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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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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深圳赛西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宁夏共享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中国航空综合技术研究所、江苏极熵物联科技有限公司、北京机械工业

自动化研究所有限公司、青岛海尔工业智能研究院有限公司、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机械工业第六设

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郑州郑大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国航空制造技术研究院、上海计算机软件技术

开发中心、浙江中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和利时系统工程有限公司、石化盈科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

司、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机械工业仪器仪表综合技术经济研究所、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上海

赛摩电气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于秀明、周平、郭楠、杨梦培、张星星、吴灿辉、王海丹、乃晓文、毕京洲、宋鹏、

王程安、孙海旺、张保刚、李和林、徐侃、宋成琳、王湘念、索寒生、胡静宜、张巍、俞文光、虞日跃、姬学庄、

招庚、王永耀、吕雪、苏伟、贾超、程雨航、王伟忠、周峰、卢铁林、刘明、胡碧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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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评估方法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的评估内容、评估过程和成熟度等级判定的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制造企业、智能制造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与第三方开展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评估

活动。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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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３９１１６—２０２０　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模型

３　术语和定义

ＧＢ／Ｔ３９１１６—２０２０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评估域　犪狊狊犲狊狊犿犲狀狋犱狅犿犪犻狀

用于开展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评估的核心条款集合。

３．２

评估准则　犪狊狊犲狊狊犿犲狀狋犮狉犻狋犲狉犻犪

用于与评估证据进行比较的一组方针、程序或要求。

注：改写ＧＢ／Ｔ１９０１１—２０１３，术语和定义３．２。

３．３

评估发现　犪狊狊犲狊狊犿犲狀狋犳犻狀犱犻狀犵狊

将收集的评估证据对照评估准则进行评估的结果。

注：改写ＧＢ／Ｔ１９０１１—２０１３，术语和定义３．４。

４　评估内容

应基于ＧＢ／Ｔ３９１１６—２０２０，根据评估对象业务活动确定评估域。评估域应同时包含人员、技术、

资源和制造四个能力要素的内容。人员要素、技术要素和资源要素下的能力域和能力子域为必选内容，

不可裁剪。制造要素下生产能力域不可裁剪，其他能力域可裁剪。

本标准给出了流程型制造企业与离散型制造企业的评估域，如表１、表２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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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流程型制造企业评估域

要素 人员 技术 资源 制造

能力

域

组织

战略

人员

技能
数据 集成

信息

安全
装备 网络 设计 生产 物流 销售 服务

评估

域

组织

战略

人员

技能
数据 集成

信息

安全
装备 网络

工艺

设计
采购

计划

与调

度

生产

作业

设备

管理

仓储

配送

安全

环保

能源

管理
物流 销售

客户

服务

表２　离散型制造企业评估域

要素 人员 技术 资源 制造

能力

域

组织

战略

人员

技能
数据 集成

信息

安全
装备 网络 设计 生产 物流 销售 服务

评估

域

组织

战略

人员

技能
数据 集成

信息

安全
装备 网络

产品

设计

工艺

设计
采购

计划

与调

度

生产

作业

设备

管理

仓储

配送

安全

环保

能源

管理
物流 销售

客户

服务

产品

服务

５　评估过程

５．１　评估流程

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评估流程包括预评估、正式评估、发布现场评估结果和改进提升，如图１所示。

图１　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评估流程

５．２　预评估

５．２．１　受理评估申请

评估方对受评估方所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评审，确认受评估方所从事的活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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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实施了智能制造相关活动，并根据受评估方所申请的评估范围、申请评估等级及其他影响评估活动

的因素，综合确定是否受理评估申请。

受评估方应选择与自身业务活动相匹配的评估域。

注：确定评估域可参考第４章内容。

５．２．２　组建评估组

应组建一个有经验、经过培训、具备评估能力的评估组实施现场评估活动，应确认一名评估组长及

多名评估组员，评估人员数量应为奇数。

评估组员职责包括：

ａ）　应遵守相应的评估要求；

ｂ） 应掌握运用评估原则、评估程序和方法；

ｃ） 应按计划的时间进行评估；

ｄ） 应优先关注重要问题；

ｅ） 应通过有效的访谈、观察、文件与记录评审、数据采集等获取评估证据；

ｆ） 应确认评估证据的充分性和适宜性，以支持评估发现和评估结论；

ｇ） 应将评估发现形成文件，并编制适宜的评估报告；

ｈ） 应维护信息、数据、文件和记录的保密性和安全性；

ｉ） 应识别与评估有关的各类风险。

评估组长履行评估组员职责的同时，还应履行以下职责：

ａ）　负责编制评估计划；

ｂ） 负责整个评估活动的实施；

ｃ） 实施正式评估前对评估组员进行评估方法的培训；

ｄ） 对评估组员进行客观评价；

ｅ） 对评估结果做最后决定；

ｆ） 向受评估方报告评估发现，包括强项、弱项和改进项；

ｇ） 评估活动结束时发布现场评估结论。

５．２．３　编制评估计划

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评估分为现场预评估和正式评估两个阶段，评估前应编制预评估计划和正式

评估计划，并与受评估方确认。评估计划至少包括评估目的、评估范围、评估任务、评估时间、评估人员、

评估日程安排等。

５．２．４　现场预评估

评估组应围绕受评估方的需求：

ａ）　了解受评估方智能制造基本情况；

ｂ） 了解受评估方可提供的直接或间接证据；

ｃ） 确定受评估方的评估域及权重；

ｄ） 确定正式评估实施的可行性。

５．３　正式评估

５．３．１　首次会议

首次会议的目的：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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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确认相关方对评估计划的安排达成一致；

ｂ） 介绍评估人员；

ｃ） 确保策划的评估活动可执行。

会议内容至少应说明评估目的、介绍评估方法、确定评估日程以及明确其他需要提前沟通的事项。

５．３．２　采集评估证据

在实施评估的过程中，应通过适当的方法收集并验证与评估目标、评估范围、评估准则有关的证据，

包括与智能制造相关的职能、活动和过程有关的信息。采集的证据应予以记录，采集方式可包括访谈、

观察、现场巡视、文件与记录评审、信息系统演示、数据采集等。

５．３．３　形成评估发现

应对照评估准则，将采集的证据与其满足程度进行对比形成评估发现。具体的评估发现应包括具

有证据支持的符合事项和良好实践、改进方向以及弱项。评估组应对评估发现达成一致意见，必要时进

行组内评审。

５．３．４　成熟度级别判定

依据每一项打分结果，结合各能力域权重值，计算企业得分，并最终判定成熟度等级。

注：成熟度等级判定原则详见第６章。

５．３．５　形成评估报告

评估组应形成评估报告，评估报告至少应包括评估活动总结、评估结论、评估强项、评估弱项及改进

方向。

５．４　发布现场评估结果

５．４．１　沟通评估结果

在完成现场评估活动后，评估组应将评估结果与受评估方代表进行通报，给予受评估方再次论证的

机会，并由评估组确定最终结果。

５．４．２　末次会议

末次会议的目的：

ａ）　总结评估过程；

ｂ） 发布评估发现和评估结论。

末次会议内容至少应包括评估总结、评估结果、评估强项、评估弱项、改进方向以及后续相关活动介

绍等。

５．５　改进提升

受评估方应基于现场评估结果，提出智能制造改进方向，并制定相应措施，开展智能制造能力提升

活动。

６　成熟度等级判定

６．１　评分方法

评估组应将采集的证据与成熟度要求进行对照，按照满足程度对评估域的每一条要求进行打分。

４

犌犅／犜３９１１７—２０２０



成熟度要求满足程度与得分对应表如表３所示。

表３　成熟度要求满足程度与得分对应

成熟度要求满足程度 得分

全部满足 １

大部分满足 ０．８

部分满足 ０．５

不满足 ０

６．２　评估域权重

根据制造企业的业务特点，给出了流程型制造企业主要评估域及推荐权重如表４所示，离散制造企

业的主要评估域及推荐权重如表５所示。

表４　流程型制造企业主要评估域及权重

能力要素 能力要素权重 能力域 能力域权重 能力子域 能力子域权重

人员 ６％

组织战略 ５０％ 组织战略 １００％

人员技能 ５０％ 人员技能 １００％

技术 １１％

数据应用 ４６％ 数据应用 １００％

集成 ２７％ 集成 １００％

信息安全 ２７％ 信息安全 １００％

资源 １５％

装备 ６７％ 装备 １００％

网络 ３３％ 网络 １００％

制造 ６８％

设计 ４％ 工艺设计 １００％

生产 ６３％

采购 １２％

计划与调度 １４％

生产作业 ２３％

设备管理 １５％

安全环保 １２％

仓储配送 １２％

能源管理 １２％

物流 １５％ 物流 １００％

销售 １５％ 销售 １００％

服务 ３％ 客户服务 １００％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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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离散型制造企业主要评估域及权重

能力要素 能力要素权重 能力域 能力域权重 能力子域 能力子域权重

人员 ６％

组织战略 ５０％ 组织战略 １００％

人员技能 ５０％ 人员技能 １００％

技术 １１％

数据应用 ４６％ 数据应用 １００％

集成 ２７％ 集成 １００％

信息安全 ２７％ 信息安全 １００％

资源 ６％

装备 ５０％ 装备 １００％

网络 ５０％ 网络 １００％

制造 ７７％

设计 １３％

产品设计 ５０％

工艺设计 ５０％

生产 ４８％

采购 １４％

计划与调度 １６％

生产作业 １６％

设备管理 １４％

仓储配送 １４％

安全环保 １３％

能源管理 １３％

物流 １３％ 物流 １００％

销售 １３％ 销售 １００％

服务 １３％

产品服务 ５０％

客户服务 ５０％

６．３　计算方法

能力子域得分为该子域每条要求得分的算术平均值，能力子域得分按式（１）计算：

犇＝
１

狀∑
狀

１

犡 …………………………（１）

　　式中：

犇 ———能力子域得分；

犡 ———能力子域要求得分；

狀 ———能力子域的要求个数。

能力域的得分为该域下能力子域得分的加权求和，能力域得分按式（２）计算：

犆＝∑（犇×γ） …………………………（２）

　　式中：

犆———能力域得分；

犇———能力子域得分；

γ ———能力子域权重。

能力要素的得分为该要素下能力域的加权求和，能力要素的得分按式（３）计算：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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犅＝∑（犆×β） ………………………………（３）

　　式中：

犅 ———能力要素得分；

犆 ———能力域得分；

β ———能力域权重。

成熟度等级的得分为该等级下能力要素的加权求和，成熟度等级的得分按式（４）计算：

犃＝∑（犅×α） …………………………（４）

　　式中：

犃 ———成熟度等级得分；

犅 ———能力要素得分；

α ———能力要素权重。

６．４　成熟度等级判定方法

当被评估对象在某一等级下的成熟度得分超过评分区间的最低分视为满足该等级要求，反之，则视

为不满足。在计算总体分数时，已满足的等级的成熟度得分取值为１，不满足的级别的成熟度得分取值

为该等级的实际得分。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总分，为各等级评分结果的累计求和。评分结果与能力成

熟度对应关系如表６所示。

根据表６给出的分数与等级的对应关系表，结合实际得分犛，可以直接判断出企业当前所处的成熟

度等级。

表６　分数与等级的对应关系

成熟度等级 对应评分区间

五级（引领级） ４．８≤犛≤５

四级（优化级） ３．８≤犛＜４．８

三级（集成级） ２．８≤犛＜３．８

二级（规范级） １．８≤犛＜２．８

一级（规划级） ０．８≤犛＜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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