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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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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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信息通信

研究院、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广州赛宝认证中心服务有限公司、北京东方国信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智冶互联科技有限公司、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工业和信息化部软件与集成电路促进中心)、海尔

卡奥斯物联科技有限公司、北京航天智造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徐工汉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树根互联股

份有限公司、上海宝信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蓝卓数字科技有限公司、中电工业互联网有限公司、株洲齿轮

有限责任公司、青岛酷特智能股份有限公司、山西阳煤化工机械(集团)有限公司、湖南瑞菱科技有限公

司、欧瑞科斯科技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北京京东数智工业科技有限公司、北京云道智造科技有限公司、
研祥智慧物联科技有限公司、北京赛迪时代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安徽海螺

信息技术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市普博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山东润一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上海轩

田工业设备有限公司、天瑞集团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中科芯时代科技有限公司、湘潭恒欣实业股份有限

公司、南方电网储能股份有限公司、广域铭岛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山东浪潮质量链科技有限公司、桐昆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山东信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今天国际软件技术有限公司、河南泰田重工机械

制造有限公司、东莞盟大集团有限公司、宁波极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航天万源云数据河北有限公司、厦
门航天思尔特机器人系统股份公司、河南驰诚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睿创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华成

工业控制股份有限公司、南京维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颖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福建星网智慧科技有限

公司、深圳思谋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中建材玻璃新材料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中冶赛迪信息技术(重庆)
有限公司、工业云制造(四川)创新中心有限公司、浙江大学高端装备研究院、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广西七识数字科技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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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磊、袁晓庆、李昀、孙刚、宋颖昌、王刚、张朝、牟华伟、卢竹、刘悦芃、李君、

田洪川、刘阳、杨梦培、罗力田、周翼、李航、赵宏博、李永杰、续飞飞、周润松、任涛林、谷牧、张启亮、王焕、
常啸、贺东东、苏博、韩玉春、威洛斯、代真虎、胡兵、王奕、徐路丰、尤文明、朱立锋、胡单、潘晓东、郑琳、
谢立湘、闫梅丽、米庆洋、贾雷、傅呈勋、王林东、敖敏、徐珺洁、李晨之、张放、白新、陈志列、庞观士、
刘恩锋、张翔宇、路来顺、孙希科、李红雨、王欣伟、唐波、詹家干、徐喆、刘利达、陈远明、李佳、潘文光、
肖薇、周宇鹏、钟建栩、王晓虎、赵银花、严涵琦、肖雪、庞松涛、商广勇、徐伟、许燕辉、蔡富东、曾巍巍、
刘青田、王富贵、包正伟、张英、李伟、石保敬、熊小环、程国醒、杨松贵、张钦、陈欣舟、沈小勇、李睿宇、
周芸、肖学文、刘合艳、胡洋、谢海波、陈炅、郭慧、韩凤明、高秀敏、薛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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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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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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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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互联网平台 应用实施指南
第6部分:服务化延伸

1 范围

本文件提供了产品服务化、工程服务化、知识服务化等典型服务化延伸活动实施指南,给出了基础

条件和面向服务化延伸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应用说明,从典型需求、服务选择、服务应用和绩效分析等方

面提供了基于工业互联网平台构建服务化延伸发展模式的建议。
本文件适用于企业开展工业互联网平台服务化延伸应用实施活动并构建相关创新发展模式,也适

用于工业互联网平台服务商提供工业互联网平台服务化延伸应用实施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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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20269—2006 信息安全技术 信息系统安全管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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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20269—2006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1
服务化延伸 serviceextension
以提升用户黏性、拓展盈利空间、加快沿价值链向高附加值环节跃升为目标,企业基于工业互联网

平台开展产品服务化、工程服务化、知识服务化等创新服务模式的总称。

3.1.2
产品服务化 productservice
以智能产品为主要对象,企业基于工业互联网平台提供的产品数字样机服务、产品后市场服务等创

新服务模式。

3.1.3
工程服务化 engineeringservice
以工程服务为主要对象,企业基于工业互联网平台提供的工程一体化服务、工程延续性服务、供应

链管理服务等创新服务模式。

3.1.4
知识服务化 knowledgeservice
以工业知识为主要对象,企业基于工业互联网平台提供的建模与开发服务、订阅与交易服务等创新

服务模式。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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