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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文件

沪经信软〔2023〕625 号

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关于印发《上海市规上制造业
数字化诊断工作推进方案》的通知

各区主管单位、各企业集团：

为贯彻《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落实工业和信息化

部数字化转型贯标试点要求和《上海市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实施方

案》，全面推动本市规上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诊断，现将工作推进方

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执行。

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2023 年 7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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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 2023年7月28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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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规上制造业数字化诊断工作推进方案

为全面建立本市制造业数字化诊断工作整体框架，聚焦企业

数字化转型难点痛点问题，探索企业数字化转型路径，摸底全市

规上制造业数字化发展现状，促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革新与发展

重塑，按照“以诊促转”的工作思路，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推

进方案。

一、工作目标

到2025年，实现本市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诊断全覆盖，

数字化转型比例不低于80%。围绕标准制定、培训考核、服务商遴

选、平台搭建、线上线下诊断、市区分别推进（各区指标见附件2）、

配套政策完善、诊断成果转化等方面工作，建立市区协同的数字化

诊断工作体系，形成多方协作的数字化诊断工作制度。

到 2023 年底，完成本市制造业数字化诊断标准制定，制造

业数字化诊断评价体系初步建立，相关服务支撑体系基本形成。

遴选不少于 20家诊断服务商，建成线上诊断平台并投入使用，采

用“线上+线下”方式开展诊断工作试点。在“工赋链主”培育企

业及上下游、特定产业领域及部分专精特新企业率先开展诊断工

作，年底前完成诊断企业数量不少于1800 家。

到 2024 年底，市区协同的制造业数字化诊断工作机制完全

建立，诊断工作在全市范围内完全推广。引育诊断服务商不少于

40家，推动区级层面主导本区企业诊断工作。年底前完成诊断企

业数量不低于规上总量的 60%。

到 2025 年底，实现全市规上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诊断服务全

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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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任务

（一）制定本市制造业数字化诊断标准

构建“1+X+Y”标准体系，基于工信部数字化转型贯标标准，

在数字战略、数字能力、系统性解决方案、治理体系、业务创新

模式等五个维度指标体系的基础上，新增智能制造成熟度评估、

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评估 DCMM、工业互联网安全等融合性指标，

形成本市制造业数字化诊断标准体系；聚焦上海行业特点，围绕

“3+6”重点产业，按照先进材料、电子信息、生物医药、能源、

时尚消费品、重大装备、汽车及集团总部,即“7+1”行业分别编

制行业标准，依据分类分级原则，形成五级十档评价体系。建立

标准定期修订及反馈机制，推动申请地方标准。（附件 1）

（二）搭建本市制造业数字化诊断平台

依托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相关公共服务平台，开展“制造业企

业数字化诊断平台”开发建设，对接工信部数字化转型贯标试点

平台，打通本市国资委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评估诊断相关数据，

推动诊断数据与两化融合贯标、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评估 DCMM、

智能制造成熟度评估、工业互联网安全评估等指标兼容。平台包

含企业数据录入及查询、供应商管理、线上评估系统、线上报告

生成、过程数据管理、企业反馈渠道等功能，并为市级部门、区

级部门、街镇、园区、服务商、企业集团等不同主体定制用户管

理权限，形成诊断工作的一站式线上服务支撑。

（三）遴选制造业数字化诊断服务商

按年度开展制造业数字化诊断服务商征集及遴选工作，围绕

诊断标准等内容，对服务商开展相关考核评估，通过对基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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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制定参与程度、人员资质及数量、行业经验和聚焦度、产品

成果等维度进行综合考量打分，遴选形成年度数字化诊断服务商

目录，明确行业标签，推动诊断工作与行业能力精准匹配。制定

服务商管理及评价办法，建立服务商目录动态调整机制，每年围

绕工作成果、企业反馈、过程记录、报告质量、抽样评估等多个

维度对服务商进行综合打分，更新年度服务商推荐目录。支持区

级层面培育本区服务商并参与市级服务商遴选。

（四）开展服务商培训和企业宣贯工作

依托相关支撑机构，针对入围服务商开展诊断培训工作，编

制服务商诊断操作手册及平台使用指南。依托工业互联网一体化

进园区、行业协会组织主题会等形式，组织被诊断企业开展交流

会、解读会等，强化诊断工作政策解读，加强对诊断操作事宜、

人员配合、预期成效等方面的宣贯工作，并就诊断相关流程、填

报要求等进行指导培训。依托区级相关部门及各产业园区逐渐扩

大培训宣贯覆盖面，形成定期集中宣贯的工作机制。

三、保障举措

（一）建立工作专班

成立制造业数字化诊断工作推进专班，形成由市经信委牵

头、多家专业支撑机构和诊断服务商共同参与的“1+N+M”工作体

系，综合协调全市制造业数字化诊断相关工作。市级主管部门依

据各支撑机构工作专长和工作意向分配各项工作牵头单位，并推

动整体诊断工作体系建设。组建诊断联络网络，各区明确工作负

责人及各街镇工作对接人，搭建好市-区-街镇三级联络人制度。

各企业集团明确集团内诊断工作总负责人，梳理集团内规上企业

名单，并明确工作对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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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强化政策引导

明确配套支持政策，每年依据打分结果和年度工作量对诊断

服务商予以补贴。鼓励各区出台相应的制造业数字化诊断支持政

策，与市级工作形成合力，支持区级推荐优秀本土服务商纳入市

级服务商目录范围。逐步将数字化诊断及分级结果纳入每年“工

赋链主”、市级国家级重点专项、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产业高

质量发展专项、“平台+园区”试点示范专项支持等评选依据。加

强数字化诊断企业向数字化转型贯标转化。将诊断指标完成情况

纳入对各区的考核要求。将数字化能力水平与本市特色产业园区

用地指标、专项资金等相衔接。推动区域产业集群诊断覆盖率纳

入国家级、市级中小企业产业集群评选指标。

（三）注重成果转化

结合企业诊断结果，梳理本市规上制造业整体情况，形成本

市规上制造业企业画像及生态图谱。开展企业数字化转型交流，

依托支撑机构组建专家团，开展诊断报告解读及解决方案供需对

接，对重点企业做“一企一策”。与年度工业互联网专业服务商推

荐目录工作做好衔接，鼓励企业与解决方案提供商深度合作。鼓

励解决方案提供商组团定制数字化提升方案，持续跟踪被诊断重

点企业数字化提升措施及成果。鼓励金融机构根据诊断结果创新

企业授信产品，降低企业融资难度。注重知识经验沉淀，以白皮

书、案例集、研究专报等方式总结诊断经验及工作成果。

附件：1.上海市规上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诊断标准（简版）

2.区级诊断工作任务分解表



附件 2

区级规上制造业数字化诊断任务分解表

负责单位 2023 年度指标 2024 年度指标 2025 年度指标

松江区 250 500 600

嘉定区 210 420 450

浦东新区 200 400 450

奉贤区 180 360 450

金山区 150 300 320

青浦区 150 300 320

闵行区 150 300 300

宝山区 100 200 220

临港新片区管委会 60 120 130

崇明区 20 40 50

普陀区 15 30 30

徐汇区 15 30 30

杨浦区 10 10 20

化工区管委会 10 10 20

静安区 5 10 10

长宁区 5 10 10

虹口区 5 10 10

黄浦区 5 10 10

区级总计 1500 3000 3500

备注 1：市级负责企业1500 家（三年合计），按“一业一策”原则分批到各产业领域。

备注2：各区指标计算方法：

各区总量 =（9500（全市规上企业数量）-1500（市级负责数量））* 各区规上企业数

量占全市比例

三年比例按20%，40%，40%进行计算。

备注3：2025 年数量为预估，各区应在2025 年底前完成全区规上企业诊断全覆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