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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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由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自动化系统与集成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159)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北京机械工业自动化研究所、清华大学、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杨秋影、黄双喜、黎晓东、尹作重、王海丹、杜峻、孙洁香、王继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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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经济运行环境的变化,中小型企业对信息技术应用的需求越来越迫切,但限

于其资金与技术力量,无法以高成本投入信息化建设。为整合各方资源、提供优质廉价的服务,加快中

小企业信息化的进程,通过公共信息化服务平台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与共享以及社会化的业务协作,将成

为促进中小企业快速高效发展的有效途径之一。
制造业信息化服务平台建设是一项涉及面广、研究内容多、技术难度大的复杂系统工程。为了能更

全面和系统地理解制造业信息化服务平台的功能作用和运行模式以及指导制造业信息化服务平台的研

究和实施,需要结合制造业信息化服务平台的组织形态和运作模式中的具体特点,分析制造业信息化服

务平台的体系结构及其功能特征。
本标准对于实现制造业优势资源整合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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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信息化服务平台参考体系结构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制造业信息化服务平台的总体结构、组织模式、核心功能、关键信息资源以及核心业

务流程。
本标准适用于制造业信息化服务平台的设计、开发、实施及管理。

2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2.1
制造业信息化服务平台 serviceplatformofmanufacturinginformatization
一种建立在物联网和云制造技术之上的,面向制造服务全生命周期管理的信息化平台。

2.2
服务 service
为了满足消费者特定目的,执行特定的功能或任务。

2.3
网络化制造信息系统 networkedmanufacturinginformationsystem
为制造企业提供企业信息、产品信息和供求信息等制造信息的发布机制,供其他企业用户查询,并

提供信息检索、供求配对导航、智能信息代理服务等服务机制。

2.4
网络化产品协同开发系统 networkedcollaborativeproductdevelopmentsystem
企业通过网络化产品协同开发系统可以将区域内外所需的企业、研究院所、专家、产品用户等组织

起来,建立网络化的虚拟研究所,并开展网络化产品协同开发,包括新产品的协同设计、协同工艺设计、
协同产品评审等功能。

3 制造业信息化服务平台参考体系结构

制造业信息化服务平台的体系结构是描述网络化制造系统的一组模型的集合,这些模型描述了制

造业信息化服务平台的功能结构、特性和运行方式。
如图1所示,制造业信息化服务平台体系结构包括功能模型、信息模型、过程模型、资源模型和组织

模型等五个模型。根据不同制造系统模式,各模型将结合该模式的特点有不同侧重点和表达形式,但其

内涵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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