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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

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酒业协会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酒业协会团体标准审查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负责起草单位：百威投资（中国）有限公司。

本文件参加起草单位：华润雪花啤酒（中国）有限公司、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燕京啤酒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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啤酒智能酿造与数字化生产管理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啤酒行业数字化转型基本准则、数字化生产管理要求设计、啤酒智能酿造成熟度模

型评价体系、评估方法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啤酒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设计、自我评估、第三方评测等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最新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22239　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

GB/T 39116—2020　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模型

GB/T 39117—2020　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评估方法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信息化　informatization
以现代通信、网络、数据库技术为基础，对所研究对象各要素汇总至数据库，供特定人群生活、工

作、学习、辅助决策等和人类息息相关的各种行为相结合的一种技术，使用该技术后，可极大地提高各

种行为的效率，并且降低成本，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提供极大的技术支持。

3.2　  
自动化　automation
机器设备、系统或过程（生产、管理过程）在没有人或较少人的直接参与下，按照人的要求，经过自

动检测、信息处理、分析判断、操纵控制，实现预期的目标的过程。

3.3
智能制造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利用互联网、大数据、数字孪生、人工智能等技术，将制造系统在“人机物”三元世界进行重建，实现

数字技术与装备技术和工业知识深度融合，使制造效率和产品质量倍增、生产成本和资源消耗骤降的

新型生产方式。

3.4　  
智能感知　intelligent　perception
将物理世界的信号通过自动化仪表、摄像头、麦克风或者其他传感器的硬件设备，借助语音识别、

图像识别等前沿技术，映射到数字世界，再将这些数字信息进一步提升至可认知的层次。

3.5　  
泛在连通　ubiquitous connectivity
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人、任何物之间的信息连接和交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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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数字建模　digital modeling
基于物理世界或者业务需求的场景建立数字世界的标准模型，利用数字孪生等技术手段搭建对应

业务的标准点位属性、逻辑计算规则，以提高数字质量和标准化进程。

3.7　  
实时分析　real⁃time analysis
在搭建的数字化可视化平台中，用户可通过统计学分析和数据洞察等先进技术手段进行实时的数

据分析，快速发现并响应生产的异常。

3.8　  
精准控制　precise control
在特定条件下对某一事物或行动进行准确、精确地掌控和管理的能力。

3.9　  
迭代优化　iterative optimization
一种基于反馈的、渐进的优化流程，它强调在每个阶段后收集反馈，并根据这些反馈进行改进，以

达到最终的目标或标准。

3.10　  
智能制造能力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capability
为实现智能制造的目标，企业对人员、技术、资源、制造等进行管理提升和综合应用的程度。

[来源：GB/T 39116—2020，3.1.1]
3.11　  

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　maturity model of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capability
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即智能制造在不同阶段应达到的水平。成熟度等级分为五个等级，自低向高

分别为一级（规划级）、二级（规范级）、三级（集成级）、四级（优化级）和五级（引领级），较高的成熟度等

级涵盖了较低的成熟度等级的要求。

4　啤酒行业数字化转型基本准则

4.1　战略驱动

数字化转型需要企业高层的领导力和推动力，包括制定战略愿景、战略方向、推动数字化转型组织

架构变革。数字化转型需要企业高层运筹和优化资源配置，保证数字化转型投入关键资源。

4.2　技术驱动

数字化转型以工业 4.0 新技术为基础，通过基础网络建设、网络安全管理、数据连接、数据治理、数

字化系统平台和智能算法建设等新技术运用为业务赋能。企业需重视新技术人才能力培养，将其作为

数字化转型变革重要举措。

4.3　业务驱动

数字化转型需要结合精益管理的方法和流程，以结果为导向，优化工作方式和运营流程，最终实现

降本增效提质，形成业务新业态；数字化转型是一项平台型工程，需要加强跨部门合作，打破组织壁垒，

促进 IT 和业务部门的紧密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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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生态驱动

数字化转型需要企业结合业务合作、上下游联调合作，建立端到端的数字化转型生态圈，以合作共

赢的心态拥抱变化、共享资源。

5　啤酒行业数字化生产管理要求设计

5.1　智能酿造数字化管理战略规划

企业应制定针对数字化管理的整体战略和规划，以全面构建数字化转型为企业核心竞争力为目

标，快速获取并整合存储和分析对于影响数字化管理战略相关的数据和信息，搭建以结果绩效为导向

的关键绩效指标的优化模型和应用平台，进而实现智能化的闭环管理，优化产品和服务。在制定数字

化管理战略规划时，需要考虑的因素包括但不限于：

a） 清晰的长期愿景以及实现对应愿景时需要达到的可量化的绩效指标；

b） 针对长期愿景分解得到的短期规划；

c） 基于短期规划的目标设定与下达；

d） 价值驱动，提供对应充裕的预算以进行高回报的项目投资；

e） 建立产学研等长期的合作机制进行重点难题攻关，打造啤酒行业的未来；

f） 建立专门的数字化转型团队并在总部和工厂层级均配备相关技术专家和数字化实施转型

人员；

g） 要基于本身企业的管理体系进行数字化部署，保证交付的数字化产品是由充足的理论基础以

及管理逻辑；

h） 打造全方位数字化转型能力的最佳实践平台，有接触新技术、新交付案例的途径和沟通平台。

5.2　智能酿造数字化合作伙伴的选择

5.2.1　概述

数字化转型需要上下游企业、生产设备制造商、数字化产品尖端企业长期的、有意愿的、有商业价

值的合作共创。

5.2.2　原材料供应商

建立供应商战略联盟。对于有长期合作意向的、不满现状的、有一定数字化转型基础的原材料供

应商，可通过脱敏数据的共享互通，实现端到端的计划需求、质量把控、降本增效的统筹管理，实现合作

共赢，保证生产品质如一，风险预防积极响应。

5.2.3　设备制造商

建立设备制造商战略联盟。结合啤酒行业生产过程中的在线仪器配置、控制程序优化、设备结构

优化等不同的角度进行深度沟通交流，以减少生产过程中的安全质量隐患和不必要的浪费，从而实现

产品质量、效率、成本的优化改善。

5.2.4　数字化产品交付企业

搭建啤酒行业内外部的新技术交流平台。结合头部数字化产品交付企业的成熟产品、技术解决方

案和企业内部数字化需求的场景进行高频次、高质量、多维度、跨领域的深度探讨交流，以挖掘契合企

业痛点问题的方案实施和改善，建立数据连通、数据采集、数据治理、绩效预测、高阶建模、机器学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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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智能、程序反控等技术的合作意向。

5.3　智能酿造数字化生产管理基本设计

5.3.1　通则

企业在建立智能酿造数据化生产管理平台时，应建立一套闭环的平台设计方案，纵向拉通设备层

和自动化控制层，横向拉通业务执行层，含产品研发、智能生产、设备运维、质量管理、能源管理等业务

模块，最终使设备层、控制层、执行层深度融合，用以支持执行层和管理层的企业决策。

结合横向和纵向集成一体化，设计智能感知、泛在连通、数字建模、实时分析、精准控制、迭代优化

6 大要点，用以实现智能柔性生产、预测性维护、设备建模反控等制造新技术应用，达到信息化和工业

化两化融合。

5.3.2　智能感知

啤酒企业应在生产过程中具备或者增加对应的智能感知设备，以获取啤酒生产相关的关键过程和

结果参数，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信息：

a） 生产过程中的关键过程参数：温度、流量、压力、液位、阀门开关状态等；

b） 生产过程中的关键质量信息：糖度、pH、苦味值、CO2 含量等；

c） 生产过程中的关键感官信息：在制品感官品评结果等。

5.3.3　泛在连通

啤酒企业应建立一套易于集成的、丰富的、可靠的、标准的通信协议，可获得最大安全性和与现有

机器环境的最佳连接，以形成完整贯通的数据链，实现工业设备的全连接。通过权限管理和标准接口

等方式将可被消费的数据进行互通互联，并将对应的数据同步提供给上层应用系统，以便后续查看和

洞察啤酒供应链生产的实际信息。

5.3.4　数字建模

啤酒企业应根据可采集的数据建立数字模型，并将标准化的模型进行实例化安装，转化成各业务

实体的数字模型并利用统一的主数据和对应企业内部制定的标准（功能位置、品牌、标准参数名称，参

数计算逻辑、单位、批次关联信息等），将相关的数据入湖管理，以实现数据清洗和治理。

5.3.5　实时分析

啤酒企业将经清洗和治理的数据按照相关的业务逻辑搭建对应的可视化平台，实时监测酿造过程

中的各项数据，如温度曲线、时间节点、原料消耗等，并通过统计学分析和数据洞察等先进技术手段进

行实时分析，以提供决策支持和优化生产流程。同时，啤酒智能生产可视化平台打通与采购、销售等管

理系统的对接，实现生产计划的精确安排和生产/销售的有效协调。

5.3.6　精准控制

啤酒企业应将交付的应用系统贯彻到具体的业务调度，通过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等技术手段进行

生产过程的预测建模以及反控，以达到设备运行状态的动态检测、诊断和事故处理、设备之间的协调控

制与连锁保护、管理决策与控制等综合平衡，最终实现过程能力的提升。

5.3.7　迭代优化

啤酒企业应在建立智能酿造数据化生产管理的过程中循环执行上述 5 个层级的活动，在每次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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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都会对前一次执行的结果进行评估和优化，以提高软件的可靠性、可拓展性和可用性等方面的性能

指标。

6　啤酒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模型

6.1　啤酒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等级

参照 GB/T 39116 关于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等级划分的基本原则，将啤酒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等

级分为 5 级，每一级别应达到相应的水平，其解释说明如下：

a） 一级（规划级）：企业应开始对实施智能制造的基础和条件进行规划，能够对核心业务活动（设

计、生产、物流、销售、服务）进行流程化管理；

b） 二级（规范级）：企业应采用自动化技术、信息技术手段对核心装备和核心业务活动等进行改

造和规范，实现单一业务活动的数据共享；

c） 三级（集成级）：企业应对装备、系统等开展集成，实现跨业务活动间的数据共享；

d） 四级（优化级）：企业应对人员、资源、制造等进行数据挖掘，形成知识、模型等，实现对核心业

务活动的精准预测和优化；

e） 五级（引领级）：企业应基于模型持续驱动业务活动的优化和创新，实现产业链协同并衍生出

新的制造模式和商业模式。

6.2　评价指标体系

6.2.1　第一级（能力要素）指标

能力要素给出了智能制造能力提升的关键方面。啤酒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模型包括 4 个能力要

素：人员、技术、资源和制造。

6.2.2　第二级（能力域）指标

能力要素细分的类别被称为能力域。人员要素包括组织战略、人员技能、人员敬业度管理 3 个能

力域；技术要素包括数据、集成、信息安全 3 个能力域；资源要素包括装备、网络 2 个能力域；制造要素

包括设计、生产、服务 3 个能力域。

6.2.3　第三级（能力子域）指标

能力域细分的类别被称为能力子域，如设计能力域包括产品设计能力子域和工艺设计能力子域。

每个能力子域下包含若干成熟度要求条款，评估时，通过每个条款对评估对象的智能酿造能力成熟度

情况进行打分。

啤酒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模型评价指标体系见图 1。

图 1　评价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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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

略
，
对

智
能

制
酿

造
的

组
织

结

构
、
技

术
架

构
、
资

源
投

入
、
人

员
配

备
等

进
行

详
细

规
划

，
形

成
具

体
的

实
施

计
划

；

b）
应

明
确

智
能

酿
造

责
任

部
门

和

责
任

人
，
相

关
人

员
有

相
应

的

岗
位

职
责

分
工

a）
应

具
有

智
能

酿
造

统
筹

规
划

能

力
的

个
人

或
团

队
；

b）
应

具
有

IT
基

础
、数

据
洞

察
、网

络
安

全
、系

统
运

维
、设

备
维

护
、

编
程

调
试

等
信

息
技

术
的

人
员

；

c）
应

制
定

适
宜

的
智

能
酿

造
人

才

培
训

体
系

、绩
效

考
核

机
制

等
，

及
时

有
效

地
使

员
工

获
取

新
的

技
能

和
资

格
，
以

适
应

企
业

智

能
酿

造
发

展
需

要

a）
应

具
备

识
别

人
员

敬
业

度
的

方

法
与

标
准

；

b）
应

具
有

敬
业

度
评

估
方

法
的

系

统
或

平
台

；

c）
应

在
组

织
内

定
期

组
织

员
工

进

行
敬

业
度

评
估

三
级

a）
应

对
啤

酒
智

能
酿

造
战

略

的
执

行
情

况
进

行
监

控
和

评
测

，并
持

续
优

化
战

略
；

b）
应

建
立

优
化

岗
位

结
构

的
机

制
，并

定
期

对
岗

位
结

构
和

岗
位

职
责

的
适

宜
性

进
行

评

估
，基

于
评

估
结

果
实

施
岗

位
结

构
化

和
岗

位
调

整

a）
应

具
有

智
能

酿
造

创
新

管

理
机

制
和

奖
励

制
度

，可
持

续
开

展
智

能
酿

造
相

关
技

术
创

新
和

管
理

创
新

；

b）
应

具
有

知
识

管
理

体
系

，可

通
过

信
息

技
术

手
段

管
理

员
工

贡
献

的
知

识
和

经
验

，

并
结

合
智

能
酿

造
需

求
开

展
分

析
和

应
用

a）
具

备
敬

业
度

保
持

、改
善

以

及
目

标
偏

差
时

的
反

应

方
案

；

b）
具

备
跟

踪
反

应
方

案
效

果

的
方

法
；

c）
应

将
敬

业
度

与
智

能
酿

造

的
结

果
改

善
进

行
关

联

四
级

a）
利

用
数

字
化

的
手

段
实

现

整
体

目
标

和
过

程
的

跟
踪

管
理

；

b）
组

织
战

略
应

可
持

续
优

化

数
字

化
转

型
和

敏
捷

执
行

a）
应

建
立

知
识

管
理

平
台

，实

现
人

员
知

识
、
技

能
、
经

验

的
沉

淀
与

传
播

；

b）
应

将
人

员
知

识
、技

能
和

经

验
进

行
数

字
化

与
软

件
化

a）
应

建
立

敬
业

度
改

善
方

案

库
，结

合
责

任
、资

源
、奖

惩

等
方

式
驱

动
高

敬
业

度
团

队
发

展
企

业
智

能
化

；

b）
人

力
资

源
、
业

务
管

理
、
数

据
洞

察
的

技
术

人
员

应
对

敬
业

度
评

估
方

法
的

合
理

性
、有

效
性

进
行

回
顾

五
级

组
织

战
略

的
实

施
和

方
法

，应

成
为

啤
酒

行
业

的
示

范
标

杆

a）
具

备
自

行
开

发
数

字
化

、

智
能

化
系

统
的

能
力

，含

掌
握

数
字

和
统

计
学

知

识
、

Py
th

on
/J

av
a
等

编

程
技

能
、机

器
学

习
和

深

度
学

习
算

法
技

能
等

；

b）
具

备
向

国
际

、
国

家
、
行

业
、企

业
内

部
复

制
智

能

制
造

成
果

的
能

力

公
司

应
具

备
高

敬
业

度
、高

技

能
人

员
团

队
，能

独
立

完
成

智

能
酿

造
与

数
字

化
生

产
管

理

的
执

行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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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3.
2　

技
术

技
术

能
力

要
素

包
括

数
据

、集
成

、信
息

安
全

3
个

能
力

子
域

。
技

术
能

力
要

素
按

成
熟

度
等

级
可

划
分

为
不

同
等

级
要

求
，见

表
2。

表
2　

技
术
的
成
熟
度
要
求

数
据

a）
应

识
别

业
务

活
动

所
需

的

数
据

和
数

据
的

价
值

；

b）
应

采
集

业
务

活
动

所
需

的

数
据

；

c）
应

规
划

业
务

活
动

所
需

数

据
的

可
视

化
技

术

a）
应

基
于

二
维

码
、
条

形
码

、

RF
ID

、图
形

图
像

，P
LC

的

以
太

网
等

工
业

协
议

，实
现

数
据

自
动

采
集

；

b）
应

针
对

酿
造

、包
装

、动
力

，

质
量

检
测

以
及

能
源

管
理

，

建
立

统
一

的
业

务
数

据
点

位
模

型
；

c）
应

建
立

主
数

据
管

理
规

则
和

主
数

据
创

建
/变

更
流

程
；

d）
应

基
于

信
息

系
统

数
据

和

人
工

经
验

开
展

数
据

分
析

，

建
立

特
定

范
围
（

如
替

代
手

工
数

据
分

析
）
的

使
用

需
求

a）
应

建
立

数
据

共
享

平
台

，数
据

的
汇

聚
与

分
发

管
控

可
通

过
平

台
实

现
流

程
线

上

化
与

自
动

化
，并

具
备

敏
感

数
据

的
识

别

与
脱

敏
处

理
；

b）
应

建
立

主
数

据
平

台
，通

过
主

数
据

平
台

分
享

主
数

据
给

其
他

应
用

系
统

；

c）
应

建
立

数
据

服
务

平
台

，平
台

实
现

数
据

服
务

申
请

与
配

置
的

线
上

化
和

自
动

化
，

支
持

业
务

人
员

快
速

的
数

据
分

析
需

求
；

d）
应

建
立

数
据

质
量

监
控

平
台

，对
数

据
质

量
进

行
实

时
监

控
，并

建
立

数
据

质
量

报

警
机

制

a）
数

据
标

准
在

数
据

治
理

平
台

中
进

行
建

立
，
数

据
标

准
可

共
享

至
供

应

链
上

下
游

企
业

进
行

使

用
，
提

升
信

息
共

享

效
率

；

b）
通

过
数

据
平

台
，
识

别

关
键

与
敏

感
数

据
资

产
，
并

与
外

部
数

据
使

用
人

签
署

数
据

披
露

协

议
，
企

业
数

据
资

产
通

过
标

准
平

台
共

享
至

企

业
外

部
数

据
消

费
者

使
用

；

c）
建

立
改

进
行

动
逐

步
统

一
企

业
数

据
模

型
与

应

用
系

统
数

据
模

型
，
降

低
数

据
开

发
与

分
析

数

据
模

型
的

建
立

屏
障

，

打
通

业
务

与
IT

信
息

壁
垒

；

d）
应

采
用

大
数

据
技

术
，

应
用

各
类

型
算

法
模

型
，
智

能
预

测
酿

造
环

节
状

态
，
为

智
能

酿
造

提
供

优
化

建
议

和
决

策

支
持

a）
应

对
数

据
分

析
模

型
实

时
优

化
，
实

现
基

于
模

型
的

精

准
执

行
；

b）
通

过
数

据
服

务

化
，
提

升
企

业
数

据
资

产
价

值
，
增

强
数

据
资

产
的

交

易
与

流
通

能
力

子
域

一
级

二
级

三
级

四
级

五
级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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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
成

a）
　

应
具

有
系

统
集

成
的

意
识

；

b）
应

满
足

集
成

需
求

的
基

础

设
施

条
件

，
如

物
联

网
、
传

感
器

，
其

他
硬

件
、
软

件
和

网
络

设
备

等

a）
应

建
立

标
准

化
的

集
成

流

程
和

方
法

，以
确

保
集

成
过

程
的

一
致

性
和

可
重

复
性

；

b）
应

建
立

集
成

工
具

和
平

台
，

以
支

持
集

成
任

务
的

自
动

化
和

标
准

化
；

c）
应

建
立

企
业

资
源

管
理

ER
P

软
件

平
台
（

如
SA

P）
，
实

现

关
键

业
务

活
动

设
备
（

如
糖

化
设

备
、
发

酵
设

备
、
包

装

设
备

等
）
、系

统
（

如
质

量
管

理
系

统
、
计

划
排

产
系

统
、

生
产

控
制

系
统

、仓
储

物
流

系
统

等
）
间

的
集

成

a）
应

建
立

灵
活

且
持

续
集

成
的

部
署

环
境

，

支
持

快
速

部
署

和
集

成
新

功
能

和
变

更
。

b）
应

建
立

详
细

的
可

操
作

的
系

统
集

成
标

准
：

　
　

1）
　

边
界

管
理

：模
块

化
系

统
-

系
统

内
部

被
划

分
为

模
块

或
子

系
统

，每
个

模
块

有
明

确
的

边
界

，制
定

系
统

的
边

界
管

理
规

范
，还

需
要

建
立

边
界

管
理

委
员

会
，根

据
系

统
变

更
管

理
流

程
对

系
统

开
发

进
行

边
界

审
核

，以
确

保
系

统
的

规
范

性
、稳

定
性

和
可

靠
性

，形
成

一
个

统
一

的
数

字
平

台
。

　
　

2）
　

单
点

登
录

：实
施

统
一

的
单

点
登

录

的
管

理
流

程
、安

全
标

准
和

用
户

身

份
验

证
规

则
等

。

　
　

3）
　

接
口

规
范

： 
详

细
规

范
-

 规
范

更

为
详

细
，
包

括
请

求
参

数
、
响

应
结

构
、
错

误
处

理
等

方
面

的
详

细
文

档
。

开
发

者
能

够
更

清
晰

地
了

解

A
PI

的
使

用
方

法
。

c）
应

建
立

完
善

的
数

据
管

理
机

制
，确

保
数

据
的

准
确

性
、完

整
性

和
一

致
性

。

d）
应

建
立

业
务

流
程

的
全

面
集

成
，包

括
跨

部
门
（

包
装

和
酿

造
、
质

量
、
动

力
、
物

流

等
）
、
跨

系
统
（

工
作

站
管

理
系

统
、
能

源

管
理

系
统

、
订

单
管

理
系

统
、
任

务
平

台

系
统

、
仓

库
管

理
系

统
、
发

运
管

理
系

统

等
）
集

成
。

通
过

系
统

实
现

对
生

产
过

程

的
实

时
监

控
和

质
量

追
溯

，以
提

高
产

品

质
量

和
安

全
性

a）
应

建
立

智
能

酿
造

、设
备

维
护

、能
源

管
理

、人
员

调

度
、质

量
管

理
等

方
面

的

智
能

化
生

产
管

理
，实

现

全
面

系
统

集
成

；

b）
应

建
立

生
产

成
本

管

理
，
并

评
估

智
能

制
造

技
术

应
用

带
来

的
经

济

效
益

和
投

资
回

报
；

c）
应

建
立

变
更

管
理

和
版

本
控

制
机

制
，
确

保
集

成
系

统
的

稳
定

性
和

可

靠
性

；

d）
应

建
立

了
持

续
创

新
和

改
进

的
机

制
，
通

过
技

术
创

新
和

流
程

优
化

，

不
断

提
升

生
产

效
率

和

产
品

质
量

应
通

过
5G

，
云

、
大

数

据
，

A
I等

技
术

的
充

分

融
合

和
实

施
，
帮

助
制

造
企

业
实

现
数

字
化

转

型
，
建

立
啤

酒
智

能
制

造
领

域
的

工
业

化
集

成

平
台

，实
现

产
品

研
发

、

生
产

制
造

、
产

业
生

态

端
到

端
的

集
成

表
2　

技
术
的
成
熟
度
要
求

 (续
)

能
力

子
域

一
级

二
级

三
级

四
级

五
级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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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T

信
息

安
全

IT
信

息
安

全

a）
应

建
立

O
T

信
息

安
全

防

护
标

准
，
如

O
T

信
息

网
络

分
级

防
护

标
准

、
O

T
网

络

分
级

防
护

标
准

；

b）
应

建
立

企
业

O
T

信
息

安

全
管

理
制

度
，
组

建
O

T
信

息
安

全
响

应
机

构
，落

实
信

息
安

全
责

任
人

具
体

遵
循

G
B/

T
 2

22
39

一
级

安
全

要
求

。
 

a）
应

能
够

防
护

免
受

来
自

个

人
的

、拥
有

很
少

资
源

的
威

胁
源

发
起

的
恶

意
攻

击
、一

般
的

自
然

灾
难

，以
及

其
他

相
当

危
害

程
度

的
威

胁
所

造
成

的
关

键
资

源
损

害
；

b）
　

在
自

身
遭

到
损

害
后

，能
够

恢
复

部
分

功
能

a）
应

对
工

控
系

统
主

机
/服

务

器
实

施
病

毒
防

御
；

b）
应

对
工

控
操

作
主

机
/服

务

器
实

施
主

机
加

固
及

补
丁

管
理

；

c）
应

对
工

控
现

场
操

作
站

实

施
外

设
管

控
、权

限
管

控
；

d）
应

对
工

业
控

制
设

备
的

远

程
维

护
实

施
管

控
；

e）
应

定
期

对
关

键
工

业
控

制

系
统

开
展

信
息

安
全

风
险

评
估

具
体

遵
循

G
B/

T
 2

22
39

二
级

安
全

要
求

。
 

a）
应

能
够

防
护

系
统

免
受

外
部

小
型

组
织

的
、拥

有
少

量
资

源
的

威
胁

源
发

起
恶

意
攻

击
，一

般
自

然
灾

害
，以

及
其

他
相

当
危

害
程

度
威

胁
所

造

成
的

重
要

资
源

损
害

； 
b）

在
系

统
遭

受
损

害
后

，能
在

一
段

时
间

内
恢

复
部

分
功

能

a）
生

产
网

络
应

具
备

边
界

安
全

防
御

措
施

；

b）
生

产
网

络
应

具
备

网
络

准
入

管
理

功
能

；

c）
PL

C/
D

CS
生

产
单

元
应

具
备

网
络

安
全

防
护

措
施

；

d）
工

控
操

作
终

端
应

基
于
“

白
名

单
”
实

施

防
护

；

e）
生

产
网

络
远

程
维

护
应

通
过

可
控

隧
道

加
密

技
术

实
施

具
体

遵
循

G
B/

T
 2

22
39

二
级

安
全

要
求

。
 

a）
应

能
够

在
统

一
安

全
策

略
下

防
护

系
统

免

受
来

自
外

部
有

组
织

的
团

体
、拥

有
较

为

丰
富

资
源

的
威

胁
源

发
起

恶
意

攻
击

、较

为
严

重
的

自
然

灾
害

、以
及

其
他

相
当

危

害
程

度
威

胁
所

造
成

的
主

要
资

源
损

害
； 

b）
能

够
发

现
安

全
漏

洞
和

安
全

时
间

，在
系

统
遭

受
损

害
后

，能
够

较
快

恢
复

绝
大

部

分
功

能

a）
应

建
立

生
产

网
络

安
全

管
理

中
心

；

b）
应

建
立

生
产

网
络

信
息

安
全

应
急

响
应

机
制

；

c）
应

在
生

产
网

络
设

置
审

计
机

制
，
并

由
安

全
管

理
中

心
统

一
管

理
；

d）
生

产
网

络
与

外
部

网
络

数
据

交
互

应
通

过

D
M

Z区
实

现
；

e）
生

产
网

络
边

界
安

全
应

实
现

工
业

控
制

协
议

过

滤
和

识
别

；

f）
生

产
网

络
应

具
备

工
控

病
毒

防
护

和
恶

意
代

码

防
范

的
能

力

具
体

遵
循

G
B/

T
 2

22
39

四

级
安

全
要

求
。

 
a）

应
能

够
在

统
一

安
全

策

略
下

防
护

免
受

来
自

国

家
级

别
的

、
敌

对
组

织

的
、
拥

有
丰

富
资

源
的

威
胁

源
发

起
的

恶
意

攻

击
、严

重
的

自
然

灾
害

，

以
及

其
他

相
当

危
害

程

度
的

威
胁

所
造

成
的

资

源
损

害
； 

b）
能

够
及

时
发

现
、
检

测

发
现

攻
击

行
为

的
安

全

事
件

； 
c）

在
自

身
遭

到
损

害
后

，能

够
迅

速
恢

复
所

有
功

能

a）
应

建
立

生
产

网
络

的
异

构
防

御
体

系
；

b）
生

产
网

络
安

全
管

理
中

心
应

实
现

安

全
动

态
监

测
预

警
，集

中
管

控
；

c）
安

全
管

理
中

心
应

具
备

运
维

审
计

、

数
据

审
计

、
日

志

审
计

、
漏

洞
扫

描

和
基

线
核

查
；

d）
应

实
现

用
户

身
份

鉴
别

和
权

限
审

计

具
体

遵
循

G
B/

T
 22

23
9

五
级

安
全

要
求

。

a）
具

备
第

四
级

的
所

有
功

能
；

b）
具

有
仲

裁
访

问
者

能
否

访
问

某
些

对

象
的

能
力

。
系

统

不
能

被
攻

击
、
被

篡
改

，
具

有
极

强

的
抗

渗
透

能
力

表
2　

技
术
的
成
熟
度
要
求

 (续
)

能
力

子
域

一
级

二
级

三
级

四
级

五
级

9



T/CBJ 3306—2024
6.
3.
3　

资
源

资
源

能
力

要
素

包
括

装
备

、网
络

2
个

能
力

子
域

。
资

源
能

力
要

素
按

成
熟

度
等

级
可

划
分

为
不

同
等

级
要

求
，见

表
3。

表
3　

资
源
的
成
熟
度
要
求

生
产

装
备

a）
原

料
粉

碎
、
糖

化
锅

槽
、
发

酵
罐

、
啤

酒

过
滤

、
清

酒
罐

应
使

用
自

动
化

设
备

，
冷

区
管

道
应

采
用

阀

阵
进

行
物

料
输

送

路
径

切
换

；

b）
瓶

装
线

上
的

洗
瓶

机
、
灌

酒
机

、
验

瓶

机
、
杀

菌
机

应
使

用

自
动

化
设

备
；

c）
制

冷
机

组
、
空

压
机

组
、

CO
2
回

收
机

组
、
锅

炉
机

组
（

如

有
）
、污

水
处

理
厂

、

水
处

理
应

使
用

自

动
化

设
备

；

d）
如

上
述

关
键

工
序

设
备

涉
及

技
改

方

案
，
以

上
条

款
为

最

低
要

求

a）
原

料
粉

碎
、
糖

化
锅

槽
、
发

酵
罐

、
啤

酒
过

滤
、清

酒
罐

应
使

用
数

字
化

设
备

，冷
区

管
道

应
采

用
阀

阵
进

行
物

料
输

送
路

径
切

换
；

b）
瓶

装
线

上
的

洗
瓶

机
、

灌
酒

机
、
验

瓶
机

、
杀

菌
机

应
使

用
数

字
化

设
备

；

c）
制

冷
机

组
、
空

压
机

组
、

CO
2
回

收
机

组
、

锅
炉

机
组
（

如
有

）
污

水
处

理
厂

应
使

用
数

字
化

设
备

；

d）
以

上
关

键
工

序
设

备
，

包
括

关
键

现
场

仪
表

、

IO
站

，
应

具
有

标
准

通
信

接
口

。
标

准
通

信
接

口
包

括
RJ

45
、

RS
23

2、
RS

48
5

等
，

并
支

持
主

流
通

信
协

议
，
包

括
O

PC
/O

PC
 

U
A

 
、

M
O

D
BU

S、
PR

O
FI

BU
S
等

a）
原

料
粉

碎
、糖

化
锅

槽
、发

酵
罐

、啤
酒

过
滤

、清
酒

罐

具
有

数
据

管
理

、
模

拟
加

工
、
图

形
化

编
程

等
人

机

交
互

功
能

；

b）
瓶

装
线

上
的

洗
瓶

机
、
灌

酒
机

、验
瓶

机
、杀

菌
机

具

有
数

据
管

理
、模

拟
加

工
、

图
形

化
编

程
等

人
机

交
互

功
能

；

c）
原

料
粉

碎
、糖

化
锅

槽
、发

酵
罐

、啤
酒

过
滤

、清
酒

罐

应
建

立
三

维
模

型
库

；

d）
瓶

装
线

上
的

洗
瓶

机
、
灌

酒
机

、验
瓶

机
、杀

菌
机

应

建
立

三
维

模
型

库
；

e）
制

冷
机

组
、
空

压
机

组
、

CO
2
回

收
机

组
、
锅

炉
机

组
（

如
有

）
污

水
处

理
厂

应

具
有

数
据

管
理

、
图

形
化

编
程

等
人

机
交

互
功

能
；

f）
制

冷
机

组
、
空

压
机

组
、

CO
2
回

收
机

组
、
锅

炉
机

组
（

如
有

）
污

水
处

理
厂

应

建
立

三
维

模
型

库

a）
原

料
粉

碎
机

、
过

滤
槽

、
啤

酒
过

滤
机

、
泵

、
阀

阵
等

具

有
预

测
性

维
护

功
能

；

b）
瓶

装
线

上
的

洗
瓶

机
、
灌

酒
机

、
杀

菌
机

具
有

数
据

管
理

、
模

拟
加

工
、
图

形
化

编
程

等
具

有
预

测
性

维
护

功
能

；

c）
原

料
粉

碎
机

、
糖

化
锅

槽
、

啤
酒

过
滤

机
、
泵

、
阀

阵
等

具
有

远
程

监
测

和
远

程
诊

断
功

能
，
可

实
现

故
障

预
警

；

d）
瓶

装
线

上
的

洗
瓶

机
、
灌

酒
机

、
杀

菌
机

具
有

数
据

管
理

、
模

拟
加

工
、
图

形
化

编
程

等
远

程
监

测
和

远
程

诊
断

功
能

，
可

实
现

故
障

预
警

；

e）
制

冷
机

组
、
空

压
机

组
、

CO
2回

收
机

组
、锅

炉
机

组

（
如

有
）
污

水
处

理
厂

应
具

有
预

测
性

维
护

功
能

；

f）
制

冷
机

组
、
空

压
机

组
、

CO
2回

收
机

组
、锅

炉
机

组

（
如

有
）
污

水
处

理
厂

应
具

有
远

程
监

测
和

远
程

诊
断

功
能

，可
实

现
故

障
预

警

a）
原

料
粉

碎
机

、
糖

化
锅

槽
、
啤

酒
过

滤
机

、

阀
阵

等
三

维
模

型
应

集
成

设
备

实
时

运
行

参
数

，
实

现
设

备
与

模
型

间
的

信
息

实
时

互
联

；

b）
瓶

装
线

上
的

洗
瓶

机
、灌

酒
机

、杀
菌

机
具

有
集

成
设

备
实

时
运

行
参

数
，
实

现
设

备

与
模

型
间

的
信

息
实

时
互

联
；

c）
原

料
粉

碎
机

、
糖

化
锅

槽
、
啤

酒
过

滤
机

、

泵
，
阀

阵
等

应
实

现
基

于
工

业
数

据
分

析

的
自

适
应

、
自

优
化

、
自

控
制

等
，
并

与
其

他
系

统
进

行
数

据
分

享
；

d）
瓶

装
线

上
的

洗
瓶

机
、灌

酒
机

、杀
菌

机
等

应
实

现
基

于
工

业
数

据
分

析
的

自
适

应
、

自
优

化
、自

控
制

等
，并

与
其

他
系

统
进

行

数
据

分
享

；

e）
制

冷
机

组
、
空

压
机

组
、

CO
2
回

收
机

组
、

锅
炉

机
组
（

如
有

）
污

水
处

理
厂

应
具

有
三

维
集

成
实

时
参

数
，
实

现
设

备
与

模
型

间

的
信

息
实

时
互

联
；

f）
制

冷
机

组
、
空

压
机

组
、

CO
2
回

收
机

组
、

锅
炉

机
组
（

如
有

）
污

水
处

理
厂

等
应

实
现

基
于

工
业

数
据

分
析

的
自

适
应

、自
优

化
、

自
控

制
等

，
并

与
其

他
系

统
进

行
数

据

分
享

能
力

子
域

一
级

二
级

三
级

四
级

五
级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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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
助

装
备

网
络

质
量

检
测

-
应

通
过

检

测
设

备
，完

成
对

空
瓶

和

满
瓶

的
质

量
检

测
，满

足

生
产

的
质

量
要

求

应
实

现
办

公
网

络
覆

盖

物
料

上
料

至
设

备
-

关
键

机
台

机
械

手
根

据
工

艺
要

求
，实

现
物

料
自

动
上

料
至

设
备

a）
应

实
现

工
业

控
制

系

统
独

立
组

网
；

b）
应

实
现

生
产

网
络

独

立
组

网
且

与
外

部
网

络
物

理
或

逻
辑

隔
离

；

c）
应

实
现

生
产

网
络

边

界
防

护
，包

括
不

限
于

安
全

隔
离

、访
问

限
制

等
措

施
；

d）
关

键
控

制
系

统
或

设

备
具

备
远

程
接

入
、维

护
功

能

a）
物

料
识

别
⁃应

实
现

对
物

料
条

码
进

行
自

动
识

别
，

判
断

物
料

的
正

确
性

，
并

进
行

记
录

；

b）
物

料
转

运
⁃应

实
现

A
G

V
根

据
系

统
调

度
指

令
，
自

动
完

成
物

料
的

远
距

离
转

运
工

作
；

c）
物

料
上

料
至

设
备

⁃全
面

机

械
手

根
据

工
艺

要
求

，实
现

物
料

自
动

上
料

至
设

备
；

d）
物

料
检

测
⁃应

实
现

通
过

工
业

视
觉

等
方

式
，
实

现

物
料

缺
陷

检
测

和
剔

除

a）
关

键
控

制
系

统
的

网
络

设

备
应

选
用

工
业

级
产

品
，

具
备

高
可

靠
性

、
支

持
特

定
工

业
通

信
协

议
；

b）
生

产
网

络
应

基
于

数
据

流

向
、数

据
流

量
设

计
分

层
、

分
区

结
构

；

c）
生

产
网

络
应

基
于

冗
余

结

构
设

计
并

具
备

扩
展

能
力

a）
物

料
转

运
-

应
实

现
通

过
机

器
狗

或
机

械
外

骨
骼

，辅
助

完
成

复
杂

物
料

的
搬

运
工

作
，应

实
现

通
过

实
时

定
位

系
统

进
行

物
料

的
实

时
定

位
；

b）
设

备
巡

检
-

应
实

现
利

用
机

器
狗

等
方

式
根

据
设

定
路

线
自

动
完

成
工

厂
内

部
的

设
备

巡
检

任
务

、特
定

人
员

定
位

和
特

定
物

料
定

位
；

c）
质

量
检

测
-

应
实

现
利

用
智

能
摄

像
头

，集
成

A
I算

法
，用

于
生

产
线

的
自

动

化
监

控
、异

常
检

测
和

安
全

防
范

a）
生

产
网

络
应

基
于

业
务

需

求
，
整

合
有

线
网

络
、
无

线

网
络

；

b）
生

产
网

络
应

根
据

业
务

需

求
，优

先
保

证
关

键
业

务
数

据
传

输
，具

备
Q

oS
机

制
；

c）
生

产
网

络
应

具
备

状
态

监

视
、
故

障
管

理
和

统
一

配

置
平

台
；

d）
生

产
网

络
与

办
公

网
络

出

现
数

据
交

互
，
应

分
层

分

级
管

理
，
配

置
工

业
安

全

管
理

网
络

区
（

iD
M

Z）

a）
应

具
备

5G
、

T
SN

、
SD

N
等

新
技

术
应

用

于
生

产
业

务
；

b）
应

具
备

数
据

安
全

、
网

络
安

全
和

系
统

安

全
的

设
计

和
规

范

表
3　

资
源
的
成
熟
度
要
求

 (续
)

能
力

子
域

一
级

二
级

三
级

四
级

五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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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3.
4　

制
造

6.
3.
4.
1　

设
计

设
计

能
力

域
包

括
产

品
设

计
和

工
艺

设
计

2
个

能
力

子
域

。
设

计
能

力
域

按
成

熟
度

等
级

可
划

分
为

不
同

等
级

要
求

，见
表

4。

表
4　

设
计
的
成
熟
度
要
求

产
品

设
计

a）
应

基
于

计
算

机
辅

助
软

件
开

展
二

维

产
品

设
计

；

b）
应

基
于

市
场

和
消

费
者

需
求

，
结

合
设

计
经

验
进

行
产

品

设
计

方
案

的
策

划
；

c）
应

制
定

包
装

和
液

体
设

计
过

程
相

关

规
范

并
确

保
有

效

执
行

a）
应

基
于

计
算

机
辅

助

软
件

开
展

三
维

产
品

设
计

；

b）
应

通
过

产
品

包
装

数

据
管

理
系

统
实

现
包

装
设

计
数

据
的

结
构

化
管

理
，
实

现
数

据

共
享

、
版

本
控

制
及

变
更

流
程

管
理

；

c）
应

通
过

产
品

液
体

数

据
管

理
系

统
管

理
液

体
配

方
，
设

计
品

尝

评
估

体
系

，
执

行
风

味
特

征
评

估
；

d）
应

了
解

消
费

者
需

求

信
息

，
并

依
据

需
求

信
息

实
施

产
品

创
新

设
计

评
估

a）
应

建
立

产
品

包
装

及
液

体
配

方
的

标
准

库
和

设

计
知

识
库

，
以

支
持

快

速
设

计
；

b）
应

运
行

品
尝

结
构

化
体

系
，
预

测
产

品
的

质
量

和
风

味
，
评

估
验

证
产

品
风

味
特

征
符

合
设

计

预
期

；

c）
应

基
于

三
维

模
型

进
行

外
观

、
结

构
、
物

理
性

能

等
关

键
要

素
的

设
计

仿

真
和

迭
代

优
化

；

d）
应

实
施

结
构

化
认

证
流

程
，
确

保
产

品
设

计
中

涉
及

的
关

键
工

艺
验

证

设
计

预
测

并
进

行
迭

代

优
化

，
实

现
产

品
设

计

与
不

同
专

业
团

队
的

协

同
工

作

a）
应

基
于

产
品

包
装

及
液

体
配

方
标

准
库

和
设

计
知

识
库

的

集
成

和
应

用
，
实

现
产

品
参

数
化

、模
块

化
设

计
；

b）
应

建
立

执
行

数
字

化
的

品
尝

体
系

，
预

测
产

品
的

质
量

和

风
味

，
实

现
标

准
客

观
的

产

品
设

计
；

c）
应

将
消

费
者

需
求

、
设

计
信

息
、生

产
信

息
、质

量
信

息
等

集
成

于
数

字
化

系
统

中
，
实

现
全

面
的

产
品

数
据

管
理

；

d）
应

建
立

数
字

化
认

证
管

理
平

台
，
对

产
品

设
计

中
涉

及
的

工
艺

各
个

阶
段

进
行

跟
踪

，

确
保

产
品

设
计

符
合

设
计

预

期
并

进
行

迭
代

优
化

，
实

现

产
品

设
计

到
生

产
的

全
生

命

周
期

管
理

a）
应

基
于

参
数

化
、模

块
化

设
计

建
立

产
品

个

性
化

定
制

平
台

，具
备

个
性

化
定

制
的

接
口

与
能

力
；

b）
应

基
于

智
能

化
的

品
尝

体
系

对
产

品
的

预

测
质

量
和

风
味

进
行

分
析

，实
现

标
准

客
观

的
产

品
设

计
；

c）
应

构
建

完
整

的
产

品
设

计
仿

真
分

析
和

试

验
验

证
平

台
，
并

对
消

费
者

需
求

、
产

品
外

观
、结

构
、物

理
性

能
、工

艺
等

进
行

仿
真

分

析
、
试

验
验

证
与

迭
代

优
化

，
实

现
高

效

设
计

；

d）
应

基
于

智
能

化
的

认
证

管
理

平
台

，对
产

品

设
计

中
涉

及
的

关
键

工
艺

各
个

阶
段

进
行

跟
踪

，
确

保
产

品
设

计
符

合
质

量
标

准
，
实

现
与

各
团

队
及

供
应

商
等

多
方

信
息

交
互

和
协

同
设

计
；

e）
应

利
用

智
能

化
产

品
数

据
管

理
系

统
实

现

产
品

全
生

命
周

期
动

态
管

理
，
满

足
消

费

者
、设

计
、采

购
、生

产
、物

流
、销

售
等

应
用

需
求

能
力

子
域

一
级

二
级

三
级

四
级

五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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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艺

设
计

a）
应

基
于

产
品

设
计

数
据

开
展

酿
造

及

包
装

工
艺

的
设

计

和
优

化
；

b）
应

制
定

工
艺

设
计

过
程

相
关

规
范

并

确
保

有
效

执
行

并

记
录

；

c）
应

建
立

生
产

工
艺

变
更

管
理

机
制

a）
应

基
于

计
算

机
辅

助

的
统

计
工

具
，
开

展

酿
造

及
包

装
工

艺
的

设
计

和
优

化
；

b）
应

基
于

产
品

的
品

类

特
征

建
立

工
艺

设
计

模
板

，
实

现
关

键
工

艺
的

快
速

创
新

；

c）
应

建
立

酿
造

及
包

装

工
艺

变
更

管
理

体
系

a）
应

通
过

工
艺

设
计

管
理

系
统

，
实

现
酿

造
及

包

装
工

艺
的

结
构

化
管

理
、
数

据
共

享
及

规
范

的
变

更
管

理
；

b）
应

基
于

产
品

的
品

类
特

征
建

立
结

构
化

的
设

计

知
识

库
，
涵

盖
工

艺
流

程
、
参

数
、
质

量
控

制
点

等
关

键
要

素
；

c）
应

建
立

生
产

工
艺

仿
真

分
析

、
测

试
及

迭
代

优

化
能

力
，
指

导
工

艺
设

计
和

优
化

；

d）
应

实
现

产
品

设
计

和
工

艺
设

计
的

并
行

模
式

　

a）
应

利
用

对
酿

造
及

包
装

工
艺

的
数

字
化

管
理

指
导

并
实

施

工
艺

的
优

化
；

b）
应

基
于

数
字

化
工

艺
知

识
库

的
有

效
应

用
，
实

现
工

艺
信

息
实

时
调

用
，
为

工
艺

设
计

与
评

估
提

供
决

策
支

持
；

c）
应

充
分

利
用

生
产

工
艺

仿
真

分
析

、
测

试
及

迭
代

优
化

能

力
，指

导
工

艺
设

计
和

优
化

；

d）
应

建
立

数
字

化
工

艺
设

计
管

理
系

统
，
对

工
艺

下
发

、
执

行
、跟

踪
、报

告
等

形
成

有
效

管
控

，
实

现
工

艺
设

计
与

生

产
制

造
协

同
　

a）
应

基
于

智
能

化
的

酿
造

及
包

装
工

艺
知

识

库
指

导
并

实
施

工
艺

的
优

化
；

b）
应

建
立

智
能

化
工

艺
管

理
体

系
，实

时
收

集

生
产

数
据

，
并

通
过

智
能

分
析

，
构

建
工

艺

优
化

模
型

，实
现

工
艺

设
计

优
化

；

c）
　

应
利

用
智

能
化

工
艺

设
计

管
理

平
台

，实
现

多
部

门
协

同
的

工
艺

设
计

表
4　

设
计
的
成
熟
度
要
求

 （
续

）

能
力

子
域

一
级

二
级

三
级

四
级

五
级

6.
3.
4.
2　

生
产

生
产

能
力

域
包

括
计

划
与

调
度

、酿
造

生
产

、包
装

生
产

、设
备

管
理

、安
全

环
境

、仓
储

配
送

、能
源

管
理

、质
量

管
理

8
个

能
力

子
域

。
生

产
能

力
域

按
成

熟
度

等
级

可
划

分
为

不
同

等
级

要
求

，见
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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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生
产
的
成
熟
度
要
求

计
划

与
调

度

酿
造

生
产

a）
应

基
于

销
售

订
单

和
销

售
预

测
等

信

息
，
编

制
主

生
产

计
划

；

b）
应

基
于

主
生

产
计

划
进

行
排

产
，
形

成
详

细
生

产
作

业

计
划

，
并

开
展

生

产
调

度

a）
　

应
在

啤
酒

酿
造

的

关
键

环
节

制
定

标

准
流

程
管

理
要

求

并
有

效
实

施
和

维
护

；

b）
　

应
有

对
应

的
自

动

化
控

制
系

统
且

自

带
人

机
接

口
；

c）
　

应
有

关
键

环
节

的

生
产

过
程

信
息

的

报
表

和
记

录
且

可

保
存

2年
以

上

a）
应

通
过

信
息

系
统

，
依

据
生

产

数
量

、
交

期
等

约
束

条
件

自
动

生
成

主
生

产
计

划
；

b）
应

基
于

企
业

的
安

全
库

存
、
采

购
提

前
期

、
生

产
提

前
期

等
制

约
要

素
实

现
物

料
需

求
计

划

的
运

算
；

c）
应

基
于

信
息

技
术

手
段

编
制

详
细

生
产

作
业

计
划

，
基

于
人

工
经

验
开

展
生

产
调

度

a）
应

通
过

信
息

技
术

手
段

，
将

工

艺
文

件
（

如
工

艺
指

令
、
规

范

和
任

务
等

）
下

发
到

酿
造

生
产

单
元

；

b）
　

应
有

自
动

化
集

成
平

台
，
消

除

信
息

孤
岛

；

c）
　

应
基

于
信

息
技

术
手

段
，
实

现

生
产

过
程

关
键

的
物

料
、
设

备
、
人

员
、
生

产
参

数
等

数
据

的
采

集
，
转

化
和

治
理

，
并

上

传
到

信
息

系
统

，
完

成
对

于
关

键
生

产
过

程
的

追
溯

；

d）
　

应
在

关
键

生
产

工
序

采
用

数

字
化

质
量

检
测

设
备

，
实

现
产

品
质

量
检

测
和

分
析

a）
应

基
于

安
全

库
存

、采
购

提
前

期
、
生

产
提

前
期

、
生

产
过

程

数
据

等
要

素
开

展
生

产
能

力

运
算

，自
动

生
成

有
限

能
力

主

生
产

计
划

；

b）
应

基
于

约
束

理
论

的
有

限
产

能
算

法
开

展
排

产
，自

动
生

成

详
细

生
产

作
业

计
划

；

c）
应

实
时

监
控

各
生

产
环

节
的

投
入

和
产

出
进

度
，系

统
实

现

异
常

情
况

自
动

预
警

，并
支

持

人
工

对
异

常
的

调
整

a）
　

应
根

据
酿

造
生

产
作

业
计

划
，

自
动

将
工

艺
文

件
下

发
到

各

生
产

单
元

；

b）
　

应
实

现
对

酿
造

生
产

作
业

计

划
、
生

产
资

源
、
质

量
信

息
等

关
键

数
据

的
动

态
监

测
；

c）
　

应
通

过
数

字
化

检
验

设
备

及

系
统

集
成

，实
现

关
键

工
序

质

量
在

线
检

测
并

校
验

和
在

线

分
析

，自
动

对
检

验
结

果
判

断

和
报

警
，
实

现
检

测
数

据
共

享
，并

建
立

生
产

过
程

的
问

题

反
应

方
案

库
；

d）
　

应
实

现
对

生
产

过
程

全
流

程

数
据

的
记

录
并

可
追

溯
，相

关

文
档

可
保

存
2年

以
上

a）
应

基
于

先
进

排
产

调
度

的
算

法
模

型
，自

动
给

出
满

足
多

种

约
束

条
件

的
优

化
排

产
方

案
，

形
成

优
化

的
详

细
生

产
作

业

计
划

；

b）
应

通
过

实
时

监
控

各
生

产
要

素
，实

现
系

统
对

异
常

情
况

的

自
动

决
策

和
优

化
调

度

a）
　

应
根

据
酿

造
生

产
作

业
计

划
，

自
动

将
生

产
程

序
、运

行
参

数

或
生

产
指

令
下

发
到

数
字

化

设
备

；

b）
　

应
构

建
模

型
实

现
生

产
作

业

数
据

的
在

线
分

析
，优

化
生

产

工
艺

参
数

、
设

备
参

数
、
生

产

资
源

配
置

；

c）
　

应
基

于
在

线
检

测
的

质
量

数

据
和

过
程

关
键

参
数

，建
立

质

量
数

据
算

法
模

型
预

测
生

产

过
程

异
常

，并
实

现
预

警
；

d）
　

应
实

时
采

集
原

辅
材

料
、生

产

过
程

、
客

户
使

用
的

质
量

信

息
，实

现
产

品
质

量
的

精
准

追

溯
，并

通
过

数
据

分
析

和
知

识

库
的

运
用

，进
行

产
品

的
缺

陷

分
析

，并
推

荐
改

善
方

案

a）
应

通
过

工
业

大
数

据
分

析
，

构
建

生
产

运
行

实
时

模
型

，

提
前

处
理

生
产

过
程

中
的

波

动
和

风
险

，
实

现
动

态
实

时

的
生

产
排

产
和

调
度

；

b）
应

通
过

统
一

平
台

，
基

于
产

能
模

型
、
供

应
商

评
价

模
型

等
，
自

动
生

成
产

业
链

上
下

游
企

业
的

生
产

作
业

计
划

，

并
支

持
企

业
间

生
产

作
业

计

划
异

常
情

况
的

统
一

调
度

；

c）
基

于
动

态
实

时
的

生
产

排
产

和
调

度
可

精
准

测
算

相
关

的

关
键

绩
效

指
标

a）
　

应
实

现
生

产
资

源
自

组
织

、

自
优

化
、
满

足
柔

性
化

、
个

性

化
生

产
的

需
求

；

b）
　

应
基

于
人

工
智

能
、
大

数
据

等
技

术
，
实

现
生

产
过

程
非

预
见

性
异

常
的

自
动

调
整

；

c）
　

应
基

于
模

型
实

现
反

应
方

案

库
自

优
化

能
力

子
域

一
级

二
级

三
级

四
级

五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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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
装

生
产

设
备

管
理

a）
应

在
啤

酒
包

装
生

产
关

键
环

节
制

定

生
产

作
业

相
关

规

范
，并

有
效

实
施

；

b）
应

对
关

键
环

节

（
如

冲
洗

包
装

容

器
、
灌

装
、
封

盖
、

杀
菌

等
）
的

生
产

过
程

信
息

进
行

跟

踪
和

记
录

a）
建
立
基
本
设
备
台
账

；

b）
设

备
台

账
应

通
过

人
工

或
手

持
仪

器

开
展

设
备

点
巡

检
，
并

依
据

人
工

经
验

实
现

检
修

维

护
过

程
管

理
和

故

障
处

理

a）
应

通
过

信
息

技
术

手
段

，
将

工

艺
文

件
（

如
工

艺
指

令
、规

范
和

任
务

等
）
下

发
到

生
产

单
元

；

b）
应

基
于

信
息

技
术

手
段

，
实

现

生
产

过
程

关
键

物
料

、
设

备
、

人
员

等
数

据
的

采
集

，
并

上
传

到
信

息
系

统
；

c）
应

在
关

键
工

序
（
包

材
验

收
、包

装

容
器

冲
洗

、灌
装

、封
盖

、杀
菌

等
）

采
用

数
字

化
质

量
检

测
设

备
，实

现
产

品
质

量
检

测
和

分
析

；

d）
应

通
过

信
息

系
统

记
录

生
产

过
程

产
品

信
息

，
实

现
对

关
键

环
节
（

如
冲

洗
包

装
容

器
、
灌

装
、
封

盖
、
杀

菌
等

）
生

产
过

程

的
追

溯

a）
应

通
过

信
息

技
术

手
段

制
定

设
备

维
护

计
划

，
实

现
对

设
备

设
施

维
护

保
养

的
预

警
；

b）
应

通
过

设
备

状
态

检
测

结
果

，

合
理

调
整

设
备

维
护

计
划

；

c）
应

采
用

设
备

管
理

系
统

实
现

设
备

点
巡

检
、
维

护
保

养
等

状

态
和

过
程

管
理

；

d）
具

有
基

本
电

子
设

备
台

账
，
对

设
备

全
生

命
周

期
有

对
应

的

记
录

；

e）
应

具
备

维
护

技
能

资
质

的
人

员

a）
应

根
据

生
产

作
业

计
划

，自
动

将
工

艺
文

件
下

发
到

各
生

产

单
元

；

b）
应

实
现

对
生

产
作

业
计

划
、生

产
资

源
、质

量
信

息
等

关
键

数

据
的

动
态

监
测

；

c）
应

通
过

数
字

化
检

验
设

备
及

系

统
集

成
，实

现
关

键
工

序
质

量

在
线

检
测

和
在

线
分

析
，自

动

对
检

验
结

果
判

断
和

报
警

，实

现
检

测
数

据
共

享
，并

建
立

生

产
过

程
的

问
题

反
应

方
案

库
；

d）
应

实
现

对
生

产
过

程
全

流
程

数
据

的
记

录
并

可
追

溯

a）
应

实
现

设
备

关
键

运
行

参
数

数
据

的
实

时
采

集
、故

障
分

析

和
（

初
级

）
远

程
诊

断
。

示
例

：

如
温

度
、电

压
、电

流
等

；

b）
应

依
据

设
备

关
键

运
行

参
数

等
，
实

现
设

备
综

合
效

率

（
O

EE
）
统

计
；

c）
应

建
立

设
备

故
障

知
识

库
并

与
设

备
管

理
系

统
集

成
；

d）
应

依
据

设
备

运
行

状
态

，自
动

生
成

检
修

工
单

，实
现

基
于

设

备
运

行
状

态
的

检
修

维
护

闭

环
管

理
；

e）
建

立
完

整
的

设
备

管
理

制
度

，

完
善

维
修

人
员

资
格

审
查

，备

件
库

管
理

，引
入

财
务

考
核

a）
应

根
据

生
产

作
业

计
划

，自
动

将
生

产
程

序
、运

行
参

数
或

生

产
指

令
下

发
到

数
字

化
设

备
；

b）
应

构
建

模
型

实
现

生
产

作
业

数
据

的
在

线
分

析
，优

化
生

产

工
艺

参
数

、
设

备
参

数
、
生

产

资
源

配
置

；

c）
应

基
于

在
线

检
测

的
质

量
数

据
，

建
立

质
量

数
据

算
法

模
型

预
测

生
产

过
程

异
常

，并
实

时
预

警
；

d）
应

实
时

采
集

啤
酒

酒
液

、包
装

包
材

、生
产

过
程

、客
户

使
用

的

质
量

信
息

，实
现

产
品

质
量

的

精
准

追
溯

，并
通

过
数

据
分

析

和
知

识
库

的
运

用
，进

行
产

品

的
缺

陷
分

析
，提

出
改

善
方

案

a）
应

基
于

设
备

运
行

模
型

和
设

备
故

障
知

识
库

，自
动

给
出

预

测
性

维
护

解
决

方
案

；

b）
应

基
于

设
备

综
合

效
率

的
分

析
，自

动
驱

动
工

艺
优

化
和

生

产
作

业
计

划
优

化
；

c）
制

定
集

团
层

面
设

备
数

据
交

互
接

口
标

准
以

及
采

集
数

据

内
容

规
范

a）
应

实
现

生
产

资
源

自
组

织
、

自
优

化
，满

足
柔

性
化

、个
性

化
生

产
的

需
求

；

b）
应

基
于

人
工

智
能

、
大

数
据

等
技

术
，
实

现
生

产
过

程
非

预
见

性
异

常
的

自
动

调
整

；

c）
应

基
于

模
型

实
现

反
应

方
案

库
自

优
化

a）
采

用
机

器
学

习
、
神

经
网

络

等
，
实

现
设

备
运

行
模

型
的

自
学

习
、自

优
化

；

b）
引

入
RC

M（
以

可
靠

性
为

中

心
的

维
修

）
概

念
，优

化
系

统

的
维

修
策

略
 （

按
照

以
最

少

的
资

源
消

耗
，保

持
设

备
固

有

的
可

靠
性

和
安

全
的

原
则

，应

用
逻

辑
决

断
的

方
法

，确
定

设

备
预

防
性

维
修

要
求

的
过

程

和
方

法
。

RC
M

的
核

心
是

以

最
少

的
资

源
消

耗
保

持
设

备

的
经

济
性

和
可

靠
性

）
；

c）
与

IT
部

门
一

起
，综

合
用

户
权

限
、网

络
安

全
、设

备
安

全
等

角

度
进

行
综

合
考

虑
，建

立
集

团

设
备

远
程

运
维

支
持

规
范

表
5　

生
产
的
成
熟
度
要
求

 （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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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力

子
域

一
级

二
级

三
级

四
级

五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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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全

环
境

a）
应

建
立

企
业

安
全

管
理

机
制

，
具

备

安
全

操
作

规
程

；

建
立

安
全

管
理

监

督
及

管
理

回
顾

制

度
，
确

保
安

全
管

理
的

有
效

执
行

及

持
续

改
进

；

b）
应

建
立

企
业

环
境

管
理

机
制

，
具

备

环
境

操
作

规
程

；

建
立

环
境

监
督

管

理
制

度
，
确

保
环

境
操

作
规

程
有

效

实
施

a）
应

通
过

信
息

技
术

手
段

实
现

员
工

职
业

健
康

和
安

全
作

业

管
理

；
通

过
信

息
技

术
手

段
优

化
安

全
管

理
流

程
，
减

少
工

作

量
，
实

现
安

全
管

理
流

程
的

标

准
化

及
可

视
化

，
为

企
业

管
理

人
员

提
供

有
效

指
导

，
跟

踪
安

全
管

理
措

施
的

落
地

执
行

；

b）
应

通
过

信
息

技
术

手
段

实
现

环
境

管
理

，
环

境
数

据
可

采
集

并
记

录
，
建

立
环

境
管

理
电

子

台
账

，
实

现
台

账
动

态
管

理
和

更
新

a）
应

建
立

安
全

培
训

、风
险

管
理

等
知

识
库

；在
现

场
作

业
端

应

用
定

位
跟

踪
等

方
法

，强
化

现

场
安

全
管

控
；通

过
技

术
手

段

自
动

识
别

现
场

不
安

全
状

况

及
不

安
全

行
为

，并
且

通
过

信

息
手

段
自

动
获

取
现

场
的

安

全
设

备
信

号
，实

时
监

控
及

预

警
，实

现
安

全
的

前
置

管
理

；

b）
应

建
立

环
境

培
训

、环
境

因
素

和
风

险
管

理
等

知
识

库
；实

现

从
清

洁
生

产
到

末
端

治
理

的

全
过

程
环

境
数

据
的

采
集

，实

时
监

控
及

报
警

，并
开

展
可

视

化
分

析
；

c）
应

建
立

应
急

指
挥

中
心

，基
于

应
急

预
案

库
自

动
给

出
管

理

建
议

，缩
短

突
发

事
件

应
急

响

应
时

间
，并

根
据

现
场

的
数

据

安
全

信
号

，
提

前
预

警
，
提

前

反
应

，实
现

企
业

应
急

管
理

的

及
时

性

a）
应

基
于

安
全

作
业

、风
险

管
控

等
数

据
的

分
析

，实
现

危
险

源

的
动

态
识

别
、
评

审
和

治
理

；

并
且

通
过

数
据

的
深

度
分

析
，

自
动

识
别

差
距

，自
动

进
行

安

全
管

理
决

策
，从

而
改

进
安

全

业
绩

；

b）
应

实
现

环
境

监
测

数
据

和
生

产
作

业
数

据
的

集
成

应
用

，建

立
数

据
分

析
模

型
，开

展
环

境

影
响

和
排

放
分

析
及

预
测

预
警

a）
应

综
合

应
用

知
识

库
及

大
数

据
分

析
技

术
，
实

现
生

产
安

全
一

体
化

管
理

；
通

过
大

数

据
模

型
的

建
立

及
分

析
，
实

现
工

伤
的

提
前

预
测

；

b）
应

实
现

环
境

、生
产

、设
备

等

数
据

的
全

面
实

时
监

控
，
应

用
数

据
分

析
模

型
，
预

测
生

产
排

放
并

自
动

提
供

生
产

优

化
方

案
并

执
行

表
5　

生
产
的
成
熟
度
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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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
储

配
送

a）
仓

储
进

出
库

管

理
：
使

用
进

销
存

软
件

或
仓

储
软

件

基
于

单
据

登
记

库

存
进

出
帐

，
包

括

产
品

、
数

量
等

信

息
，
明

确
库

存
来

源
和

去
向

；

b）
成

品
质

量
：
系

统

区
分

可
发

/冻
结

/
过

期
等

质
量

状

态
，
结

合
现

场
做

好
区

域
隔

离
，
避

免
过

失
发

运
；

c）
回

瓶
库

存
：
回

瓶

在
系

统
中

管
理

库

存
，
有

准
确

的
物

料
和

数
量

信
息

，

及
时

登
记

进
出

库
。

高
级

管
理

下
，
可

登
记

来
源

信
息

，
协

助
回

瓶

率
管

理
；

d）
对

于
运

输
计

划
、

执
行

、
结

费
和

供

应
商

管
理

有
管

理

要
求

的
基

本
可

视

度
，
相

关
指

标
能

够
基

于
数

据
进

行

计
算

a）
条

码
出

入
库

和
射

频
技

术
：
基

于
条

码
进

行
库

存
出

入
管

理
，

实
时

反
映

库
存

出
入

情
况

，
自

动
关

联
数

据
，
可

提
高

效
率

，

精
确

管
理

库
存

和
溯

源
。

使

用
货

位
/货

架
管

理
的

经
销

商
，
出

入
库

时
登

记
位

置
信

息
，
确

保
移

动
才

登
记

，
登

记

才
移

动
；

b）
基

于
批

次
的

先
进

先
出

：
库

存

帐
包

含
批

次
和

有
效

期
信

息
，

基
于

系
统

分
配

或
建

议
进

行

先
进

先
出

拣
货

，
老

酒
先

出
，

保
持

酒
龄

新
鲜

度
，
避

免
库

存

呆
滞

；

c）
在

途
跟

踪
：
使

用
车

载
或

司
机

手
机

G
PS

进
行

位
置

跟
踪

，结

合
运

作
需

要
进

行
跨

区
或

偏

离
报

警
，
确

保
司

机
按

配
送

计

划
执

行

a）
在

库
存

管
理

规
范

基
础

上
，能

够
进

行
设

备
和

人
力

管
理

。

设
备

管
理

：针
对

物
料

搬
运

设

备
的

iO
T

数
据

采
集

、
效

率

分
析

，以
及

安
全

管
理

。
人

力

管
理

：针
对

人
员

的
日

常
操

作

登
记

，效
率

分
析

等
。

库
存

、
设

备
、
人

力
三

块
数

据

能
够

打
通

集
成

，形
成

整
体

的

仓
储

可
视

度
；

b）
货

物
签

收
：司

机
在

系
统

中
进

行
签

收
记

录
，按

需
要

提
供

门

头
照

、
卸

货
堆

头
等

照
片

信

息
，
按

需
要

进
行

追
溯

登
记

（
扫

描
追

溯
码

等
）
，判

断
异

地

卸
货
（

卸
货

位
置

错
误

）
，保

证

签
收

真
实

、准
确

。
客

户
可

线

上
进

行
订

单
满

意
度

评
价

a）
在

集
成

的
基

础
上

，利
用

数
据

分
析

和
训

练
能

够
对

业
务

产

生
建

议
，
进

行
纠

正
和

预
防

。

包
括

且
不

限
于

：库
区

规
划

和

A
BC

规
划

、
劳

动
力

排
班

优

化
、
设

备
管

理
优

化
、
上

架
和

拣
货

建
议

等
。

同
时

引
入

自

动
化

仓
储

设
备

，包
括

且
不

限

于
自

动
存

储
系

统
（

A
SR

S）
、

自
动

搬
运

系
统
（

A
G

V）
、
自

动
装

卸
系

统
（

A
T

LS
）
等

；

b）
在

集
成

基
础

上
，能

够
做

到
运

输
排

线
优

化
：有

清
晰

收
单

规

则
后

，
车

队
可

提
前

根
据

距

离
、
客

户
收

货
习

惯
、
平

衡
司

机
工

作
量

等
信

息
在

系
统

中

进
行

排
线

，目
标

为
服

务
和

成

本
最

优
。

常
规

做
法

为
表

格

或
地

图
排

线
，提

高
效

率
。

高

级
算

法
排

线
适

用
于

体
量

大
、

规
则

复
杂

、数
据

质
量

高
的

经

销
商

，需
要

基
于

优
化

目
标

和

约
束

条
件

，结
合

优
化

算
法

输

出
最

优
方

案

a）
基

于
流

程
和

设
备

操
作

的
自

动
化

基
础

，
能

够
形

成
一

体

化
的

仓
储

管
理

体
系

，
软

硬

件
有

效
结

合
，
可

实
现

相
关

系
统

配
置

和
策

略
的

自
动

优

化
和

迭
代

。
企

业
和

上
游

供

应
链

集
成

，
实

现
物

料
自

动

拉
动

和
最

优
库

存
水

平
。

企

业
和

下
游

供
应

链
集

成
，
实

现
库

存
计

划
提

前
预

判
，
端

到
端

库
存

天
数

最
优

和
人

力

安
排

最
优

；

b）
服

务
引

领
：
基

于
算

法
和

遥

感
技

术
，
能

够
预

判
配

送
服

务
的

风
险

并
及

时
干

预
，
确

保
货

物
保

质
保

量
地

送
达

客
户

；

成
本

引
领

：
基

于
大

数
据

分
析

和

市
场

平
台

对
接

，
能

够
及

时
采

购

市
场

上
最

优
资

源
和

运
输

模
式

；

智
慧

引
领

：
基

于
绿

色
能

源
和

无

人
驾

驶
技

术
，采

用
全

电
、氢

能
等

可
替

代
能

源
车

辆
，
并

尝
试

采
用

无
人

驾
驶

技
术

，实
现

碳
排

优
化

表
5　

生
产
的
成
熟
度
要
求

 （
续

）

能
力

子
域

一
级

二
级

三
级

四
级

五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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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源

管
理

a）
应

建
立

企
业

能
源

管
理

制
度

；

b）
应

安
装

主
要

能
源

的
计

量
器

具

a）
应

通
过

信
息

技
术

手
段

，
对

主

要
能

源
产

生
、
消

耗
点

，
展

开

数
据

采
集

与
计

量
；
包

含
对

啤

酒
从

原
料

进
厂

至
产

品
出

厂

的
生

产
过

程
中

实
际

消
耗

的

各
种

能
源
（

水
、
电

、
煤

、
燃

气
、

蒸
汽

以
及

可
再

生
能

源
等

）
，

主
要

能
源

产
生

、
消

耗
点
（

原

料
制

备
、
糖

化
、
发

酵
、
储

酒
、

过
滤

、
包

装
以

及
酵

母
制

备
等

工
艺

段
）
展

开
数

据
的

采
集

与

计
量

；

b）
应

建
立

水
电

气
等

重
点

能
源

消
耗

的
动

态
监

控
和

计
量

；

c）
应

实
现

重
点

高
能

耗
设

备
、
系

统
等

的
动

态
运

行
监

控
；

d）
应

对
有

节
能

优
化

需
求

的
设

备
开

展
实

时
计

量
，
并

基
于

计

量
结

果
进

行
节

能
改

造

a）
应

对
高

能
耗

设
备

能
耗

数
据

进
行

统
计

与
分

析
，制

定
合

理

的
能

耗
评

价
指

标
（

高
能

耗
设

备
，如

破
碎

机
、磨

粉
机

、糖
化

锅
、煮

沸
锅

、过
滤

锅
、冷

却
设

备
、过

滤
设

备
与

罐
装

等
设

备

的
运

行
情

况
）
；

b）
应

建
立

能
源

管
理

信
息

系
统

，

对
能

源
输

送
、存

储
、转

化
、使

用
等

各
环

节
进

行
全

面
监

控
，

进
行

能
源

使
用

和
生

产
活

动

匹
配

，并
实

现
能

源
调

度
；

c）
应

实
现

能
源

数
据

与
其

他
系

统
数

据
共

享
，为

业
务

管
理

系

统
和

决
策

支
持

系
统

提
供

能

源
数

据

a）
应

建
立

节
能

模
型

，实
现

能
源

的
精

细
化

和
可

视
化

管
理

；

b）
应

根
据

能
效

评
估

结
果

，及
时

对
空

压
机

、锅
炉

等
高

耗
能

设

备
进

行
技

术
改

造
和

更
新

；

c）
基

于
长

期
生

产
计

划
和

能
源

基
准

，并
综

合
考

虑
可

再
生

能

源
的

使
用

，
进

行
预

测
，
制

定

用
能

计
划

。
长

期
计

划
包

括

制
定

包
括

绿
电

与
绿

证
采

购

计
划

a）
应

实
现

能
源

的
动

态
预

测
和

平
衡

，并
指

导
生

产
；

b）
应

具
有

碳
排

放
管

理
平

台

（
看

板
、分

析
、预

测
、战

略
）

表
5　

生
产
的
成
熟
度
要
求

 （
续

）

能
力

子
域

一
级

二
级

三
级

四
级

五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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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
量

管
理

a）
应

对
啤

酒
生

产
过

程
制

定
清

晰
的

质

量
标

准
（

包
含

生

产
工

艺
过

程
、
在

线
仪

表
管

理
、
产

品
质

量
标

准
等

）

并
有

效
执

行
；

b）
应

建
立

啤
酒

生
产

工
艺

文
档

或
数

据

管
理

机
制

，
对

啤

酒
生

产
过

程
进

行

有
效

记
录

、
查

阅

和
执

行
，
各

环
节

实
现

可
追

溯

a）
应

基
于

信
息

化
管

理
理

念
对

啤
酒

生
产

过
程

质
量

标
准
（

包

含
生

产
工

艺
过

程
、
在

线
仪

表

管
理

、
产

品
质

量
标

准
等

）
进

行
优

化
和

改
进

；

b）
应

借
助

信
息

技
术

对
啤

酒
生

产
过

程
进

行
有

效
记

录
，
各

环

节
可

通
过

系
统

互
联

实
现

可

追
溯

；

c）
应

对
质

量
不

合
格

产
品

进
行

记
录

、分
析

和
改

进

a）
应

基
于

数
字

化
管

理
理

念
对

啤

酒
生

产
过

程
质

量
标

准
（

包
含

生
产

工
艺

过
程

、在
线

仪
表

管

理
、产

品
质

量
标

准
等
）
进

行
优

化
和

改
进

，可
实

现
结

构
化

管

理
、数

据
共

享
、版

本
管

理
、权

限
控

制
和

审
批

的
执

行
；

b）
应

建
立

知
识

库
（

包
含

啤
酒

生

产
工

艺
流

程
、标

准
、资

源
等
）
，

有
清

晰
可

视
化

的
视

图
展

示
、

查
询

、更
新

、审
批

流
程

；

c）
应

运
用

计
算

机
、
管

理
方

法

（
六

西
格

玛
）
对

质
量

不
合

格

产
品

进
行

记
录

、
分

析
和

改

进
，
关

注
过

程
能

力
（

CP
K
、

PP
K）

的
分

析
和

改
进

；

d）
应

通
过

数
字

化
手

段
对

啤
酒

生
产

实
现

端
到

端
全

流
程

可

追
溯

a）
应

基
于

数
字

化
管

理
理

念
对

啤
酒

生
产

过
程

质
量

标
准
（

包

含
生

产
工

艺
过

程
、在

线
仪

表

管
理

、
产

品
质

量
标

准
等

）
进

行
优

化
和

改
进

，可
实

现
结

构

化
管

理
、
数

据
共

享
、
版

本
管

理
、
权

限
控

制
和

审
批

的
执

行
，质

量
管

控
实

现
数

字
化

并

可
通

过
数

据
互

联
实

现
工

艺

改
进

；

b）
应

建
立

知
识

库
（

包
含

啤
酒

生

产
工

艺
流

程
、
标

准
、
资

源

等
）
，可

结
构

化
直

观
展

示
、查

询
、更

新
、审

批
，可

为
啤

酒
工

艺
改

进
提

供
决

策
支

持
；

c）
应

运
用

计
算

机
、
管

理
方

法

（
六

西
格

玛
）
对

质
量

不
合

格

产
品

进
行

记
录

、
分

析
和

改

进
，
关

注
过

程
能

力
（

CP
K
、

PP
K）

的
分

析
和

改
进

，
可

实

现
闭

环
管

控
和

绩
效

提
升

a）
应

基
于

A
I/

M
L

的
数

字
化

技
术

对
啤

酒
生

产
过

程
质

量

标
准

进
行

优
化

和
改

进
，
使

质
量

管
控

实
现

数
字

化
并

可

通
过

数
据

互
联

实
现

工
艺

改

进
，
可

输
出

最
佳

实
践

并
具

备
拓

展
性

；

b）
应

基
于

数
据

互
联

实
现

数
据

洞
察

找
到

关
键

质
量

控
制

点
，动

态
管

控
和

优
化

；

c）
应

引
入

高
阶

分
析

和
A

I/
M

L
去

探
索

啤
酒

工
艺

改
进

和
优

化
，
找

到
机

会
点

并
具

备
可

实
施

性

表
5　

生
产
的
成
熟
度
要
求

 （
续

）

能
力

子
域

一
级

二
级

三
级

四
级

五
级

6.
3.
4.
3　

服
务

服
务

能
力

域
包

括
客

户
服

务
1
个

能
力

子
域

。
服

务
能

力
域

按
成

熟
度

等
级

可
划

分
为

不
同

等
级

要
求

，见
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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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服
务
的
成
熟
度
要
求

能
力

子
域

客
户

服
务

一
级

a）
应

制
定

产
品

服
务

规
范

，

并
有

效
执

行
；

b）
应

对
客

户
服

务
信

息
进

行

统
计

，
并

反
馈

给
设

计
、
生

产
、销

售
部

门

二
级

a）
　

应
建

立
包

含
客

户
反

馈
渠

道
和

服
务

满
意

度
评

价
制

度
的

规
范

化
服

务
体

系
，实

现
客

户
服

务
闭

环
管

理
；

b）
应

通
过

信
息

系
统

实
现

客

户
服

务
管

理
，
对

客
户

服

务
信

息
进

行
统

计
并

反
馈

给
相

关
部

门
；

c）
应

建
立

客
户

服
务

回
应

标

准
和

投
诉

处
理

流
程

；

d）
具

有
危

机
处

理
小

组

三
级

a）
应

通
过

客
户

服
务

平
台

或

移
动

客
户

端
等

实
时

提
供

在
线

客
服

；

b）
应

具
有

客
户

服
务

信
息

数

据
库

及
客

户
服

务
知

识

库
，
能

够
实

现
与

客
户

关

系
管

理
系

统
的

集
成

四
级

a）
应

实
现

面
向

客
户

的
精

细

化
管

理
，
提

供
主

动
式

客

户
服

务
；

b）
应

建
立

客
户

服
务

数
据

模

型
，
能

够
实

现
满

足
客

户

需
求

的
精

准
服

务

五
级

a）
应

采
用

服
务

机
器

人
实

现
自

然
语

言
交

互
、
智

能
客

户
管

理
，并

通
过

多
维

度
的

数
据

挖

掘
，进

行
自

学
习

、自
优

化
；

b）
应

通
过

多
维

度
客

户
数

据
智

能
分

析
，指

导
生

产
过

程
优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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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评估方法

6.4.1　评估流程

评估流程按 GB/T 39117—2020 中第 5 章执行。

6.4.2　成熟度等级判定

成熟度等级判定按 GB/T 39117—2020 执行。

6.4.3　评估方法

6.4.3.1　满足程度与得分

评估组应将采集的证据与评估条款进行对照，按照满足程度对条款的要求进行逐条打分。

评估条款满足程度与得分对应见表 7。

表 7　成熟度要求满足程度与得分对应

成熟度要求满足程度

全部满足

大部分满足

部分满足

不满足

得分/分

1

0.8

0.5

0

6.4.3.2　评估域权重

啤酒行业属于流程型制造企业，按 GB/T 39117—2020 中流程型制造企业主要评估域及权重进行

评估。制定评估域权重见表 8。

表 8　啤酒企业主要评估域及权重

人员

技术

资源

制造

6%

11%

15%

68%

组织战略

人员技能

人员敬业度管理

数据

集成

信息安全

装备

网络

设计

34%

33%

33%

46%

27%

27%

67%

33%

13%

组织战略

人员技能

人员敬业度管理

数据

集成

OT 信息安全

IT 信息安全

生产装备

辅助装备

网络

产品设计

工艺设计

100%

100%

100%

100%

100%

50%

50%

50%

50%

100%

50%

50%

能力要素 能力要素权重 能力域 能力域权重 能力子域 能力子域权重

21



T/CBJ 3306—2024

生产

服务

72%

15%

计划与调度

酿造生产

包装生产

设备管理

安全环境

仓储配送

能源管理

质量管理

客户服务

16%

15%

15%

14%

10%

10%

10%

10%

100%

制造 68%

表 8　啤酒企业主要评估域及权重  (续)

能力要素 能力要素权重 能力域 能力域权重 能力子域 能力子域权重

6.4.3.3　计算方法

能力子域得分为该子域要求得分的算数平均值，能力子域得分按式（1）计算：

D= 1
n∑

1

n

X …………………………（ 1 ）

式中：

D——能力子域得分；

X——能力子域要求得分；

n——能力子域的要求个数。

能力域的得分为该域下能力子域得分的加权求和，能力域得分按式（2）计算：

C=∑( )D× γ …………………………（ 2 ）
式中：

C ——能力域得分；

D——能力子域得分；

γ ——能力子域权重。

能力要素的得分为该要素下能力域的加权求和，能力要素的得分按式（3）计算：

B=∑( )C× β …………………………（ 3 ）
式中：

B——能力要素得分；

C——能力域得分；

β——能力要素权重。

成熟度等级的得分为该等级下能力要素的加权求和，成熟度等级的得分按式（4）计算：

A=∑( )B× α …………………………（ 4 ）
式中：

A——成熟度等级得分；

B——能力要素得分；

α ——能力要素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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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3.4　成熟度等级判定方法

当被评估对象在某一等级下的成熟度得分超过评分区间的最低分视为满足该等级要求，反之，则

视为不满足。在计算总体分数时，已满足的等级的成熟度得分取值为 1，不满足的级别的成熟度得分

取值为该等级的实际得分。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总分，为各等级评分结果的累计求和。评分结果与能

力成熟度对应关系见表 9。
根据表 9 给出的分数与等级的对应关系表，结合实际得分 S，可直接判断出企业当前所处的成熟

度等级。

表 9　分数与等级的对应关系

成熟度等级

五级（引领级）

四级（优化级）

三级（集成级）

二级（规范级）

一级（规划级）

对应评分区间

4.8≤S<5

3.8≤S<4.8

2.8≤S<3.8

1.8≤S<2.8

0.8≤S<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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