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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在2010年度工业企业“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评估研究与实践的基础上，完善了两
化融合评估体系，依据2011年度工业企业两化融合评估的理论研究和具体实践成果，客
观描述了基于钢铁、冶金矿山、纯碱、水泥、电解铝、机床、船舶、商用车、家电、棉
纺织、服装、乳制品等12个重点行业测评数据的两化融合发展现状和各行业两化融合发
展水平，梳理出促进各行业两化融合发展的关键点，挖掘出一批标杆企业和典型经验，
提炼了行业两化融合的*实践和成功经验。全书具有理论研究前沿、数据案例真实、成果
提炼可推广等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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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序言中国的工业化起步晚于西方发达国家数百年，尽管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工
业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我国仍处于工业化发展中期阶段。尤其是进入“十二五
”时期以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如何应对当前震荡诡谲的国际经济局势以及
资源短缺约束日趋严重、环境保护形势严峻的局面，如何解决出口持续下降、内需萎靡
不振、人力成本急速上升、用工荒不断蔓延等问题，将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关系到我
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大局的重中之重。抓住信息通信技术飞速发展带来的巨大历史性
机遇，通过工业化带动信息化的前进步伐，大力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是党的十七大
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也是我国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必然途径和迫切要求。推
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就是深刻把握全球信息化深入发展与中国工业化进程加速
交汇的时代特征，在全面提高信息化水平的基础上，促进信息通信技术向工业体系全面
渗透，加快实现信息化基础上的新型工业化。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就是要实
现信息技术从单项业务应用向多业务综合集成转变，从单一企业应用向产业链协同应用
转变，从局部流程优化向全业务流程再造转变，从传统的生产方式向柔性智能的生产方
式转变，从提供单一产品向提供一体化的产品服务组合转变。近年来，工业和信息化部
不断探索工作思路，创新工作方法，完善工作体系，推动两化深度融合工作迈上新台阶
。一是完善政策措施，联合科技部等五部委制定并发布了《关于加快推进信息化与工业
化深度融合的若干意见》。二是开展区域试点，推进国家级两化融合试验区工作，探索
区域两化融合新模式。三是开展试点示范，围绕信息化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促进安全生
产和节能减排等专题，组织实施试点示范工程。四是加大技术改造，实施了一大批面向
企业两化融合的中央和地方技改专项。五是完善公共服务平台，支持一批面向中小企业
和产业集群的两化融合服务平台建设。六是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把电子商务、现代
物流作为推进两化融合的重要支撑和内容，加强统筹协调、全面推进。七是推进产用互
动，建立电子制造、基础软件、关键装备、大型用户参与的协同攻关应用体系，不断增
强支撑两化融合的信息技术装备和服务能力。当前，尽管我国有少数领先企业通过不断
深化两化融合，巩固和加强了自身竞争优势，并快速取得了新的进展和突破，但整体而
言，工业企业当前两化融合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信息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的潜能还
需要充分发挥。为全面反映重点行业以及我国工业企业两化融合的总体发展现状和问题
，探讨两化融合发展的重点和关键环节，挖掘一批行业标杆企业，提炼各行业两化融合
最佳实践和典型经验，在前期钢铁、化肥、重型机械、轿车、造纸、棉纺织、肉制品加
工7个重点行业评估工作的基础上，2010—2011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又组织开展了钢铁、
冶金矿山、纯碱、水泥、电解铝、机床、商用车、造船、家电、棉纺织、服装、乳制品1
2个重点行业的两化融合评估工作，取得了初步成果。本书的出版，相信对各级政府部门
、行业组织、研究院所、企业等有关单位和个人全面了解工业企业两化融合及其评估理
念、方法、内容和作用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也有助于进一步加深对我国工业企业两化
融合的认识，为开展相关工作，深入推进两化融合，加速工业转型升级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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