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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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是GB/T23031《工业互联网平台 应用实施指南》的第2部分。GB/T23031已经发布了

以下部分:
———第1部分:总则;
———第2部分:数字化管理;
———第3部分:智能化制造;
———第4部分:网络化协同;
———第5部分:个性化定制;
———第6部分:服务化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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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全国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573)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树根互联股份有

限公司、海尔卡奥斯物联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宝信软件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忽米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工业

云制造(四川)创新中心有限公司、浪潮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大学高端装备研究院、中车永济

电机有限公司、金蝶软件(中国)有限公司、国能(北京)商务网络有限公司、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

院、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广州赛宝认证中心服务有限公司、中国电器科学

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菲特(天津)检测技术有限公司、遵义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创智智能装备有限

公司、陕煤集团榆林化学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市拓普瑞电子有限公司、汉威广园(广州)机械设备有限公

司、成都秦川物联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火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电建成都铁塔有限公司、东
风康明斯发动机有限公司、中国电信(江西)工业互联网研究院、来也科技(北京)有限公司、浙江浦江伯

虎链条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德恩云智造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佳运通电子有限公司、天津光电聚能专用

通信设备有限公司、云控蜂核(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天津融和互联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多氟多新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曼顿科技有限公司、武汉华工赛百数据系统有限公司、上海百琪迈科技(集团)有
限公司、苏州华兴源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多角电线电缆股份有限公司、明度智云(浙江)科技有限

公司、河南心连心化学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浙江高格软件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文谷科技有限公司、宁
波数益工联科技有限公司、天津水泥工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天瑞集团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科

通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联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广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广州市神州联保科技

有限公司、中移(上海)信息通信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计通智能技术有限公司、深圳联友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华怡丰科技有限公司、中山市科彼特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本溪钢铁(集团)信息自动化有限责任

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李君、周勇、窦克勤、张旭、徐顺怡、杨宝刚、韩玉春、王奕、巩书凯、邓劼、陈录城、

宋志刚、谢海波、杨伟民、李晓辉、杨百兴、宋颖昌、王程安、田洪川、罗力田、李昀、李霞、崔伟、刘欣、刘劲松、
曹彬、王明刚、严长志、宋世杰、王成、陈磊、梁永增、薛瑞斌、叶德生、巢正坤、张青、汪冠春、郑恩其、谢龙德、
刘永才、吴淑艳、张二刚、金涛、薛旭金、魏首勋、周忠华、袁小燕、谢红兵、顾建明、王立君、孙洪、董理、
王柏村、叶朝伟、何盛华、曾鸣、褚瑞、樊慧峰、刘合艳、王勇、何小龙、刘涛、李佳、任福平、张梓雄、朱虎、
王成彪、周威、邬知衡、蒋志文、唐有智、张小毅、周珂、邵剑超、符艳贺。

Ⅰ

GB/T23031.2—2023



引  言

  工业互联网平台作为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的产物,通过实现工业经济全要素、全产业

链、全价值链的全面连接,支撑服务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不断催生新模式、新业态、新产

业。当前,我国工业互联网平台进入加速发展期,平台应用深度与广度不断提升,企业普遍从数字化管

理、智能化制造、网络化协同、个性化定制、服务化延伸等方面构建基于工业互联网平台的发展模式,对
于加快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意义重大。然而,企业应用实施工业互联网平台过程中普遍面

临过程不规范、路径不清晰、方法不明确等问题,亟需把握工业互联网平台应用实施的基础共性规律,研
制形成工业互联网平台应用实施指南系列标准,为工业互联网平台应用实施提供规范化、可操作、易推

广的方法指导,加快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步伐。GB/T23031《工业互联网平台 应用实施指南》旨在给出

一套应用工业互联网平台并开展创新发展模式构建的实施方法论,拟由六个部分构成。
———第1部分:总则。目的在于确立企业应用实施工业互联网平台的通用性方法,提出工业互联网

平台应用实施的主要任务和关键步骤。
———第2部分:数字化管理。目的在于给出数字化管理对工业互联网平台的特定能力要求,明确数

字化管理发展新模式构建所需的工业互联网平台服务内容和应用方法。
———第3部分:智能化制造。目的在于给出智能化制造对工业互联网平台的特定能力要求,明确智

能化制造发展新模式构建所需的工业互联网平台服务内容和应用方法。
———第4部分:网络化协同。目的在于给出网络化协同对工业互联网平台的特定能力要求,明确网

络化协同发展新模式构建所需的工业互联网平台服务内容和应用方法。
———第5部分:个性化定制。目的在于给出个性化定制对工业互联网平台的特定能力要求,明确个

性化定制发展新模式构建所需的工业互联网平台服务内容和应用方法。
———第6部分:服务化延伸。目的在于给出服务化延伸对工业互联网平台的特定能力要求,明确服

务化延伸发展新模式构建所需的工业互联网平台服务内容和应用方法。

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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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互联网平台 应用实施指南

第2部分:数字化管理

1 范围

本文件提出了工业互联网平台数字化管理应用模式的主要活动,明确了面向数字化管理的工业互

联网平台应用实施的基础条件、实施过程和实施目标,给出了开展战略管理、组织管理、财资管理和运营

管理等活动的建议。
本文件适用于部署应用工业互联网平台的企业基于平台开展数字化管理新模式应用实施,也适用

于工业互联网平台第三方服务商、科研院所等建设和推广工业互联网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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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23000—2017 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管理体系 基础和术语

GB/T23031.1—2022 工业互联网平台 应用实施指南 第1部分:总则

3 术语、定义和缩略语

3.1 术语和定义

GB/T23000—2017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1
数字化管理 digitalizedmanagement
企业基于工业互联网平台开展数据广泛汇聚、集成优化和价值挖掘,通过打通核心数据链,优化、创

新乃至重塑企业战略、组织、财资、运营等管理活动的总称。

3.2 缩略语

下列缩略语适用于本文件。

APP:应用程序(Application)

4 数字化管理的主要活动

数字化管理的主要活动包括战略管理、组织管理、财资管理和运营管理,如图1所示。

a) 战略管理:以企业战略为管理对象,以最大化提升企业战略决策水平和风险管理能力为目

标,对企业的战略规划、决策执行和风险管控等开展的管理活动。

b) 组织管理:以企业组织为管理对象,以优化组织架构与流程管控、发挥人力资源效益和协同办

公为目标,对企业的人力资源、组织架构、业务流程和协同办公等开展的管理活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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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财资管理:以企业财资为管理对象,以最大化发挥财资管理效益和企业资本可持续有效增值为

目标,对企业的财务、资产、投融资等开展的管理活动。

d) 运营管理:以企业运营为管理对象,以提升企业运营效率和业务绩效为目标,对企业的营销、生
产、采购和用户服务等开展的管理活动。

图1 数字化管理的主要活动

5 数字化管理的基础条件

5.1 数据接入

企业具备数字化设备、工业控制系统和管理系统软件等实施数字化管理的基础条件,能够整合多源

异构数据并开展数据采集、传输、处理与存储,形成完整且规范的数据接入能力,为基于工业互联网平台

构建数字化管理发展模式提供数据支撑。

5.2 流程管控

企业具备流程定义、资源配置、流程管理、流程分析与流程优化等全流程管理机制与管理能力,能够

基于数据实现业务流程端到端的规范化管理,为基于工业互联网平台构建数字化管理发展模式奠定流

程基础。

5.3 资源汇聚

企业具备资源获取与交互的渠道,能够实现客户资源、知识经验和数据资产等资源的有效汇集、挖
掘、分析与融合,为基于工业互联网平台构建数字化管理发展模式提供资源保障。

5.4 服务集成

企业具备数据集成、业务集成以及外部集成等服务集成的工作基础,能够围绕业务战略、愿景目标

和绩效指标等实现企业内外部众多服务统筹规划与集成优化,为基于工业互联网平台构建数字化管理

发展模式提供服务支撑。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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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面向数字化管理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应用实施

6.1 实施过程

拟基于工业互联网平台构建数字化管理发展模式的企业宜依据GB/T23031.1—2022,结合数字化

管理的具体需求和特点,推进工业互联网平台的应用实施,具体如下:

a) 总体规划:围绕第4章所述的数字化管理的主要活动,分析基于工业互联网平台构建数字化管

理发展模式的可行性,确立基于工业互联网平台实施数字化管理的总体目标,并选择适宜的工

业互联网平台应用实施方式;

b) 整体设计:明确工业互联网平台的应用范围和边界,参考7.1、8.1、9.1和10.1所列的典型需

求,分析并定位企业当前数字化管理相关活动的痛点和短板,依据GB/T23031.1—2022的第

6章选择适宜的工业互联网平台服务商,制定面向数字化管理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应用实施方

案,并安排相关资源投入;

c) 实施准备:依据GB/T23031.1—2022的第7章,做好数字化管理相关的设备联网、网络改造和

数据准备等工作;

d) 平台实施:依据GB/T23031.1—2022的第8章,开展平台开发、平台部署、资源接入、试运行与

上线和安全保障等工作,重点做好战略管理、组织管理、财资管理和运营管理等必要业务系统

的云化改造及与平台的适配连接;

e) 平台应用:依据第7章~第10章给出的基于工业互联网平台的战略管理、组织管理、财资管理

和运营管理方法,按需选择并调用适宜的工业互联网平台服务,提升基于工业互联网平台的数

字化管理水平和能力,系统分析并持续改进基于工业互联网平台的数字化管理绩效。

6.2 实施目标

6.2.1 全面连接

引导企业基于工业互联网平台全面打通企业战略、组织、财资和运营等各项管理活动,推动设备上

云、业务上云与数据上云,实现数据要素的全面连接。

6.2.2 数据贯通

引导企业基于工业互联网平台打通基础数据、业务数据及供应链、产业链上下游数据,融合企业研

发、生产与服务全链条,形成标准统一、可计算和可分析的数据资源池。

6.2.3 数据资产化

引导企业基于工业互联网平台对采集所得多源异构数据进行数据汇聚、清洗、处理、挖掘、分析和治

理等操作,开展数据标准化、数据隐私管理、数据权属确定、数据标签化与价值化操作,实现企业数据资

产化。

6.2.4 场景虚拟化

引导企业基于工业互联网平台充分发挥数据要素价值,实现业务活动全场景数字化、虚拟化和智能

化,满足企业应用对数据资源的高性能、高可靠、高安全性和高适应性需求,以数据为驱动提升企业高效

统筹、科学管理与精准决策水平。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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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5 数字孪生

引导企业基于工业互联网平台集成企业战略、组织、财资和运营等各项业务环节的多源异构数

据,构建企业业务活动全过程数字孪生体,开展全业务场景的数字孪生应用实践,实现虚拟模型与物理

实体的双向映射、互动互控与迭代优化。

7 基于工业互联网平台的战略管理

7.1 典型需求

针对以下需求,企业可基于工业互联网平台开展战略管理。

a) 战略规划需求包括但不限于:
● 明确企业战略定位;
● 提高战略规划的前瞻性、指导性与系统性;
● 根据企业内外部环境及时调整战略目标。

b) 决策执行需求包括但不限于:
● 科学规划决策流程;
● 提升决策的科学性、预见性与精准性;
● 扩大决策支撑数据样本。

c) 风险管控需求包括但不限于:
● 优化风险管控手段;
● 提升风险预测准确性;
● 提高风险预警及时性。

7.2 平台服务选择

企业可针对战略管理以下业务活动选择应用对应的工业互联网平台服务。

a) 围绕战略规划活动,企业可选择调用的工业互联网平台服务包括但不限于:
● 多源数据汇聚服务;
● 数据建模服务;
● 数据挖掘分析服务;
● 多系统集成服务。

b) 围绕决策执行活动,企业可选择调用的工业互联网平台服务包括但不限于:
● 异构数据融合服务;
● 数据建模服务;
● 数据挖掘分析服务;
● 经营驾驶舱服务;
● 人机交互服务。

c) 围绕风险管控活动,企业可选择调用的工业互联网平台服务包括但不限于:
● 数据采集、接入与管理服务;
● 数据建模服务;
● 数据挖掘与关联分析服务;
● 风险控制业务规则定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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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险预测与预警服务。

7.3 平台服务应用

企业可针对战略管理以下业务活动,利用工业互联网平台所提供的服务开展应用实施。

a) 战略规划的实施要点包括但不限于:
● 利用平台的多源数据汇聚服务,进行企业业务数据、舆情数据、政策数据、市场数据、行业

数据和竞争对手相关数据的采集、接入和统一管理;
● 利用平台的数据建模服务,建立战略方案规划的模型库和知识库,辅助企业战略方案制定;
● 利用平台的数据挖掘分析服务,基于海量异构数据开展企业内部条件与外部的技术、市场

与政策环境分析,明确企业所处的环境和相对竞争地位;
● 利用平台的多系统集成服务,连接企业内外部的相关信息系统,辅助战略规划方案的集成

联动、科学评估、动态调整与迭代优化。

b) 决策执行的实施要点包括但不限于:
● 利用平台的异构数据融合服务,全面汇聚企业研发、生产、能耗、环境、健康和安全等相关

数据;
● 利用平台的数据建模服务,开展决策方案模拟、决策过程分析与决策质量评估,实现决策

质量和决策效率全流程优化提升;
● 利用平台的数据挖掘分析服务,实现企业内部跨部门决策数据汇聚流通和智能分析;
● 利用平台的经营驾驶舱服务,实现决策指标分析及决策场景落地,有效支撑企业智能决策;
● 利用平台的人机交互服务,实现决策支撑数据可视化展示和控制指令的有效下达。

c) 风险管控的实施要点包括但不限于:
● 利用平台的数据采集、接入与管理服务,广泛采集企业市场、生产、运营和战略等相关风险

数据,实现企业运行风险各维度数据的全面监控;
● 利用平台的数据建模服务,进行风险管控算法库、知识库与模型库的开发和复用;
● 利用平台的数据挖掘与关联分析服务,挖掘风险数据获取有效规律,实现风险数据与相关

业务系统数据的动态关联分析;
● 利用平台的风险控制业务规则定义服务,建立业务风险业务规则体系,实现规则阈值的实

时更新和动态调整,提高风险控制业务运作效率;
● 利用平台的风险预测与预警服务,实现风险精准预警、自动识别、科学评估与合理应对。

7.4 绩效分析

针对战略管理以下业务活动,企业宜采取对应的指标监测、评价和分析工业互联网平台的综合

绩效。

a) 战略规划的绩效指标包括但不限于:
● 战略规划按期完成率;
● 战略规划制定质量提升情况;
● 战略规划制定周期缩短时间。

b) 决策执行的绩效指标包括但不限于:
● 决策准确率;
● 决策执行效率;
● 产品市场占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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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收入增长率。

c) 风险管控的绩效指标包括但不限于:
● 风险预测准确率;
● 风险预警排查率;
● 风险防范成功率。

8 基于工业互联网平台的组织管理

8.1 典型需求

针对以下需求,企业可基于工业互联网平台开展组织管理。

a) 人力资源需求包括但不限于:
● 提高人力资源管理效率;
● 降低人力资源管理成本;
● 完善人才赋能赋权体系;
● 充分利用社会化智力资源。

b) 组织结构需求包括但不限于:
● 优化企业组织结构;
● 提升组织管理绩效;
● 改善跨层级、跨部门和跨企业的组织运行和沟通协调水平。

c) 业务流程需求包括但不限于:
● 优化完善业务流程;
● 提升业务流程设计合理性;
● 打通业务部门隔阂与流程断点;
● 提升业务流程执行过程的监测、控制和优化能力。

d) 协同办公需求包括但不限于:
● 满足跨组织、跨地域和跨系统的协同办公需求;
● 提高协同办公信息传递的及时性与准确性;
● 提升协同办公综合效率;
● 深入挖掘协同办公数据价值。

8.2 平台服务选择

企业可针对组织管理以下业务活动选择应用对应的工业互联网平台服务。

a) 围绕人力资源,企业可选择调用的工业互联网平台服务包括但不限于:
● 数据汇聚服务;
● 数据建模服务;
● 数据分析服务;
● 人力资源优化配置服务;
● 人力资源社会化共享服务。

b) 围绕组织结构,企业可选择调用的工业互联网平台服务包括但不限于:
● 数据采集与分析服务;
● 模型封装应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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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织结构模式选择服务;
● 组织结构优化设计服务。

c) 围绕业务流程,企业可选择调用的工业互联网平台服务包括但不限于:
● 业务流程引擎支持服务;
● 业务流程建模开发服务;
● 业务流程规划设计服务;
● 业务流程可视化监控服务;
● 业务流程优化服务。

d) 围绕协同办公,企业可选择调用的工业互联网平台服务包括但不限于:
● 协同办公数据云化支持服务;
● 协同办公套件支持服务;
● 协同办公流程优化服务;
● 知识沉淀与复用服务。

8.3 平台服务应用

企业可针对组织管理以下业务活动,利用工业互联网平台所提供的服务开展应用实施。

a) 人力资源的实施要点包括但不限于:
● 利用平台的数据汇聚服务,开展人员技能水平、人员薪酬待遇、人力资源信息和社会专家

资源等人力相关数据的采集、接入和统一管理;
● 利用平台的数据建模服务,开展人员能力和岗职位体系的标准化和模型化搭建,实现人才

精准画像、岗位自动匹配和人力需求精准预测;
● 利用平台的数据分析服务,基于多源数据综合开展人工成本分析、绩效考核分析、人力培

训需求及效果分析,给出基于数据的人力资源问题洞察与趋势预测分析;
● 利用平台的人力资源优化配置服务,按需面向员工开放品牌、市场、供应商和渠道等内外

部资源,构建面向全员的精准赋能和灵活赋权机制;
● 利用平台的人力资源社会化共享服务,按需开展社会开放智力资源调用,实现标准化、规

范化和专业化的人力资源服务管理。

b) 组织结构的实施要点包括但不限于:
● 利用平台的数据采集与分析服务,开展企业组织结构、岗职位体系和业务职能等相关数据

的采集、汇聚与分析;
● 利用平台的模型封装应用服务,基于数据开展企业组织流程梳理、组织结构模型开发和组

织管理工具设计等工作,实现组织结构模型的封装、部署和应用;
● 利用平台的组织结构模式选择服务,按需构建平台化和去中心化的开放价值网络,形成敏

捷性的动态合伙人制、小微创新团队和新型众创空间等创新组织模式;
● 利用平台的组织结构优化设计服务,开展组织权责分配、激励机制设置和组织结构优化等

工作,实现跨部门、跨层级、跨企业的组织重构和业务协同运作。

c) 业务流程的实施要点包括但不限于:
● 利用平台的业务流程引擎支持服务,基于业务流程建模的图形化开发环境采取“拖拉拽”

的方式快速构建端到端的业务流程体系;
● 利用平台的业务流程建模开发服务,开发企业典型业务流程模型库和微服务组件,构建企

业业务流程分析设计、监控评价等云化工业APP和核心业务管理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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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平台的业务流程规划设计服务,开展业务流程分层分级规划与设计,支撑跨部门、跨
企业的组织协调沟通和业务协同运作;

● 利用平台的业务流程可视化监控服务,开展业务全流程的可用性关联分析,通过流程监控

钻取得到业务流程异常指标,实现业务全流程监控与异常追溯;
● 利用平台的业务流程优化服务,梳理并明确业务流程涉及的组织及人员范围、角色定义以

及职责划分,实现业务流程全过程、全方位和全生命周期的持续优化。

d) 协同办公的实施要点包括但不限于:
● 利用平台的协同办公数据云化支持服务,以提供跨部门、跨层级、跨业务、跨系统、跨地域

的数据共享与业务协同为导向,实现流程在线审批、移动即时通讯与异地协同办公;
● 利用平台的协同办公套件支持服务,开展移动办公应用、办公数据共享、实时在线协作等

工作,实现协同办公的多场景、多角色和多业务环节的高效应用;
● 利用平台的协同办公流程优化服务,对企业协同办公流程开展规划分析、设计定义、固化

执行、效率评估和优化重构,提升协同办公的工作效率并降低协作沟通成本;
● 利用平台的知识沉淀与复用服务,实现跨部门、跨环节和跨领域的数据、经验和知识的沉

淀复用和协同共享。

8.4 绩效分析

针对组织管理以下业务活动,企业宜采取对应的指标监测、评价和分析工业互联网平台的综合

绩效。

a) 人力资源的绩效指标包括但不限于:
● 员工满意度;
● 人力管理效率;
● 人员流动率。

b) 组织结构的绩效指标包括但不限于:
● 组织运作效率;
● 组织保障水平;
● 组织绩效水平。

c) 业务流程的绩效指标包括但不限于:
● 业务流程分级管理效率;
● 业务流程执行效率;
● 业务流程管理质量。

d) 协同办公的绩效指标包括但不限于:
● 协同办公效率;
● 部门间协同水平;
● 协同办公绩效水平。

9 基于工业互联网平台的财资管理

9.1 典型需求

针对以下需求,企业可基于工业互联网平台开展财资管理。

a) 财务管理需求包括但不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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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高预算执行效率;
● 强化成本控制管理能力;
● 优化会计核算管理流程;
● 提升企业预算匹配程度。

b) 资产管理需求包括但不限于:
● 提升资产全生命周期管理能力;
● 提高闲置资产利用效率;
● 提升固定资产运维效率。

c) 投融资管理需求包括但不限于:
● 提升投融资业务分析全面性;
● 提高投融资结构设计合理性;
● 提升投融资风险管控能力。

9.2 平台服务选择

企业可针对战略管理以下业务活动选择应用对应的工业互联网平台服务。

a) 围绕财务管理活动,企业可选择调用的工业互联网平台服务包括但不限于:
● 数据采集监控服务;
● 数据溯源分析服务;
● 数据核算流程自动化服务。

b) 围绕资产管理活动,企业可选择调用的工业互联网平台服务包括但不限于:
● 资产信息动态监控服务;
● 制造资源能力共享服务;
● 固定资产运维管理服务。

c) 围绕投融资管理活动,企业可选择调用的工业互联网平台服务包括但不限于:
● 数据采集及分析服务;
● 数据建模及开发服务;
● 风险监控及预警服务。

9.3 平台服务应用

企业可针对财务管理以下业务活动,利用工业互联网平台所提供的服务开展应用实施。

a) 财务管理的实施要点包括但不限于:
● 利用平台的数据采集监控服务,持续汇聚生产、物流、库存和销售等相关数据资源,打通各

业务环节的数据壁垒,实现财务精准决策、精细控制和动态优化;
● 利用平台的数据溯源分析服务,开展财务数据的核算、归集、分配、预测及溯源分析等工

作,科学合理制定财务目标有效控制成本费用,提升企业财务管控能力;
● 利用平台的数据核算流程自动化服务,基于海量数据构建财务知识库、模型库和案例

库,支撑开展财务流程重构、数据自动核算、结果自动校验与分析等工作,提升财务全流程

自动化水平。

b) 资产管理的实施要点包括但不限于:
● 利用平台的资产信息动态监控服务,动态跟踪记录资产类型、资产状态、资产价值和资产

位置等资产全生命周期管理的数据信息,提升资产流转的透明程度和全生命周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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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
● 利用平台的制造资源能力共享服务,汇聚市场供需信息,通过平台将企业分散和闲置的生

产资源集聚起来,弹性匹配、动态共享给需求方,提升企业闲置资源利用效率;
● 利用平台的固定资产运维管理服务,构建固定资产运行维护的模型库、策略库和知识图

谱,开展固定资产的故障诊断、故障预测、故障处置和故障溯源等工作,实现固定资产的高

效运维管理。

c) 投融资管理的实施要点包括但不限于:
● 利用平台的数据采集及分析服务,全面汇聚市场投融资信息、政策法规信息和企业资金流

信息等投融资相关的内外部相关数据,全面分析投融资的可行性和预期收益;
● 利用平台的数据建模及开发服务,通过集成企业内部管理、外部监管和其他社会化应

用,构建投融资决策模型库和知识库,支撑开展投融资过程管理和回报预测工作,优化企

业投融资结构;
● 利用平台的风险监控及预警服务,全面掌控企业投资布局、自身资源、项目效益与风险信

息,促进资源、资产、资本和资金等要素有效配置,提升企业投融资风险管控和预警预测

能力。

9.4 绩效分析

针对财资管理以下业务活动,企业宜采取对应的指标监测、评价和分析工业互联网平台的综合

绩效。

a) 财务的绩效指标包括但不限于:
● 全面预算执行效率;
● 成本降低水平;
● 会计台账准确率。

b) 资产的绩效指标包括但不限于:
● 流动资产周转率;
● 闲置资源利用效率;
● 资产运维响应速度。

c) 投融资的绩效指标包括但不限于:
● 投融资计划完成率;
● 投资回报比率;
● 投融资的风险管控效率。

10 基于工业互联网平台的运营管理

10.1 典型需求

针对以下需求,企业可基于工业互联网平台开展运营管理。

a) 营销管理需求包括但不限于:
● 动态响应客户多样化需求;
● 提高营销精准程度;
● 提升用户需求预测准确性。

b) 生产管理需求包括但不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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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高生产制造效率;
● 加强生产管理能力;
● 提升生产产品质量。

c) 采购管理需求包括但不限于:
● 扩大采购来源渠道;
● 强化采购成本控制;
● 优化采购流程与效率。

d) 用户服务需求包括但不限于:
● 提升用户服务响应能力;
● 提升用户服务满意程度;
● 提升用户服务附加价值。

10.2 平台服务选择

企业可针对运营管理以下业务活动选择应用对应的工业互联网平台服务。

a) 围绕营销管理活动,企业可选择调用的工业互联网平台服务包括但不限于:
● 数据全域集成服务;
● 数据模型构建服务;
● 数据分析优化服务;
● 多维数据精准画像服务。

b) 围绕生产管理活动,企业可选择调用的工业互联网平台服务包括但不限于:
● 多源数据汇聚服务;
● 边缘计算处理服务;
● 数据模型构建服务;
● 数据预测优化服务。

c) 围绕采购管理活动,企业可选择调用的工业互联网平台服务包括但不限于:
● 数据采集、接入与统一管理服务;
● 数据模型构建服务;
● 数据挖掘分析服务;
● 数据预测优化服务。

d) 围绕用户服务活动,企业可选择调用的工业互联网平台服务包括但不限于:
● 产品智能连接服务;
● 低代码开发服务;
● 数据模型构建服务;
● 数据分析优化服务。

10.3 平台服务应用

企业可针对运营管理以下业务活动,利用工业互联网平台所提供的服务开展应用实施。

a) 营销管理的实施要点包括但不限于:
● 利用平台的数据全域集成服务,支持用户以“拖拽-配置”的方式操作完成一站式营销数据

同步和集成处理,集成多源异构数据建立精准的个性化营销服务体系;
● 利用平台的数据模型构建服务,基于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技术构建数字营销模型,有效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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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企业的客户关系黏性、客户价值数据和产品市场影响力等信息,提升营销转化率;
● 利用平台的数据分析优化服务,开展行业态势、业务场景和用户行为等营销信息分析,以

数据驱动营销业务迭代优化;
● 利用平台的多维数据精准画像服务,开展多维度海量营销相关数据的汇聚和梳理,准确分

析用户身份、属性、习惯和偏好等信息并建立用户标签体系,辅助企业营销决策。

b) 生产管理的实施要点包括但不限于:
● 利用平台的多源数据汇聚服务,打通生产全过程物流、资金流与信息流,实现生产全过程

智能决策与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有效提升企业生产管理能力;
● 利用平台的边缘计算处理服务,有效接入生产现场各类设备设施推动设备上云,构建基于

海量生产数据的采集、汇聚和分析的服务体系,实现制造资源的泛在连接与优化配置;
● 利用平台的数据模型构建服务,基于数据构建适合企业生产特性的工业机理模型库、算法

库和知识库,实现工艺参数自适应调整、质量缺陷在线监测与生产计划动态优化;
● 利用平台的数据预测优化服务,智能分析市场订单数据、设备工况数据、产品质量数据和

加工工艺数据等,基于多源数据采用智能算法实时规划生产计划,提升企业整体生产效率。

c) 采购管理的实施要点包括但不限于:
● 利用平台的数据采集、接入与统一管理服务,建立全球采购需求池和资源池并进行更新迭

代,挖掘并获取潜在供应商,开展线上比询价、竞价和招投标等活动,实现采购寻源全过程

透明可控;
● 利用平台的数据模型构建服务,汇聚市场供需信息、产品定价与物流费用等多源数据形成

可扩展的采购数据模型库和知识库,有效提升采购数据应用效率;
● 利用平台的数据挖掘分析服务,开展采购需求分析、采购方案优化、供应商智能评估和采

购风险预警等工作,优化采购活动全流程质量与效率;
● 利用平台的数据预测优化服务,分析市场供求及其变化规律,规划企业采购周期和流动资

金等,有效降低采购成本提升采购效率。

d) 用户服务的实施要点包括但不限于:
● 利用平台的产品智能连接服务,采用嵌入式控制器、传感通信装置和边缘网关等方式将产

品接入平台,实现产品特性、使用场景和用户习惯等数据的采集、存储与权限管理;
● 利用平台的低代码开发服务,基于数据构建开发用户服务相关工业APP、云化软件等,形

成用户服务数据资源池,赋能一线用户服务人员,开展客户实时反馈、服务网点匹配和产

品服务管理工作,实时掌控用户服务流程进度,实现用户服务全流程共享,提升用户服务

质量;
● 利用平台的数据模型构建服务,综合考虑企业服务能力、用户服务成本及各项服务体验指

标等,开展用户服务模型库和知识库的开发、构建与应用,优化用户服务过程;
● 利用平台的数据分析优化服务,通过分析备品备件库存、服务人员及网点分布、用户服务

需求等,优化用户服务匹配方式与服务模式,提升用户服务效率。

10.4 绩效分析

针对运营管理以下业务活动,企业宜采取对应的指标监测、评价和分析工业互联网平台的综合

绩效。

a) 营销管理的绩效指标包括但不限于:
● 产品市场占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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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销转化率;
● 客户满意度。

b) 生产管理的绩效指标包括但不限于:
● 产品生产效率;
● 订单准时交付率;
● 质量合格率;
● 能耗达标率。

c) 采购管理的绩效指标包括但不限于:
● 采购完成率;
● 采购周期缩短率;
● 采购成本降低率。

d) 用户服务的绩效指标包括但不限于:
● 用户服务响应效率;
● 用户服务满意度;
● 客户投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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