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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中国企业联合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电

子产品可靠性与环境试验研究所、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工业标准化研究院、清华

大学、北京机械工业自动化研究所、浙江省企业信息化促进会、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徐州工程机

械集团有限公司、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河钢股份有限公司承德分公司、无锡市第一棉纺织厂、吴忠仪

表有限责任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周剑、张文彬、赵国祥、郑永亮、于秀明、李清、陈杰、宋茂恩、刘小茵、李君、

黎晓东、王志林、王涛、柳荣梦、周翼、周平、曹志月、张启亮、肖琳琳、郭利、杨宝刚、李忠福、傅正、陈希、
丁惠珍、窦伟、马冬妍、陶铮、凌大兵、李俊宏、李亮、孙洁香、罗皓、郭伟、邱君降、窦克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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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以下简称两化融合)管理体系系列标准包括基础和术语、要求、实施指南、评
估规范、审核指南等,共同构成了一组密切相关的标准族,可引导各类组织建立、实施、保持和改进两化

融合管理体系,也可供相关方评价组织两化融合管理体系的符合性和有效性。
为系统指导标准应用,可进一步研制两化融合管理体系关键内容与框架、有关方法与工具标准,依

据不同行业或不同领域的特色和需求制定分类标准,并给出相关参考模型。
本标准表述了两化融合管理体系的通用指南、指导性方法和实施建议,对相关条款进行补充解释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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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管理体系
实施指南

1 范围

本标准给出了组织落实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以下简称两化融合)管理体系各项要求的通用指南、
指导性方法和实施建议,对GB/T23001—2017相关条款进行补充解释说明,但不增加、减少或修改

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任何规模、类型和性质的组织,用于帮助组织科学有效地建立、实施、保持和改进两化

融合管理体系,确保新型能力目标的实现;可为开展两化融合管理体系建设的组织,提供相关咨询、培训

及评定服务的人员和机构,以及制定相关标准的人员提供参考。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23000—2017 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管理体系 基础和术语

GB/T23001—2017 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管理体系 要求

GB/T23020—2013 工业企业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评估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GB/T23000—2017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可持续竞争优势

4.1 总则

在当前信息革命的时代背景下,组织亟需顺应新趋势、把握新机会,形成覆盖全员、全要素、全过程、
全方位的管理新模式,从而引领组织的战略转型变革,实现可持续发展。

GB/T23001—2017规定的两化融合管理体系旨在引导组织持续推进战略循环、要素循环和管理

循环,从而建立两化融合背景下的管理模式,以不断打造新型能力,获取可持续竞争优势。

4.2 识别组织的内外部环境

组织应对内外部环境的识别、分析和确定做出制度化安排,明确相关职责、流程、时机、频次和方

法等。
所分析的内外部环境信息应全面、及时、准确,以动态优化组织的战略、明确差异化的可持续竞争

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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