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

银川市加快推进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2—2024年）任务清单

序
号

工作任务 责任单位

一、网络设施强基行动

1 开展企业内网
络改造

以提升高价值工业智能装备联网率和工业网络覆盖率为目标，加快部署窄带物联网、
低功率物联网（LoRa）等，推动工业企业互联改造和产品服务互联升级。继续实施
工业互联网“入车间、连设备”专项工程，全面推进高质量工业企业专网和车间局域网
建设，加强生产各要素连接，实现生产设备广泛互联和数据流通。到 2024年，覆盖
各地区、各行业的工业互联网网络基础设施初步建成，打造 10个企业内网改造建设
标杆。

市网信局、工信局，各县（市）区、

各园区

2 开展企业外网
络建设

围绕工业核心产业环节，积极推进传统物联网到移动物联网产业应用进程，构建连
接多个厂区、工业智能产品、产业链伙伴的网络，支撑企业间、企业内、部门间资
源、能力和需求的协调对接，以及产品的远程监测、维护、服务和信息分析，提升
企业外网数据传输能力，降低企业网络使用成本。到 2024年，实现 5G网络在工业
企业的广泛覆盖和 5G行业虚拟专网在重点企业的深度应用，在重点行业打造 2～3
个 5G全连接工厂。

市网信局、工信局，各县（市）区、

各园区

3 加快建设标识
解析体系

加快扩大我市标识注册规模、标识解析量和创新应用深度。加速标识解析在新材料、
新能源、新食品、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等行业率先形成规模应用，培育一批基于标
识解析的高效协同、供需对接、产品追溯、供应链管理、全生命周期管理等示范应
用。加快扩大我市标识注册规模、标识解析量和创新应用深度。

市网信局、工信局，

各县市区、各园区



二、平台载体壮大行动

4 推动工业互联
网平台赋能

持续组织开展工业互联网平台培育工程，从新材料、新食品、装备制造等细分行业
入手，推动行业级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为各行业工业互联网应用提供技术支撑。
鼓励重点工业园区围绕本地特色产业集群打造区域级工业互联网平台，深化行业级、
企业级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和应用，联合权威专业机构开展工业互联网平台能力测
试、水平监测和诊断咨询服务。到 2024年，培育若干国家级平台、一批自治区级重
点行业特色平台，培育形成一批平台解决方案。建成 10个以上行业级、40个以上企
业级工业互联网优势平台。

市工信局，各县（市）区、各园区

5 提升平台服务
供给能力

增强工业互联网平台资源集聚能力，有效整合产品设计、生产工艺、设备运行、运
营管理等数据资源，汇聚共享设计能力、生产能力、软件资源、知识模型等制造资
源，提高平台面向不同行业和场景的应用服务能力，探索形成商业发展模式。支持
行业龙头企业将科技研发、工艺设计、生产流程、经营管理经验及成果软件化，形
成一批可供行业共享的平台。

市工信局，各县（市）区、各园区

6 建设银川“工
业大脑”二期

在银川“工业大脑”一期项目的基础上增加银川园区一体化管理平台，精准分析各园区产业
布局，产业结构，产业链生态，固定资产投资等情况，形成各园区产供销协同平台，产
业链配套服务系统，实现以园区为单位的经济运行监测与预警。以数字孪生技术刻画各
园区全貌。嵌入能耗“双控”分析模型、横向对接各相关单位管理系统，纵向对接垂直部门
行业应用。到 2024年，完成 6个重点产业的产业链全景图谱、供销链全景图谱、人才链
全景图谱、技术链全景图谱和招商链全景图谱；完成 13个重点产业分析专题库建设；完
成产业综合能力评估系统；针对重点产业监测的数据进行深度分析。

市工信局，各县（市）区、各园区



7 推进企业上云
上平台

支持工业设备和企业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运营管理等核心业务向云端迁移。以企
业上云上平台带动工业互联网融合技术发展，探索以平台为核心、基于“数据+模型”
的制造业发展新模式。企业上云上平台普及率不断提升，到 2024年，全市上云企业
超过 300家，培育 30家上云上平台典型示范企业。

市工信局，各县（市）区、各园区

三、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提速行动

8 深入推进两化

融合本质贯标

组织开展两化融合发展水平跟踪评估，摸清发展现状，编制两化融合数据地图，加
大统计、分析和评估力度，鼓励企业贯彻《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管理体系》标准，
优化业务流程，调整组织结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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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推进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 2.0。到 2024年，全市
累计推动 30家企业通过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评定。

市工信局，各县（市）区、各园区

9
推动行业龙头

骨干企业集成

应用创新

“一企一策”推动行业龙头骨干企业开展集成应用创新，进一步加强数字化顶层设计，
推动生产设备与信息系统的全面互联互通，鼓励行业龙头骨干企业牵头建设工业互
联网平台，开放先进技术、应用场景，将数字化转型经验转化为标准化解决方案向
行业企业辐射推广。强化工业互联网在“三新”产业中的应用，打造全产业链、制造全
流程、产品全生命周期管控的工业互联网标杆工厂，每年评选 3～5个市级工业互联
网标杆工厂。到 2024年，在细分行业领域培育打造 10个龙头骨干企业工业互联网
标杆工厂，在重点行业领域形成 20个典型工业互联网标杆工厂应用模式示范。

市工信局，各县（市）区、各园区

10
推动中小型制
造企业数字化
普及应用

“一行一策”推动中小型制造企业加快数字化普及应用，加快“上云上平台”，融入产业
链供应链。推动企业应用低成本、快部署、易运维的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加快工
业设备和业务系统“上云上平台”。鼓励工业互联网平台联合数字化转型服务商，打造
深度融合行业知识经验的系统集成解决方案。到 2024年，梳理 20个典型应用场景，
发掘 20个以上优质应用产品和优秀应用案例予以全面推广。

市工信局，各县（市）区、各园区



11
推动产业园和
产业集聚区数
字化转型

“一园一策”推动产业园和产业集聚区加快数字化转型，支持平台企业、基础电信运营企业、
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服务商等组建联合体，面向产业园、产业集聚区企业，实施内外网升
级和数字化改造，打通数据链、创新链、产业链，推动园区产业链企业整体数字化升级。
建设与推广智慧园区管理平台，提升园区数字化管理水平，实现招商引资、项目管理、
企业服务、安全环保、经济监测的综合数字化管理，不断优化园区营商环境。认定一批
5G+工业互联网应用示范园区、培育园区。到 2024年，打通自治区、银川市、园区三级
联动统一管理平台，建成一批国家级、自治区级智慧园区试点示范。

市工信局，各园区

12
推动产业链供
应链数字化升

级

“一链一策”推动重点行业产业链、供应链加快数字化升级，通过数据的闭环流通，打
通产业链上下游、协作主体之间信息系统孤岛，建立高效的信息交互管道，实现业
务、管理、运营流程的全面集成和高度柔性化。通过工业互联网平台汇聚设备、产
能、产品、供应渠道等资源，发挥龙头骨干企业对产业链供应链的引领带动作用，
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深度互联和协同相应，推动建立联合培训、标准共享的协同管理
体系，推动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

市工信局，各县（市）区、各园区

13 加快推进智能
制造

鼓励企业加大设备和信息系统改造投入，推动企业智能制造单元、智能生产线、智
能车间、智能工厂建设。在重复劳动特征明显、劳动强度大、生产环境差、安全风
险高、工艺要求严的关键岗位，全面推动“机器换人”。以设备互联、数据互通为重点，
推动生产线全流程数字化，实施生产线智能化改造。以生产管理、工业控制两大系
统互联和集成为重点，推动制造过程各环节动态优化，推进数字化车间建设。到 2024
年，建设 50个数字化车间和智能工厂。

市工信局，各县（市）区、各园区

四、融合应用提升行动



14

推动实施
“5G+工业互
联网”融合发

展

支持工业企业、基础电信运营企业和第三方服务商等联合打造“5G+工业互联网”创新
载体，加强对满足工业互联网特定需求的 5G关键技术研发。建立健全 5G行业应用
评测体系，挖掘典型工业应用场景，深化行业示范应用，形成 5G与工业互联网融合
叠加、互促共进、倍增发展的创新态势。到 2024年，遴选 10个“5G+工业互联网”典
型应用场景，培育 20个示范应用企业。

市工信局、市网信局，各县（市）

区、各园区

15
推进新一代信
息技术融合创

新应用

培育一批前沿新技术融合创新项目，深化 5G、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前沿新技术在工
业领域的应用广度和深度，促进新兴技术与平台集成应用，实现与行业知识、工业
模型等制造技术深度融合，探索并培育新技术在质量检测、预测性维护、智能排产、
安全可信等细分场景的技术解决方案，打造一批影响力强的工业互联网典型应用模
式和创新商业模式。到 2024年，分类培育遴选一批“工业互联网+大数据”、“工业互
联网+人工智能”和“工业互联网+区块链”示范项目。

市工信局，各县（市）区、各园区

16
实施工业互联
网平台赋能产
业链行动

支持行业龙头企业打造产业链赋能平台，重点面向“3+2”产业培育一批工业互联网解
决方案和赋能 APP，共同推进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上云用平台，整合产业链上下游资
源，大力发展协同设计、协同制造、垂直电商等新模式，降低新产品开发制造成本、
缩短产品上市周期。到 2024年，依托主要工业园区重点打造 10个产业链平台，形
成 100个赋能 APP。

市工信局，各县（市）区、各园区

五、生态载体提质行动

17 打造工业互联
网创新中心

深化推进龙头工业互联网平台与重点产业园区、龙头制造业企业合作，共同打造工
业互联网创新中心和工业云基地，集聚工业互联网创新要素，推动探索构建合作创
新机制，深化开展低成本数据采集等工业互联网关键技术攻关，以及平台测试评估、
解决方案创新、咨询诊断服务等工作，加快形成立足本地、辐射周边的区域制造业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能力。到 2024年，打造至少 3个工业互联网创新中心，
有效赋能行业和区域特色产业提档升级。

市工信局，各县（市）区、各园区



18 优化工业互联
网服务资源池

围绕平台服务商、解决方案服务商、网络建设服务商、数据采集服务商、工控安全
服务商和工业互联网配套服务商等，进一步整合资源，建立完善工业互联网创新发
展生态体系，培育一批技术实力雄厚、服务能力优秀的工业互联网建设、服务机构。
建立工业互联网服务资源池分级分类机制，从技术创新、产品能力、市场拓展等方
面动态评估遴选资源池单位技术产品和服务能力，迭代优化服务资源池目录，建强
工业互联网服务体系。到 2024年，遴选 50 家以上优秀工业互联网机构优化组建市
工业互联网服务资源池。

市工信局，各县（市）区、各园区

19
强化第三方机
构生态聚合能

力

支持宁夏工业互联网产业联盟、协会等第三方机构提升行业创新发展支撑能力，开展工业互联
网生态研究、行业数据收集等工作，以及平台测试评估、解决方案创新、咨询诊断服务等工作，
加快形成立足本地、辐射周边的区域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能力。围绕工业互联
网体系建设，重点在企业上云、智慧园区、智能工厂等领域，支持主导和参与国家、行业及地
方标准体系研究。加强区内外工业互联网技术交流，带动形成创新发展生态。到2024年，建立
工业互联网专家智库，培育30个以上具有政策研究和决策咨询能力的高端咨询人才队伍。

市工信局，各县（市）区、各园区

20
深化产教融
合、产融结合

发展

依托共享创新中心、宁夏现代电子信息产业学院等产学研平台，支持工业互联网学生实训（实
习）基地和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建设，加大工业互联网人才储备。推广工业企业首席信息官（CIO）
制度，加强CIO业务交流与新技术培训。打通产业发展、科技创新、金融服务生态链，降低企
业工业互联网投入门槛，形成产融结合、良性互促的发展格局。

市工信局，各县（市）区、各园区



六、安全保障能力提升行动

21 加强安全能力
保障

落实信息安全责任制，确保关键基础设施、工业数据和重点领域信息安全，推进网络安全管理、
公共信息系统保护等。培育工控安全试点示范企业。支持企业与研究机构合作，开展工业互联
网平台安全、工业控制系统安全、工业大数据安全等关键技术攻关，不断提升设备、网络、控
制、应用和数据的安全保障能力。围绕制造业企业安全需求，开展工业互联网安全模拟仿真、
风险评估、漏洞挖掘评估、安全攻防验证等工作。到2024年，培育30个优秀工业信息安全产
品和解决方案和3家工业信息安全企业示范企业。

市工信局，各县（市）区、各园区

22 落实安全管理
制度机制

组织开展工业控制系统安全检查抽查，研究开展PLC（可编程逻辑控制器）、SCADA（数据采
集与监视控制系统）、工业互联网平台、工业APP等软硬件系统安全检测。结合我市实际情况
推进工业互联网企业网络安全分类分级试点，督促企业完善网络安全管理体系，梳理企业网络
安全责任要求和重要数据保护目录。到2024年，进一步优化建立工业互联网安全信息通报机制
和应急响应处置机制。

市工信局，各县（市）区、各园区

23
推进工业互联
网+安全生产

应用

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工业互联网+安全生产”领域的融合创新，加强对重点行业安全生产数据
资源的在线汇聚、有序流动和价值挖掘。引导行业龙头企业开展远程控制、预测性维护、智能
巡检、网格化安全管理等解决方案的开发和应用，实现安全生产的可管控、可预测。聚焦本质
安全水平提升，针对原材料、危险化学品、矿山、民爆等领域，构建基于工业互联网的安全生
产感知、监测、预警、处置及评估体系。到2024年，建设市级平台与县区、园区和企业多级协
同的工业互联网安全生产监管平台和监测体系，逐步形成基于工业互联网的安全生产感知能力、
实时监测能力、超前预警能力、应急处置能力、系统评估能力。

市工信局、市应急管理局，各县

（市）区、各园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