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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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43880《服务型制造 导则》的第1部分。GB/T43880已经发布了以下部分:
———第1部分:体系架构;
———第2部分:基本模式;
———第3部分:资源管理;
———第4部分:能力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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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机生产力促进中心有限公司、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云南昆船设计研究院有限

公司、北京好利阀业集团有限公司、沈阳鼓风机集团安装检修配件有限公司、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交通大学、中车戚墅堰机车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潘康华、惠明、邢然、殷耀华、李源、李虎山、李云山、韩磊、孙婷婷、陈杰、孙标、

李琦、邱思琦、梁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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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服务型制造是制造与服务深度融合、协同发展的新型产业形态,是制造业创新发展的重要途径。服

务型制造的本质是制造业企业(包括制造型企业以及为其提供服务的专业机构)为了面向顾客效用的价

值链中各利益相关者的价值增值,通过融合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等信息技术,顾客全程参与,实现分

散化制造资源的整合和各自核心竞争力的高度协同,最终向消费者提供满足个性化要求的产品和服

务,实现制造资源优化配置和价值链中各利益相关方价值最大化的一种新型产业形态。
近年来,在国家相关政策的指引以及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迫切需求下,服务型制造被越来越多的人熟

知,服务型制造领域的理论研究和企业实践快速发展,政策体系和产业基础已基本形成。但仍然存在概

念不清、边界范围不明、服务模式不规范、标准体系缺失等问题。为解决传统制造业企业向服务型制造

企业转型过程中的共性技术问题,引导服务型制造企业规范服务行为,加快培育服务型制造新业态新模

式,因此制定了GB/T43880。GB/T43880是指导制造业企业开展服务型制造的通用性标准,拟由4
个部分构成。

———第1部分:体系架构。目的在于通过深入分析制造过程、制造产品和制造产业对于服务型制造

的标准化需求,识别服务型制造现有和缺失的标准,认知现有标准间的交叉重叠关系,构建形

成服务型制造标准体系结构,为下一步服务型制造领域标准制修订工作指明方向。
———第2部分:基本模式。目的在于通过研究各类服务型制造应用模式,提取其共性抽象特征,提

炼出了5种服务型制造典型模式,为制造业企业建立服务型制造服务模式提供依据和指导。
———第3部分:资源管理。目的在于通过系统梳理制造业企业开展服务型制造过程中所涉及的各

类资源,并制定分类方法和管理要求,为服务型制造企业资源的规划、建立、管理提供依据和

指导。
———第4部分:能力评价。目的在于研究制造业企业服务型制造能力建设要求和评价要求,为制造

业企业开展服务型制造能力建设和评价提供统一的指标和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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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型制造 导则

第1部分:体系架构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服务型制造技术架构、标准体系逻辑结构、标准体系框架。
本文件适用于服务型制造相关的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以及相关组织机构等进行服务型

制造标准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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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3016 标准体系构建原则和要求

GB/T43879—2024 服务型制造 通用术语

JB/T12516 现代制造服务业 装备制造业 术语

3 术语和定义

GB/T13016、GB/T43879—2024和JB/T12516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服务型制造技术架构

4.1 概述

从服务型制造企业视角出发,通过梳理服务型制造的特点和所涉及的关键要素,结合服务型制造所

涉及的领域需求和应用场景,确定服务型制造技术参考模型的基本逻辑结构。

4.2 技术参考模型

服务型制造技术参考模型依据信息系统分层设计原则,分为制造资源层、支撑技术层、核心服务层、
行业应用层、需求目标层。技术参考模型应自底向上,逐层递进,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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