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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材料工业数字化转型工作方案
（2024—202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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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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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任务

（一）强化基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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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 Wi-Fi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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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深化赋能应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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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软件、

7.

（三）加强主体培育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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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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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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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5G

、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

（四）完善支撑服务

11.

PLC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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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3.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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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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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4

（二）加强政策支持。

（三）加强标准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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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加强人才引育。

“ ”“ ”

（五）加强宣传引导。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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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石化化工行业数字化转型实施指南

一、主要目标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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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二、重点任务

（一）强化标准基础，科学评估数字化现状水平

1.

专栏 1 标准建设工程

1.基础共性标准。

5G

2.数据及模型标准。

3.关键应用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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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诊断评估标准。

2.

专栏 2 数字化转型评估诊断工程

1.抓队伍。

2.抓诊断。

“ ”“ ”“ ”

3.抓先进。

4.抓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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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3 新技术应用场景研发工程

1.生产调度及巡检。

2.生产控制及优化。

3.质量检测与管理。

4.设备运维与管理。

5.安全管理。

6.环保管理。

LDAR

7.能源管理。

8.供应链管理。

9.研发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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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4 关键软件与装备基础夯实工程

1.工业软件。

FCS SIS APC

RTO PID

2.关键装备。 PLC DCS

SCADA

5G

（三）强化技术改造，提高行业智能化水平

“

”

“ ”

“ ”

专栏 5 重点领域数字化技术改造提升工程

1.炼化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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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PC

“ + ”

“ ”

RTO

2.现代煤化工领域。

“ ”

APC

“ + ”

“ ”

RTO

3.传统煤化工及化肥领域。 “ ” “

”

“ ” APC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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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TO

4.氯碱领域。

“ ”

DCS “ + ”

“ ”

APC

5.轮胎领域。

“ ” AGV

MES

“ ”

X

6.精细化工及新材料领域。

“ ”

VOCs

“ ” MES A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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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强化平台布局，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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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推动细分领域优化提升行业级平台。

SaaS

“ ”

（五）强化前沿创新，推动人工智能等新模式应用

专栏 7 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发掘工程

1.工艺过程优化。

2.新产品模拟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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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装置预测性维护。

4.安全生产预警预判。 18

（六）强化安全保障，完善网络与数据安全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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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钢铁行业数字化转型实施指南

一、发展目标

2026

80%

55% 3D 40%

6 1

30

30 15

二、重点任务

（一）夯实数字化支撑体系

1.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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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1 数字化标准体系完善工程

1.基础共性标准。

2.装备层标准。

3.车间层标准。

4.工厂层标准。

5.企业层标准。

6.协同层标准。

2.

专栏 2 数字化转型评估诊断工程

1.制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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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开展诊断。 + +

3.提出建议。 “ ”

3.

专栏 3 关键软件和装备攻关工程

1.工业软件。

PLC DCS

SCADA

2.关键装备。

（二）筑牢数字化转型基础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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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4 数字化改造提升工程

1.自动化改造。

2.数据采集。

3.信息化提升。

4.网络化提升。 5G Wi-Fi 6

IPv6

“ ”

5.

3D
专栏 5 重点环节数字化改造工程

1.操控集中。 “ ” “

” “ ”

2.设备远程运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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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服务线上化。

4.3D岗位机器换人。

3D Dusty Danger

Duplication “ ”

5.操作少人化。

6.

专栏 6 数字化应用推广工程

1.生产调度。

2.工艺控制。 AI

3.质量管理。

AI

AI

4.能源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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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物流管控。 GIS

6.绿色低碳。

7.安全生产。

（三）深化数字化赋能提升

7.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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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7 钢铁+工业互联网和大数据融合应用工程

1.构建基于云边端架构的的的构工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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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8 钢铁+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工程

1.智能感知。

2.智能控制。

3.智能决策。

9.

专栏 9 钢铁行业数字化赋能工程

1.智能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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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智慧运营。

3.协同生态。

（四）丰富数字化供给生态

10.

专栏 10 系统解决方案提供商培育工程

1.平台类供应商。

2.专业类供应商。 AI

ERP

SCM CRM 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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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有色金属行业数字化转型实施指南

一、发展目标

2026

70%

53%

3 10% 4

5% 30

15 5 5G

1 2

1

30

二、重点任务

（一）对标找差，开展数字化转型评估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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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1 数字化转型评估诊断工程

组建评估专业团队。

开展评估诊断。

强化评估结果应用。 “ ”

“ ”

（二）夯实基础，促进行业智能化改造提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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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2 数字化基础提升重点方向

有色金属网络化协同体系。

有色金属数据标准体系。

有色金属行业工业标识解析二级节点。

有色金属工业物联技术。

数字化交付。 CAD C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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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

PLC

DCS SIS “

”
专栏 3 数字化技术改造提升重点方向

矿山企业。

冶炼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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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企业。

（三）标杆引领，建设一批智能化标杆场景和工厂

5G

专栏 4 智能矿山/冶炼/加工场景和工厂标杆

智能矿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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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冶炼厂。

“ ” “ ” /

智能加工厂。

（四）创新突破，推动人工智能技术融合应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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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AI）

专栏 6 有色金属行业“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场景

材料智能加工。

关键设备运行状态监视与预测性维护。

AI 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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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智能控制。

AI

生产过程仿真与智能排产。

智能质量分析。

安全环保智能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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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AI

AI

（五）强化供给，培育数字化系统解决方案提供商

（六）平台赋能，强化工业互联网平台支撑服务作用

APP

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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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

专栏 7 “工业互联网+生产”平台重点领域

工业互联网+矿山安全。 GIS

工业互联网+产业链协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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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互联网+产业集群数字化服务平台。

“ ”

（七）筑牢防线，推进网络与数据安全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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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建材行业数字化转型实施指南

一、发展目标

2026

70%

55%

75% 25%

15

10 5G 15 50

“ ” 50

30

10

二、重点任务

（一）深化数字化技术应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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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1 细分行业系统解决方案应用重点

水泥行业。

玻璃行业。

建筑卫生陶瓷行业。

混凝土及水泥制品行业。

非金属矿采选行业。

机制砂石行业。

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行业。

石材行业。

耐火材料行业。

墙体材料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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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温材料行业。

BIM

防水材料行业。

木质建材行业。

无机非金属新材料。

2.

专栏 2 关键业务场景数字化改造方向

研发设计。

工艺优化。

生产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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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管理。

物流仓储。

设备管理。

安全管控。 +5G

“ ”

低碳环保。

供应链管理。

客户服务。

经营管理。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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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优化数字化发展基础

4.

专栏 3 数据管理能力提升工程

搭建数据管理平台。

促进企业合作交流。

推广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DCMM）贯标。 DCMM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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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专栏 4 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夯实工程

大数据平台建设。

标识解析规模化应用。

网络基础优化。 5G

“5G+工业互联网”应用。

5G

“5G+ ”

（三）推动数字化生态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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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AI

7.

2021

专栏 5 智能制造标准建设工程

基础共性标准。

智能矿山标准。

智能工厂标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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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装备接口规范标准。

智能服务标准。

智能赋能技术标准。

5G

集成互联标准。

8.

“ ”

“ ”

专栏 6 数字化转型评估诊断

强化组织培训。

培育服务机构。

组织供需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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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地评估诊断。

遴选标杆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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