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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要求

进一步落实全国新型工业化推
进大会部署和《制造业数字化转型
行动方案》，深化实施数字化助力
消费品工业“三品”行动，以满足人
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目
的，以数字化转型场景培育为牵
引，以数字技术创新应用为驱动，
以数字化标准和人才建设为支撑，
促进轻工业梯次数字化转型，着力
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为推进新
型工业化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提供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

到 2027 年，重点轻工企业数字
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达到90%左
右，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到 75%左
右，打造100个左右典型场景，培育
60家左右标杆企业，制修订50项左
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形成一批数
字化转型成果。到2030 年，规模以
上企业普遍实施数字化改造，形成

“智改数转网联”数字生态，高端化、
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水平显著提升。

生产力新新质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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夯实基础支撑行动

强化标准引领。编制轻工业数
字化转型标准体系建设指南。生产
端重点研制关键技术、设备互联互
通、数据安全与共享、评估评价等共
性应用标准，消费端重点研制智能
家居、智能穿戴设备等产品技术标
准。鼓励行业协会、标准化机构等
深入开展贯标活动，推动数字化转
型标准进企业、进园区、进集群。积
极跟踪 ISO、IEC 等国际标准化动
态，支持智能家电等优势领域制定
国际标准路线图，加快国际标准布
局。持续开展先进适用国际标准转
化，提升一致性水平。

加强质量支撑。鼓励塑料制
品、眼镜、箱包等中小企业推广应用
质量管理系统等数字化工具，加强
产品质量信息的采集和利用，开展
设计验证、质量检验、质量分析与改
进，实现精细化质量管控。支持家

电、家具、燃气灶具等耐用消费品企
业开展基于数据模型的产品质量全
生命周期管理，推广应用机器视觉
等技术和智能检测装备，提高产品
质量在线监测和溯源响应能力。

选树典型标杆。编制升级和创
新消费品指南，遴选引领行业智能
化、绿色化、品质化发展的轻工产
品，加大宣传推广力度。以家电、家
具、皮革、造纸、日用化学品等数字
化基础较好的行业为重点，培育一
批数字技术融合应用成效显著、引
领带动作用强的标杆企业。鼓励地
方、行业协会、联盟组织等组织开展
标杆企业创建经验交流活动，加快
形成学标杆、建标杆的行业氛围。

培育创新载体。鼓励地方、行
业协会、科研院所等建设数字化转
型促进中心，开发数据模型、工业
APP、标准化工具等解决方案，以购

买服务、技术帮扶、供需对接等形式
赋能企业。支持家电、家具、皮革、
造纸等重点行业搭建中试平台，形
成一批具备较高技术水平和推广价
值的中试方案。支持骨干企业联合
科研院所等建立技术研发创新中
心，推进关键技术研究与产业化
应用。

壮大服务队伍。依托智能制造
系统解决方案揭榜挂帅、供应商能
力评估等工作机制，遴选发布一批
优质数字化转型供应商。面向家
电、家具、五金等离散型轻工业研发
推广智能排产、自动化装配组装、智
能仓储等解决方案。面向造纸、日
用化学品等流程型轻工业研发推广
智能配方设计、质量在线监测、设备
预防性维护等解决方案。面向中小
企业研发推广一批“小快轻准”的解
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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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保障

完善工作机制

建立地方主管部门、行业协会、
科研院所、联盟组织、骨干企业等多
方参与、协同推进的工作机制，加快
推动数字化转型重要政策、重大项
目落地见效。利用国家科技重大专
项、重点研发计划等渠道支持轻工
数字化转型相关关键技术攻关。将
符合条件的轻工业数字化改造项目
纳入工业领域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
相关资金支持范围。发挥国家产融
合作平台作用，运用科技创新和技
术改造专项再贷款引导金融机构支
持重点轻工领域数字化改造升级。

促进交流合作

鼓励地方、行业协会、联盟组织
等分行业、分区域开展数字化转型
供需对接活动，为企业提供专业化、

定制化解决方案，宣贯先进适用的
数字技术和标准。举办轻工业数字
化转型发展大会、轻工业信息化大
会等活动，加强同行业和跨领域先
进技术、解决方案等对标交流。支
持依托“一带一路”倡议、金砖国家
等合作机制，在数字技术开发和融
合应用等方面开展国际交流合作。

深化研究评价

推动行业协会、联盟组织等编
制轻工细分行业数字化转型评价体
系和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参考实施
指南，加大行业和地区推广应用和
实施效果评估，发布行业、区域、产
业集群数字化转型发展报告。组织
开展不同行业典型场景、智能工厂、
智慧供应链建设的实施路径研究，
编制轻工业数字化转型案例集，宣
传推广一批优秀成果。鼓励有条件

的地方组织开展面向轻工企业的数
字化转型诊断服务，支持“智改数转
网联”项目实施。

加强人才培养

鼓励行业协会、普通高校、职业
学校、骨干企业建立联合培养模式，
加快建立多层次的轻工数字化专业
教育体系。支持建设国家卓越工程
师实践基地（数字技术领域）和现代
产业学院，培养轻工业数字化领域
卓越工程师。深入实施专业技术人
才知识更新工程，依托全国行业职
业技能竞赛、全国工业设计职业技
能大赛、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等
各级各类职业竞赛，培养一批在智
能控制、工业互联网、工业机器人等
领域具有创新和实践应用能力的轻
工数字化人才。

典型场景清单

典型场景：研发设计

痛点：产品设计环节复杂，三维辅助设计等数
字化工具应用不足，工艺知识库、模型库缺乏，上下
游协同研发效率偏低。

改造目标：数字化研发设计
实现方式和需要条件：加快应用CAD、CAE等

设计工具，运用三维建模、模拟仿真等技术优化产
品设计和工艺流程，建立创意设计工艺、图案、素材
数据库及工艺知识库。家电、家具、皮具箱包、珠宝
首饰、电动自行车、缝制机械等行业搭建协同研发
设计平台，推广应用众包设计、协同设计、用户参与
设计等新模式。家具、日用陶瓷、工艺美术、玩具等
行业推广3D打印技术，促进新工艺、新材料运用。

典型场景：生产制造

痛点：产线存在信息孤岛，生产设备互联互通
困难，多品种、少批量精准排产难度大，生产过程在
线管控能力不足，无法充分满足市场产品高品质、
多样化、个性化需求。

改造目标：柔性化生产制造
实现方式和需要条件：利用ERP、MES、APS等

信息系统打通工厂间各个生产环节，搭建柔性可重
构产线。日用化学品、造纸等流程型行业推行生产
线全流程数字化，以设备互联、数据互通为重点，采
用智能仪表、数据采集和监控系统开展关键生产工
艺数据采集，实现生产过程在线控制和优化。家
电、家具、皮革、自行车等离散型行业应用自动化成
套装备、数字化控制系统建设柔性制造单元，运用
智能排产技术实现订单与工况迅速响应，并灵活调
整与精确配置。

典型场景：质量管控

痛点：企业质量认识不到位，质量管理模式传
统粗放，质量检测工具、检测手段单一，质量数据采
集困难，以事后检测为主。

改造目标：数字化质量检测
实现方式和需要条件：家电、家具、制鞋等行业

部署 5G、射频技术、机器视觉、人工智能等技术，实
时采集、传输存储、分析生产过程数据，剖析工艺、
缺陷机理，实现产品生产实时质量控制、设备稳定
运行监控和工艺参数自优化。电池、电动自行车、
轻工机械等行业依托传感技术、边缘云技术和网络
通信技术建立基于产品质量信息溯源的数字化管
理系统，实现企业生产制造、质量管控、销售服务全
过程的产品信息追溯，提高产品质量的稳定性和可
靠性。

典型场景：供应链协同

痛点：供应链上下游中小企业多，企业间信息
协同共享困难，同时对供应链全链条资源的动态优
化能力和对供应商的精准管控能力不足。

改造目标：供应链协同管理
实现方式和需要条件：建立供应链协同管理系

统，打通设计、制造、营销、物流、售后等环节，应用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推动供应链上下游中小
企业协同一体化数字化转型。应用大数据技术和
知识图谱技术，对供应商、分销商、客户等进行分类
分级、能力核准和风险分析，打造多标签、多维度的
供应商精准画像，实现供应商管理、评估和检索等
功能。

典型场景：营销管理

痛点：消费者需求多样化、个性化，对细分市
场、消费群体的数据采集和挖掘利用不足，市场营
销策略的多样性和精准度有待提升。

改造目标：数字化营销服务
实现方式和需要条件：运用大数据、深度学习

等技术对全渠道客户数据进行统一管理，绘制客户
画像，开展精准营销。引导化妆品、皮具箱包、珠宝
首饰、钟表等行业企业加强对消费者购物意愿数据
采集和分析，针对不同用户打造差异化的营销方
案。鼓励轻工企业加强与电商平台合作，建立用户
需求和数据档案，打通线上线下消费场景。支持家
电、家具行业企业运用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技术，
打造沉浸式、体验式、互动式消费场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