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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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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中国企业联合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电

子产品可靠性与环境试验研究所、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工业标准化研究院、清华

大学、北京机械工业自动化研究所、浙江省企业信息化促进会、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徐州工程机

械集团有限公司、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河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承德分公司、无锡市第一棉纺织厂、吴
忠仪表有限责任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周剑、张文彬、赵国祥、郑永亮、于秀明、李清、黎晓东、陈杰、宋茂恩、刘小茵、
李君、王志林、王涛、柳荣梦、周翼、周平、曹志月、张启亮、肖琳琳、郭利、杨宝刚、李忠福、傅正、陈希、
丁惠珍、窦伟、马冬妍、陶铮、凌大兵、李俊宏、李亮、孙洁香、罗皓、郭伟、邱君降、窦克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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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当前,全球范围的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孕育兴起。我国正处在全面深化改革、加快转变

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关键时期。紧紧抓住重大战略机遇期出现的新机遇,坚持走

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
享的发展理念,大力推进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事关我国发展方式转变的成败,是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重大战略选择。
推进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以下简称两化融合),应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趋势,充分应用

新技术、新方法、新理念,发挥数据要素的创新驱动潜能,推动和实现数据、技术、业务流程、组织结构四

要素的互动创新和持续优化,挖掘资源配置潜力,夯实新型工业化基础,抢抓信息化发展机遇,实现创新

发展、智能发展和绿色发展。
两化融合不仅涉及技术的融合,更是一个管理优化的过程。我国在技术创新方面已取得长足进步,

但管理仍是一个薄弱环节,特别是信息化环境下的管理还处于探索阶段。通过总结提炼推动工业化向

信息化演进的新管理规律、管理方法和管理机制,形成一套两化融合管理体系标准,可有效引导组织以

融合和创新的理念推进两化融合,从而加速产业升级和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进程。
两化融合管理体系是组织系统地建立、实施、保持和改进两化融合过程管理机制的通用方法,覆盖

了组织的全部活动,可引导组织强化变革管理、规范两化融合过程,并使其持续受控,从而不断打造信息

化环境下的新型能力,获取与其战略相匹配的可持续竞争优势。
两化融合管理体系的提出基于以下工作基础和实践经验:我国信息化发展历程中积累的技术应用

成果和管理创新经验;依据GB/T23020在数万家企业开展两化融合评估诊断工作所提炼的方法和规

律;在推广质量、环境、信息技术服务、信息安全、能源、职业健康安全等管理体系的过程中,形成的工作

基础和应用环境。
两化融合管理体系提出了九项管理原则,包括:以获取可持续竞争优势为关注焦点,战略一致性,领

导的核心作用,全员参与、全员考核,过程管理,全局优化,循序渐进、持之以恒,创新引领,开放协作。
两化融合管理体系构建了战略—可持续竞争优势—新型能力的战略循环、数据—技术—业务流

程—组织结构的要素循环以及策划—支持、实施与运行—评测—改进的管理循环。这三个循环贯穿和

覆盖了整个两化融合管理体系,如图1所示。

注:括号中的数字表示本标准的相应章条。

图1 两化融合管理体系的三个循环和本标准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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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化融合管理体系系列标准包括基础和术语、要求、实施指南、评估规范、审核指南等,共同构成了

一组密切相关的标准族,可引导各类组织建立、实施、保持和改进两化融合管理体系,也可供相关方评价

组织两化融合管理体系的符合性和有效性。
为系统指导标准应用,可进一步研制两化融合管理体系关键内容与框架、有关方法与工具标准,依

据不同行业或不同领域的特色和需求制定分类标准,并给出相关参考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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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管理体系 要求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以下简称两化融合)管理体系中可持续竞争优势、领导作用、策
划、支持、实施与运行、评测、改进的通用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有下列需求的(各类)组织:

a) 通过两化融合管理体系的有效应用和持续改进,打造信息化环境下的新型能力;

b) 通过内部或外部(包括评定机构)评定其两化融合管理体系,以证实其在信息化环境下具有获

取可持续竞争优势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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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23000—2017 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管理体系 基础和术语

GB/T23020—2013 工业企业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评估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GB/T23000—2017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可持续竞争优势

4.1 总则

组织应深刻认识影响其可持续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变化,按照本标准的要求,建立、实施、保持和改进

两化融合管理体系,以打造信息化环境下的新型能力,获取与组织战略相匹配的可持续竞争优势。

4.2 识别组织的内外部环境

组织应识别与其战略、可持续竞争优势有关的各种外部和内部因素。
组织应对这些外部和内部因素的相关信息进行分析和确定。
注1:这些因素可能包括优势、劣势、机遇和挑战,以及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所带来的影响。
注2:外部环境相关的因素可能包括国内外文化、法律法规、政策、客户需求、合作伙伴、市场态势、竞争对手、行业标

杆、技术发展趋势等。
注3:内部环境相关的因素可能包括组织的愿景、使命、价值观、现状等。

4.3 以获取与组织战略相匹配的可持续竞争优势为关注焦点

4.3.1 识别和确定可持续竞争优势的需求

组织应将两化融合作为贯穿战略始终的重要内容。
组织应围绕其战略,考虑内外部环境的变化,按照所形成的规定对可持续竞争优势的需求进行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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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调整、评审和确定,并保留文件化信息。
组织确定的可持续竞争优势的需求,应与其战略相匹配。

4.3.2 获取可持续竞争优势

组织应按照所确定的可持续竞争优势的需求,对信息化环境下的新型能力进行策划、实施、运行、评
测与改进,确保获取与组织的战略相匹配的可持续竞争优势。

4.4 两化融合管理体系

4.4.1 确定两化融合管理体系的范围

组织应确定两化融合管理体系的边界和适用性,以确定其范围,并通过文件化信息予以明确。
在确定范围时,组织应考虑:
a) 内外部环境,见4.2;
b) 可持续竞争优势的需求,见4.3.1;
c) 信息化环境下的新型能力及其所涉及的业务流程、组织单元和区域等。

4.4.2 两化融合管理体系及其过程

组织应按照本标准的要求,建立、实施、保持和持续改进两化融合管理体系,包括所需过程及其相互

作用。
当组织确定需要对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进行变更时,应考虑:
a) 变更目的及其潜在后果;
b) 两化融合管理体系的连续性和完整性;
c) 资源的可获得性;
d) 职责和权限的分配或再分配。

4.4.3 文件化信息

4.4.3.1 总则

两化融合管理体系文件化信息应包括:

a) 两化融合管理手册,包括两化融合管理体系的范围和边界,对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过程及其相互

作用的表述,以及文件化信息的查询途径;
b) 两化融合方针;
c) 可持续竞争优势;
d) 新型能力及其目标;
e) 本标准所要求的文件化信息;
f) 组织确定的为确保两化融合管理体系有效性所需的文件化信息。

4.4.3.2 文件化信息的创建与更新

在创建和更新文件化信息时,组织应确保必要的:

a) 标识和说明(如:标题、日期、作者、索引等);
b) 格式(如:语言、软件版本、图示)和载体(如:纸质、电子);
c) 评审和批准,以确保适宜性和充分性。

4.4.3.3 文件化信息的控制

组织应对本标准所要求的及其两化融合管理体系所需的内外部文件化信息予以识别、保护和控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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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得到有效使用。
为控制相关的内外部文件化信息,必要时,组织应进行下列活动:

a) 分发、访问、检索和使用;

b) 存储和防护,包括保持可读性;

c) 更改控制(如:版本控制);

d) 保留和处置。

5 领导作用

5.1 最高管理者

最高管理者应承诺建立、实施和保持两化融合管理体系,并持续改进其有效性。通过以下活动予以

落实:

a) 在组织的战略层面统筹推进两化融合,向全员传达本组织推进两化融合以获取可持续竞争优

势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b) 制定两化融合方针,确保有效获取与组织的战略相匹配的可持续竞争优势;

c) 在组织的决策层中任命两化融合管理者代表,并进行充分授权,以确保其有效发挥组织协调、
统筹落实的领导作用;

d) 推动并支持其他相关管理者在其职责范围内有效发挥领导作用;

e) 建立健全职责与协调沟通机制;

f) 确保两化融合管理体系及其过程融入组织的经营管理活动;

g) 组织管理评审,推动持续改进;

h) 确保支持条件和资源保障到位。

5.2 两化融合方针

两化融合方针是组织推进两化融合以获取可持续竞争优势的宗旨,应:

a) 适应组织的战略;

b) 包括对持续改进两化融合管理体系有效性的承诺;

c) 遵循GB/T23000—2017中3.2.2所述的原则,充分体现基于数据、技术、业务流程、组织结构

四要素互动创新和持续优化的发展模式;

d) 在持续适宜性方面得到评审;

e) 在组织内得到全面沟通和理解,获得员工普遍认同。

5.3 管理者代表

两化融合管理者代表应确保两化融合管理体系得以建立、实施、保持和改进。通过以下活动予以

落实:

a) 提出本组织的两化融合相关决策建议;

b) 组织识别信息化环境下的新型能力及其目标;

c) 统筹落实信息化环境下新型能力的策划、打造、保持、持续改进的过程,以确保其有效性;

d) 应用信息通信技术推动技术、业务流程、组织结构的优化、创新和变革,持续提升数据开发利用

能力;

e) 向最高管理者报告两化融合管理体系的运行情况和改进建议;

f) 提升组织全员对打造信息化环境下新型能力的意识。
3

GB/T23001—2017



5.4 职责与协调沟通

5.4.1 职责与权限

组织应确保两化融合管理体系及其过程的相关角色(包括高层管理者在内的所有相关人员)的职责

和权限得到合理划分、规定、沟通和理解,并得到有效执行。

5.4.2 协调与沟通

组织应确保:

a) 建立适当的协调机制,对两化融合管理体系的建立、实施、保持和改进进行协调;

b) 在组织的内部和外部建立适当的沟通机制,对两化融合管理体系的有效性进行沟通。

6 策划

6.1 新型能力的识别与确定

组织应围绕可持续竞争优势需求,按照所形成的规定对拟打造的新型能力及其关键指标进行识别、
调整、评审和确定,并保留文件化信息。

组织确定的新型能力,应能够有效支撑其获取预期的可持续竞争优势。
为充分、稳定获取可持续竞争优势,组织宜规划并形成系统性的新型能力体系。

6.2 新型能力目标的确定

组织应根据拟打造的新型能力,建立新型能力目标,并按照所形成的规定进行调整、评审和确定。
目标应是具体的、可测量的、可实现的且有时间要求的。

6.3 两化融合实施方案的策划

6.3.1 总则

组织应围绕拟打造的新型能力策划两化融合实施方案,明确数据、技术、业务流程、组织结构互动创

新和持续优化的需求和实现方法,以有效实现预期目标。
组织应形成策划两化融合实施方案的规定,包括确定策划的方法与过程、责任人和参与人的职责和

权限等。

6.3.2 策划的输入

策划的输入应包括但不限于:

a) 组织的内外部环境;

b) 业务需求;

c) 拟打造的新型能力及其目标;

d) 数据、技术、业务流程、组织结构现状;

e) 支持条件和资源现状。

6.3.3 策划的输出

策划的输出应包括但不限于:

a) 确定业务流程与组织结构的优化需求;

b) 确定技术实现的需求;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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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确定数据开发利用的需求;

d) 确定支持条件和资源的需求;

e) 明确两化融合实施的职责、方法和进度等。
组织应根据策划的输入和输出形成两化融合实施方案。

6.3.4 评审、批准、更改与控制

组织应按照所形成的规定,对两化融合实施方案进行评审,并得到相关管理者的批准。
评审的参加者应包括与两化融合实施有关的专家和职能的代表。
组织应对两化融合实施方案的执行进行动态控制,必要时进行更改,并对更改进行评审和批准。更

改、评审、批准和必要措施应保留文件化信息。

7 支持

7.1 总则

组织应识别两化融合管理体系及其过程所需要的内外部支持条件和资源,并围绕新型能力的打造

进行统筹配置、评估、维护和优化。
为确保支持条件和资源的持续提供,组织应评估其适宜性和有效性,并寻找改进机会。

7.2 资金投入

组织应按照所形成的规定,围绕新型能力的打造、保持、持续改进对相关资金投入与使用进行统筹

安排和优化调整,确保资金投入与使用的合理性、适度性和及时性。
组织应保留资金投入与使用的文件化信息。

7.3 人才保障

组织应:

a) 确保员工理解其职责和活动在两化融合管理体系中的意义及作用,以及如何为实现新型能力

目标作出贡献;

b) 建立、保持和改进相应机制,确保员工充分参与;

c) 确定从事两化融合工作的员工所需的能力;

d) 提供培训或采取其他措施以帮助员工获得所需的能力;

e) 基于对员工在两化融合工作中的绩效,建立适当的激励制度;

f) 必要时,雇用外部专业人员;

g) 评价所采取措施的有效性。
组织应保留培训、激励以及所采取其他措施的文件化信息。

7.4 设备设施

组织应按照所形成的规定,明确设备设施相关方的责任和权限,统筹安排设备设施的提供、维护和

升级改造,并形成文件化信息,以确保:

a) 设备设施的自动化、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水平与新型能力目标相适宜;

b) 设备设施的可用性、可维护性和完整性;

c) 设备设施的可靠性和安全性。
组织应识别和评价与设备设施相关的风险,采取措施降低风险,必要时制定应急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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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信息资源

组织应将信息资源作为战略性基础资源予以管理。
组织应建立机制,以确保:

a) 不断推进信息资源的标准化;

b) 识别、采集、获取和存储数据、信息和知识,并确保其准确性和时效性;

c) 持续提高信息资源的传递和共享水平;

d) 适宜时,统一管理数据,并挖掘、提炼信息和知识;

e) 信息资源的可用性、完整性和保密性。

7.6 信息安全

组织应:

a) 采取适当措施,确保全员认识到信息安全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增强信息安全意识;

b) 确立信息安全责任制,完善管理和防范机制;

c) 提供必要的技术条件和设备设施保障;

d) 识别可能存在的信息安全风险,进行持续性管理,确保信息安全事件得到有效处理。

8 实施与运行

8.1 总则

组织应围绕拟打造的新型能力,根据两化融合实施方案,主动管理实施与运行过程,推动数据、技
术、业务流程、组织结构的互动创新和持续优化,以确保稳定获取预期目标。

组织应确保:

a) 实施与运行过程的时效性和有效性;

b) 实施与运行过程持续受控;

c) 员工充分参与;

d) 与供方建立以有效实现预期目标为导向的沟通合作机制。

8.2 业务流程与组织结构优化

8.2.1 业务流程与组织结构优化方案

组织应制定业务流程与组织结构优化方案,方案应:

a) 明确业务流程与组织结构优化的实施主体及相关方的责任和权限,并制定计划;

b) 确保业务流程与组织结构优化的需求得到有效安排和沟通;

c) 确保拟打造新型能力涉及的业务流程职责、部门职责与岗位职责得到合理划分、规定和沟通,
并建立职责协同机制;

d) 按照所形成的规定进行沟通和确认(包括与技术实现、数据开发利用相关的主管部门进行沟通

和确认),并得到相关管理者的批准。

8.2.2 业务流程与组织结构优化的执行

组织应按照所形成的规定,管理业务流程与组织结构优化的执行过程,并保留文件化信息。在保证

总体利益的前提下,组织应确保:

a) 兼顾相关职能和层次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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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与相关方进行充分沟通,达成共识。

8.2.3 业务流程与组织结构优化的监督与控制

组织应在受控条件下进行业务流程与组织结构优化。受控条件应包括但不限于:

a) 确保获得优化过程中的动态信息;

b) 制定应对措施,确保优化过程中的冲突和风险得到有效预防和处理。
组织应保留监督与控制的文件化信息。

8.3 技术实现

8.3.1 技术方案

组织应制定技术方案,方案应:

a) 明确技术实现的主体及相关方的责任和权限,并制定计划;

b) 确保技术实现的需求得到有效安排和沟通;

c) 按照所形成的规定进行沟通和确认(包括与业务流程与组织结构优化、数据开发利用相关的主

管部门进行沟通和确认),并得到相关管理者的批准。

8.3.2 技术获取

组织应按照所形成的规定,根据业务流程与组织结构优化方案和技术方案,管理技术获取过程,并
保留文件化信息,确保:

a) 必要基础资源的数字化和标准化;

b) 所获取的技术的有效性;

c) 技术知识向应用主体有效转移。
注:技术获取方式包括自主开发、共同开发、外包、外购、租用等。

8.3.3 技术实现的监督与控制

组织应在受控条件下进行技术实现。受控条件应包括但不限于:

a) 获得技术实现过程中的动态信息;

b) 必要时,对技术实现过程实施监视和测量;

c) 制定适宜的措施,有效防范技术风险。
组织应保留监督与控制的文件化信息。

8.4 数据开发利用

8.4.1 数据开发利用方案

组织应采取适当措施,确保对数据开发利用的价值形成共识。
组织应制定数据开发利用方案,方案应:

a) 明确数据开发利用的主体及相关方的责任和权限,并制定计划;

b) 确保数据开发利用的需求得到有效安排和沟通;

c) 按照所形成的规定进行沟通和确认(包括与业务流程与组织结构优化、技术实现相关的主管部

门进行沟通和确认),并得到相关管理者的批准。

8.4.2 数据的开发利用

组织应按照所形成的规定,有效地开发利用数据,加速技术、业务流程、组织结构的同步创新和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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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并保留文件化信息。
适用时,组织应:

a) 选择所需的数据,进行跨时间、跨职能、跨层次的累积、清理和重构;

b) 建立适用的数据应用模型,并进行评审和批准;

c) 在业务系统中部署相应的数据应用模型。
适宜时,组织应:

a) 利用外部的数据服务;

b) 开发内部的数据,为外部提供服务。

8.4.3 数据开发利用的监督与控制

组织应在受控条件下进行数据开发利用。受控条件应包括但不限于:

a) 确保获得数据开发利用过程中的动态信息;

b) 制定适宜的措施,有效防范数据开发利用风险。
组织应保留监督与控制的文件化信息。

8.5 匹配与规范

8.5.1 数据、技术、业务流程、组织结构的匹配性调整

组织应:

a) 明确在合理的时间范围内组织开展试运行;

b) 必要时,开展业务流程与组织结构的优化调整;

c) 必要时,开展技术实现的优化调整;

d) 必要时,开展数据开发利用的优化调整;

e) 确保在合理的时间范围内实现数据、技术、业务流程、组织结构的有效匹配。
组织应保留匹配性调整的文件化信息。

8.5.2 数据、技术、业务流程、组织结构的规范化与制度化

数据、技术、业务流程、组织结构匹配调整后,组织应:

a) 确立数据、技术、业务流程、组织结构的制度规范;

b) 按照所形成的规定,沟通、确认和批准这些制度规范。

8.6 运行控制

组织应采取适宜的措施确保8.5.2确立的制度、规范得以有效执行。
适用时,组织应形成适宜的规定,确保正式运行的风险得到有效防范。
组织应保留运行控制的文件化信息。

9 评测

9.1 总则

组织应策划以下方面所需的评测过程,并加以实施:

a) 通过两化融合所形成的新型能力以及所获取的可持续竞争优势;

b) 两化融合管理体系的符合性;

c) 持续改进两化融合管理体系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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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评估与诊断

组织应依据GB/T23020—2013,建立和完善数据采集和报送制度,按照策划的周期开展两化融合

自评估和自诊断,并与同行业企业进行对标。适宜时,组织应参考GB/T23020—2013制定个性化的两

化融合评估体系。组织应采取适宜的方法,对以下方面进行评估、分析和诊断,寻找改进机会:

a) 业务流程与组织结构优化、技术实现、数据开发利用与打造的新型能力及其目标的适宜性;

b) 新型能力目标的达成情况;

c) 可持续竞争优势的获取结果。
为确保评估的充分性和有效性,组织应确定、收集和分析适当的数据。

9.3 监视与测量

组织应制定和实施监视与测量计划,确保对至少以下方面进行定期监视、测量和分析:

a) 新型能力目标的完成情况;

b) 两化融合实施方案的执行过程;

c) 数据、技术、业务流程、组织结构匹配调整后的制度规范执行过程。
当未能达到预期结果时,应采取适当的措施进行改进。
组织应保留监视与测量的文件化信息。

9.4 内部审核

组织应依据拟审核的过程与区域的状况和重要性、以及以往审核的结果,制定审核方案。
组织应按照所形成的规定进行内部审核,以确定两化融合管理体系是否:

a) 符合组织对两化融合工作以及本标准的要求;

b) 得到有效实施和保持。
所形成的规定应明确:

a) 策划和实施审核、报告审核结果等的职责和要求;

b) 审核的准则、范围、频次和方法。
审核员的选择和审核的实施应确保审核过程的客观性和公正性。
组织应保持内部审核及其结果的文件化信息。

9.5 考核

组织应建立两化融合管理体系及其过程相关的考核指标和考核制度,并纳入绩效考核体系。
考核指标至少应包括:

a) 评估与诊断结果;

b) 监视与测量结果;

c) 审核结果。
组织应采取适宜的方式反馈考核结果,并保留考核的文件化信息。

9.6 管理评审

9.6.1 总则

最高管理者应按照规定的周期进行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评审,包括但不限于识别两化融合改进的机

会和两化融合管理体系变更的需求,以确保其持续的适宜性、充分性和有效性。
组织应保留管理评审的文件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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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2 输入

管理评审的输入至少应包括:

a) 评估与诊断结果;

b) 监视与测量结果;

c) 审核结果;

d) 考核结果;

e) 相关方反馈;

f) 可能影响两化融合管理体系的内外部环境变化;

g) 以往管理评审的后续措施;

h) 纠正措施、预防措施的实施情况;

i) 改进建议。

9.6.3 输出

管理评审的输出至少应包括以下有关的决定和措施:

a) 两化融合管理体系及其过程有效性的改进;

b) 两化融合方针的变化;

c) 可持续竞争优势需求的调整;

d) 新型能力及其目标的变化;

e) 支持条件和资源分配的调整。

10 改进

10.1 不符合、纠正措施和预防措施

组织应按照所形成的规定处理实际或潜在的不符合,并采取纠正措施或预防措施。所形成的规定

应明确以下要求:

a) 评审不符合或潜在的不符合;

b) 确定不符合或潜在不符合的原因;

c) 评估采取措施的需求,确保不符合不重复发生或不会发生;

d) 制定和实施所需要的适宜措施;

e) 评审所采取的纠正措施或预防措施的有效性。
组织应保留纠正措施或预防措施的文件化信息。

10.2 持续改进

组织应持续改进两化融合管理体系的适宜性、充分性和有效性。
组织应考虑评估与诊断、监视与测量、审核、考核、管理评审等结果,确定并选择持续改进的需求和

机会,采取适宜措施,推动数据、技术、业务流程、组织结构四要素互动创新和持续优化,不断打造信息环

境下的新型能力,稳定获取与组织战略相匹配的可持续竞争优势。
注:持续改进可包括纠正、纠正措施、预防措施、突破性变革、创新和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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