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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21日，全市智能制造推进大会在渝州宾馆召开。会上

印发了《重庆市发展智能制造工程实施方案（2019—2022）》

（以下简称《实施方案》）。根据《实施方案》，到 2022年，

重庆将累计推动 5000家企业实施智能化改造，建设 10个具备国

内竞争力的工业互联网平台、50 个智能工厂、500 个数字化车间。 

《实施方案》是市委、市政府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

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和《数字经济发展

战略纲要》、《重庆市以大数据智能化为引领的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行动计划（2018—2020年）》，加快推进互联网、大数据、

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促进重庆老工业基地转型升级而

制定的重要指导性文件，对未来 4年全市智能制造发展作出全面

部署。 

《实施方案》明确，到 2022年，重庆将创建 25个行业级智

能制造标杆企业，建设 12个智能制造示范园区，基本建成覆盖重

点行业的工业互联网生态体系，全市 84%以上规模工业企业迈入

数字化制造阶段，64%以上规模工业企业迈入数字化网络化制造

阶段，两化融合发展水平指数达到 62，智能制造关联产业产值突

破 400亿元，部分重点引领企业初步实现智能化制造，带动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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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工业全员劳动生产率、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工业产品合格

率不断提升和万元工业增加值能耗稳步下降。 

为实现目标，《实施方案》提出了数字化装备普及、信息管

理系统集成应用、工业互联网建设、智能制造新模式培育、关键

技术创新、关联企业发展、服务支撑体系建设等七方面重点任务。 

普及数字化装备 

——到 2022年，市（区）两级累计推动 2000家企业开展

数字化装备改造升级 

路径：引导企业更新数字化设备或利用智能化技术改造非数

字化设备。重点是针对汽车、电子、装备、化医、材料、消费品

行业开展数字化装备普及工程，同时推动全行业企业应用智能搬

运机器人等仓储、物流设备提升自动化水平。 

推动信息管理系统集成应用 

——到 2022年，市（区）两级累计推动 1600家企业建设

应用信息管理系统，累计建设、认定 50个智能化工厂和 500个

数字化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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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径：推动企业建设应用研发设计、工艺仿真、数据采集分

析、企业资源计划、制造执行、供应链管理、产品全生命周期管

理、仓储物流管理等信息系统，构建车间级和工厂级工业通信网，

促进各信息系统与生产设备的互联互通和系统间的集成应用，全

面提升企业的资源配置优化、实时在线优化、生产管理精细化和

智能决策科学化水平，建设具备自感知、自学习、自决策、自执

行、自适应等功能的数字化车间和智能工厂。重点推动离散型制

造企业和流程性制造企业开展信息管理系统集成应用。 

建设应用工业互联网 

——到 2022年，市（区）两级累计推动 1000家企业“上

云上平台”，建设 10个具备国内竞争力的工业互联网平台，推动

30家企业实施“上云上平台”智能化升级 

路径：加快构建网络、平台、安全三大功能体系，夯实工业

网络化基础，打造工业互联网平台，强化信息安全保障；通过

“上云上平台”实施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升级。鼓励企业夯

实工业网络化基础，支持企业建设、发展、壮大工业互联网平台，

支持企业建设信息安全保障平台，推动实施企业“上云上平台”

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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