标

3

42

• 引导企业分级分类开展新型
能力建设

• 实现能力等级的不断跃升

贯标咨询服务机构
分级分类贯标咨询

• 分行业、分能力、分规模等细
分类别分级开展贯标咨询服务

评定机构
分级分类评估审核

• 根据新型能力先进性和成熟度对评定
结果进行分级

第三方服务机构
分级分类公共服务

• 建设支持分级分类的第三方公
共服务平台和服务体系

• 完善服务机构和人员的评级

政府、行业、市场
分级分类采信和对接

• 在政府施策、行业引导、市场服务等方
面采纳分级分类的评定结果，提升基于
差异化新型能力的供需精准对接水平 

CL1（初始级）能力 CL2（单元级）能力 CL3（流程级）能力 CL4（网络级）能力 CL5（生态级）能力

A级（初始级） AA级（单元级） AAA级（流程级） AAAA级（网络级） AAAAA级（生态级）

新型能力等级

评定结果等级

l 分能力

l 分领域

l 分规模

l 分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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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 化 融 合 管 理 体 系 升 级 版 贯 标 工 作 手 册

升级版贯标提供全程服务，支持企业从发现问题到解决问题

依托数字化转型

服务平台

理论体系

工具方法

解决方案示范案例

人才培养

开放 合作 创新

• 构建基于两化融合管理体系的数字

化转型实施方法论

• 依托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 重点研制实施指南类、方法类、工具类标准

• 分行业、分阶段、分领域应用和推广

• 整合国内外优秀服务资源

• “一站式”共建共创服务 

• “多维咨询+软硬件一体化”系统解决方案服务

• 多体系融合服务

• 分行业、分能力的优秀企

业和典型经验

• 建设完善案例库

• 依托点亮学院

• 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

• 面向不同领域、不同层次

开展人才队伍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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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全方位更高水平服务，提升企业贯标动力和成效

n 分级贯标，引导企业逐级提升

引导企业依据价值效益分级开展能力建设，

提升企业开展贯标的内生动力。

n 分级评定，能力高低一目了然

根据能力先进性和成熟度对评定结果进行分

级，提高评定证书含金量

n 分级采信，提高市场牵引力

加强评定结果政府和市场采信的可操作性和

精准性

让企业更有动力

n 严把质量关
严控抽查复核、加强服务过程监督、开展绩

效评价

n 监管细化到人
动态开展咨询/评定机构和人员信用评级，形

成优胜劣汰的良性发展机制

n 强化知识赋能
加强知识体系、培训体系和传播体系建设，

强化知识传播和人才培养

让服务更有水平

n 方法工具创新
研制细化指南，建设一批可操作、可落地的

案例库、方法集、工具箱

n 合作机制创新
创新工作方法和成果共享机制，广泛开展合

作

n 发展生态创新
探索跨界合作的生态服务模式，拓展企业数

字化转型全程增值服务

让实施更加落地

14



03 企业如何实施两化融合管理体系升级版贯标



2

贯标启动 评测和
改进

分级
评定

贯标启动 现状调研及差距分析 文件体系策划及发布

• 必要时，聘请贯标咨询服务机构

• 召开贯标工作启动会

• 制定贯标工作实施方案

• 标准宣贯/解读/实施培训

• 现状调研

• 诊断对标

（参考T/AIITRE 10001）开展数字

化转型诊断、新型能力诊断 

• 差距分析

（对照GB/T 23001分析两化融合管

理体系差距，对照T/AIITRE 10003

分析对应等级能力建设差距）

• 组建企业两化融合组织体系

• 确定两化融合方针

• 体系文件策划

• 体系文件编写与发布

企业实施升级版贯标需经过五大步骤，八个环节

1、对照GB/T 23001、
T/AIITRE 10001进行诊断与差
距分析

2、按GB/T 23001、T/AIITRE 10003
的要求，分级建立企业个性化的两化融
合推进机制

3、按照T/AIITRE 10003的要求，打造相
应等级的新型能力

4、开展两化融合管
理体系第三方分级
评定服务

步骤一 步骤二 步骤三 步骤四 步骤五

5、按照GB/T 23001、
T/AIITRE 10003持续建
设新型能力体系、打造与
不同能力或更高能力等级
对应的两化融合管理体系

新型能力
（体系）策划

现状调研
及差距分析

文件体系
策划及发布

新型能力
实施与运行

体系保持和
持续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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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 化 融 合 管 理 体 系 升 级 版 贯 标 工 作 手 册

贯标启动 评测和
改进

分级
评定

新型能力（体系）策划 新型能力实施与运行 评测和改进

• 识别和确定新型能力（体系）

（基于T/AIITRE 20001，参考新型

能力主要视角和新型能力分解视角，

明确拟打造新型能力类别、等级需

求，以及各新型能力的范围和边界）

• 确定新型能力的价值效益目

标

（参考T/AIITRE 10002）
• 过程管控机制策划

• 系统性解决方案策划

• 治理体系策划

• 制定并发布试运行方案

• 系统性解决方案实施

• 治理体系建设完善

• 匹配规范与协调优化

• 诊断对标

• 监视与测量

• 考核

• 内部审核

• 管理评审

• 评价和优化调整体系文件

• 纠正与预防措施（参考T/AIITRE 
20001中方法）

对照GB/T 23001和T/AIITRE 10003要求分级分类开展贯标的重点环节

企业实施升级版贯标需经过五大步骤，八个环节

步骤一 步骤二 步骤三 步骤四 步骤五

新型能力
（体系）策划

现状调研
及差距分析

文件体系
策划及发布

新型能力
实施与运行

体系保持和
持续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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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贯标启动 评测和
改进

分级
评定

分级评定 体系保持和持续改进

• 确定申请能力类型

• 确定申请评定等级

• 选择具有相应等级服务能力的评定机构

• 分级分类进行评定申请

• 接受分级评估审核服务

• 开展问题整改

• 获证后按规定使用分级评定结果

• 获证后的体系保持和持续改进

• 打造与不同能力或更高能力等级对应的两化

融合管理体系

步骤一 步骤二 步骤三 步骤四 步骤五

企业实施升级版贯标需经过五大步骤，八个环节

新型能力
（体系）策划

现状调研
及差距分析

文件体系
策划及发布

新型能力
实施与运行

体系保持和
持续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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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中信联完善升级版贯标公共服务的主要举措



遴选龙头企业

l 打造支持企业全局优化的网络

级能力

l 树立数字企业新标杆

03

联合中央企业、国有企业

l 依据集团能力建设重点开展全链条

整体贯标

l 探索集团统筹开展核心能力建设、

获取价值效益新路径

02

联合领军服务商

l 共同打造系列能力建设样板

工程，研制细分能力建设系

列标准

l 形成数字化转型体系化服务

新方案

04

联合地方省市

l 开展A级、AA级、AAA级全面贯标

l 探索以能力分级分类建设推动区域数

字化转型新模式

01

新型能力建设
示范工程

国有企业
分级贯标试点

地方省市
分级贯标试点

4A级及以上企业
试点示范

中信联发挥联盟资源汇聚力量，通过六大举措完善升级版贯标公共服务
举措一：开展试点示范，探索分级分类贯标实践模式

联合不同主体开展试点示范工作，探索形成一系列可复制、可推广的升级版贯标实施经验、服务体系和推广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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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 化 融 合 管 理 体 系 升 级 版 贯 标 工 作 手 册

•中小企业两化融合管理体系实施指南
•集团型企业两化融合管理体系实施指南
•面向供应链的两化融合管理体系实施指南
•两化融合管理体系 多体系融合实施指南
•两化融合管理体系 评定人员职业素质与技能指南
•两化融合管理体系 咨询师的选择及其服务使用指南
•两化融合管理体系 服务机构信息公开和评级要求
•两化融合管理体系 评定结果采信指南
•子能力建设指南

• 工程机械类产品数字化创新能力建设指南
• 智能家居类产品数字化创新能力建设指南
• 大型复杂装备数字化协同研发设计能力建设指南
• 多品种小批量产品数字化研发设计能力建设指南
• 流程行业智能生产与现场作业管控能力建设指南
• 离散行业智能生产与现场作业管控能力建设指南
• 大型企业数据驱动的一体化运营管理能力建设指南
• 高端消费品需求定义能力建设指南
• 快消品快速响应能力建设指南

• 面向大型装备产品的增值服务能力建设指南
• 智能供应链能力建设指南
• 高端装备制造智能供应链能力建设指南
• 智能家居生态共建能力建设指南
• 基于平台的员工知识赋能能力建设指南
• 企业数据管理能力建设指南
• 工业知识软件化能力建设指南
• 工业企业基于数据资产化运营的数据业务能
力建设指南

• 互联网企业数据业务能力建设指南

拟研制的标准化项目

举措二：研制系列方法工具，提升升级版贯标工作可操作性和便利性

l 依托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重点行业、集团企业、中小企业、服务商等社会各界力量，重点围绕两化融合管理体系升级版贯标实施指

南、方法工具等方面，共同开展关键亟需标准研制和推广。

l 构建两化融合管理体系知识图谱，联合领军服务商、科研院所等各界优势资源，围绕企业贯标过程中发展战略设计、能力体系建设、解

决方案实施、组织管理优化等方面，共同研发和推广案例库、方法集和工具箱。

团体标准
国家标准

国际标准

依托中信联标技委，联合社

会各界共同研制标准

依 托 I S O 、 I T U 、 T h e 

Open Group等国际组织推

动国际标准化工作

依托相关国家标技委推动国

家标准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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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能平台 联合各方共建线上线下人才培养平台

培养形式 专题培训 技能测试 现场观摩 项目实习 交流研讨

覆盖等级 A级 AA级 AAA级 AAAA级 AAAAA级

内容板块

趋势背景 核心方法论 核心方法论的实施 实务

• 数字经济背景下企业

发展机遇与挑战

• 相关政策解析

• ……

• 两化融合管理体系系

列标准解读

• 不同级别、不同能力

建设的重点和方法

• ……

• 不同能力贯标经验分享

• 分级评定审核方法与要点

• 贯标咨询服务指南

• ……

• 产品全生命周期集

成管控

• 数据集成

• 新模式新业态分析

• ……

面向对象 评定人员 贯标咨询人员 企业相关人员

联合共建内容

课
程
内
容

测
试
题
库

授
课
师
资

……

依托点亮学院，构建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知识传播和人才培养平台，打造社会化开放式人才培养体系，分领域、分专业、分专题开展人才培养，

不断提升企业和服务机构人员的专业服务能力。

举措三：开展人才培养赋能，不断提升服务团队专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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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 化 融 合 管 理 体 系 升 级 版 贯 标 工 作 手 册

严控审核标准

l 对照分级分类要求细化和明确

审核标准

l 完善合规、复核实施细则
01 03

02 04

服务机构和人员动态评级

l 评价细化到人

l 持续跟踪和动态评价

常态化抽查和复核

l 加强AAA级及以上评定活动的

确认审核和抽查

l 加强贯标评定全流程跟踪

两化融合管理体系绩效评价

l 开展绩效评价，量化贯标实施

效果

l 全面开启社会监督

举措四：加强全流程社会化监督，全面提升贯标质量和成效

围绕使升级版贯标更有价值、更高质量、更加规范、全面创新的思路，加强贯标评定全流程监督管理，形成优胜劣汰的良性市场服务机制，

确保升级版贯标工作高质量落地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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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措五：推动建立市场化分级采信机制，进一步激发企业内生动力

l 企业通过分级分类贯标，建立和持续改进过程管控机制、系统性解决方案和治理体系，实现新型能力的不断跃升

l 通过第三方分级评定，能够有效反映企业新型能力的先进性和成熟度，分级分类的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评定结果表征了企业当前综合素质水

平和可持续发展潜力，为相关活动提供采信依据。

主管部门
分业施策与分类指导

• 试点示范遴选
• 专项资金支持
• 政策措施制定
• 服务采购
• 项目验收
• ……

行业
精准引导

• 评奖评优
• 信用评价
• 资质认证
• ……

市场
精准服务

• 金融授信
• 供应商遴选
• 品牌提升
• 销售授信
• 招标采购
• ……

采信方向1 采信方向2
采信方向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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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 化 融 合 管 理 体 系 升 级 版 贯 标 工 作 手 册

举措六：举办系列宣贯活动，促进形成广泛共识，扩大成果推广成效

通过举办系列会议会展活动，加强两化融合管理体系升级版贯标研讨交流和宣贯推广，宣传典型经验和应用成效，深化社会共识，形成升级版

贯标良好氛围。

两化融合管理体系升级版贯标专题会

年度大会

分领域、分能力典型企业现场观摩

宣贯会议

专题研讨/沙龙论坛

项目实践
媒体矩阵

核 心 标 准 相 关 政 策 系 列 解 读

标 杆 企 业 案 例 试 点 示 范 成 效 典 型 服 务 模 式

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