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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行业“产业大脑”建设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说明

产业发展

基础

产业规模 产业集群内所有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总和。

产业集聚度 产业集群上年度主营收入占所在地区整体产值的比重情况。

规上企业数量 产业集群内规上企业数量情况。

产业影响力

产业集群获国家级、省级各类荣誉情况，包括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特色产业集群、战略新兴产业集

群等；产业集群的主要产品获得省级以上荣誉称号情况，包括名牌产品、驰（著）名商标、国家地理

标志保护产品、国家行业协会（商会）认定产品等。

科技创新能力
产业集群科技创新平台建设情况，包括省级以上主管部门认定的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企

业技术中心、技术创新中心、一企一技术研发中心、软件工程技术中心等。

技术支撑

能力

算力调度平台
依托全国一体化工业大数据中心，或自建专用数据中心提供数据存算设施，并配置算力调度管理系统、

虚拟数据网络等模块。

数据汇聚平台
建设数据综合管理平台，按基础库、行业库和场景库汇聚公共数据、行业数据和企业数据，构建行业

高质量数据集和大模型语料库，形成行业级产业数据仓，与省级产业数据仓实现数据共享交换。

算法开发平台

依托行业数据仓构建大模型预训练、微调和推演能力，兼容主流基础级大模型能力接入，支持行业级

和场景级大模型、小模型开发、调试、部署和优化。围绕算法模型、能力组件工具，各行业“产业大

脑”与省级能力中心进行能力共享和服务共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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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说明

技术支撑

能力

平台服务门户

建设“产业大脑”的综合性展示窗口，包括不限于产业发展驾驶舱、政府侧和企业侧互联网服务门户

等，其中驾驶舱包括产业概况、产业图谱、精准招商、集采集贷集运集产等模块。门户可根据实际需

求上线 PC 端、移动端。

可信数据空间

省级能力中心、行业“产业大脑”、产业集群内企业、第三方数据提供方、数据服务方等协同建设可

信数据空间，搭建全省统一的数据流通可信认证体系，提供数据可信管控、资源交互、价值创造三类

核心能力，支撑产业数据高可信汇聚、共享和应用。

数智场景

创新

产业精准治理应用 提供不限于产业全景图谱、产业作战地图、产业动态监测、沿链精准招商、企业迁移监测等应用。

产业协同创新应用 提供不限于数字集采、数字集销、数字金融、协同制造、共享物流、产能共享等应用。

企业数智转型应用 提供不限于 AR 工厂、智能生产、数字营销、智能采购、智慧仓储等应用。

企业综合服务应用 提供不限于惠企政策、规划引导、标准规范、知识产权等应用。

产业转型

成效

产业规模带动 “产业大脑”赋能产业集群内所有企业主营业务收入总和增长情况。

产业健全度提升 “产业大脑”赋能产业链链条实现强链、固链、延链、补链情况。

产业创新水平提升 “产业大脑”赋能产业集群技术创新效率提高、创新层级提升情况。

产业数据治理能力

提升

“产业大脑”赋能产业集群内企业 DCMM（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贯标、CDO（总数据师）试点数量情

况。

数智赋能型企业

培育
“产业大脑”赋能产业集群内所有企业获评省级“晨星工厂”数量情况。

企业经营成本下降 “产业大脑”赋能产业集群内企业在采购、物流、营销、融资等经营过程综合成本下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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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说明

产业转型

成效
企业经营效率提升

“产业大脑”赋能产业集群内企业在库存周转率、物料齐套率、产品交期、生产节拍等经营过程综合

效率提升情况。

管理运营

水平

工作推进机制
成立由组织单位、揭榜单位、联合单位组成的产业大脑推进工作小组，统筹推进“产业大脑”建设，

协调解决建设运营过程中相关问题。

专业运营团队 组建一支以“产业大脑”运营服务为主责主业、专注服务于产业集群转型的专业化团队。

建设运营投入 具有明确的“产业大脑”建设运营资金来源和使用计划。

持续运营模式
形成具备市场活力、稳定运行和持续迭代的运营模式，包括不仅限于平台活跃用户、产业协同创新应

用所创造的持续收益，以及运营单位持续营业收入等。

安全体系建设
围绕系统层、网络层、数据层，建立覆盖“产业大脑”与省级能力中心、集群内企业数据与服务交互

全过程的安全管理体系，符合信息安全等级保护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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