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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则 

（一）目的 

为落实《加快推进“企业上云”三年行动计划》（苏经

信企信〔2017〕923 号），大力推动“企业上云”，支撑星

级上云企业评定工作，特制定本指南。 

（二）适用范围 

1、本指南中适用于在江苏省注册且具有独立法人地位

的企业。 

2、三星级上云企业应通过采购公有云服务的形式上云；

四星和五星级上云企业可通过采购公有云服务、自建私有云

或以混合云等形式上云。 

二、组织管理 

（一）主管部门 

江苏省工信厅，各设区市经信委及昆山市、泰兴市、沭

阳县经信委（局）负责组织星级上云企业评定工作。 

（二）分级管理 

三星级上云企业由各设区市经信委及昆山市、泰兴市、

沭阳县经信委（局）组织评定，结果报省工信厅。四星级、

五星级上云企业由各设区市经信委及昆山市、泰兴市、沭阳

县经信委（局）组织推荐，省工信厅组织评定。 

三、上云范围及内容 

（一）业务上云 

企业通过购买公有云服务，或建设私有云、混合云等方

式，应用工业 APP 及基础云服务，实现核心业务上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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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工业 APP 应用 

（1）设计 

 研发设计应用。选用建模、分析、制图、工艺、仿

真、逆向、试验、数控编程等云端研发设计服务，共享研发

设计工具，降低成本，保障研发设计信息安全。 

 研发设计案例库。建设云端研发设计案例库，实现

研发设计案例的在线分析、集成、共享和管理。 

 研发设计协同。选用任务分发、任务众包、分工协

作等云设计服务，实现部门及企业间跨地域、多语言的协同

开发。  

（2）生产 

 生产排产管理。在云端制定预排产计划，并分析计

划与现场实际的偏差，动态调整排产计划。 

 制造执行系统。选用云端 MES，进行制造数据管理、

计划排程管理、生产调度管理、质量管理、人员管理、工作

中心、工具工装管理、生产过程控制、底层数据集成分析、

上层数据集成分解等管理模块，为企业打造一个扎实、可靠、

全面、可行的制造协同管理平台。 

（3）供应链 

 供应商关系管理。选用云端 SRM，通过供应商分类

选择、战略关系发展、供应商谈判和供应商绩效评价等服务，

在供需双方间建立和维持长久、稳定紧密的伙伴关系，从而

达到降低采购成本、提升工作效率，为企业创造巨大价值。 

 采购管理。选用云端采购管理系统，明确需采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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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种类与数量，对采购订单、交货日期、预发货清单等进

行统一管理，帮助授权用户从云端获得供应商、采购价格行

情参考和分析等相关数据和信息。 

 物流管理。选用云端物流管理系统，统计分析物料

库存状态、制定物流计划、统一管理运力并追踪产品物流信

息。 

 企业资源规划。选用云端 ERP，对信息进行充分整

理、有效传递，使企业的资源在购、存、产、销、人、财、

物等各个方面能够得到合理地配置与利用，从而实现企业经

营效率的提高。 

（4）销售 

利用电商云、工业互联网/工业云平台等，进行商品展示

推广、交易管理、支付管理等，降低企业电子商务部署成本。 

（5）服务 

 客户资源管理。选用云端 CRM，协调企业与顾客

间在销售、营销和服务上的交互，从而提升企业管理方式，

向客户提供创新的、个性化的客户交互和服务。 

 客户服务。选用呼叫中心、客服工作台、智能客服

机器人等云端客户服务，打造高效智能客服体系，向客户提

供智能服务和个性化服务。 

    2、基础云服务 

    （1）计算资源。根据业务需求，选择云服务器、容器、

弹性伸缩、GPU 等不同类型的计算服务，实现集中资源管理

和动态分配。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4%80%E5%94%AE/23941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90%A5%E9%94%8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E%A1%E7%90%86%E6%96%B9%E5%BC%8F


 

 4 

（2）存储资源。根据数据的冷热属性，选择对象存储、

块存储、文件存储、归档存储等不同类型的存储服务，提高

数据存储经济性、安全性、可靠性。 

（3）数据库。选用数据库云托管服务或关系型、分布

式、时序等不同类型的云数据库，及数据复制与管理服务，

实现跨平台、跨业务的数据库统一管理。 

（4）管理工具。采用微服务、应用运维、应用性能等

云运维产品，实现应用系统的云化智能运维。 

（5）安全 

 数据安全。选用数据云安全产品和服务，实现企业

数据防篡改、防盗用保护。 

 业务安全。选用注册保护、登录保护、漏洞巡检、

应用加固等不同类型的业务云安全产品和服务，监控业务运

行状态，及时预警业务运行风险，通过关联性分析生成风险

解决方案并实施，持续优化业务安全防御，保障业务稳定安

全运行。 

 网络安全。选用子账户管理、访问控制，漏洞扫描

与修复、入侵检测防御、防火墙、分布式拒绝服务防护、

Docker 镜像安全检测等不同类型的网络云安全产品和服

务，保障企业网络安全,降低网络安全构建成本。 

 工业系统安全。选用具有设备、工控系统、关键零

部件等安全防护机制的工业互联网/工业云平台，主动防护漏

洞危害与病毒风险，提升安全可靠能力。 

 云灾备。在云端对生产业务系统及业务数据进行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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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备份，提升系统与数据的可靠性和可用性。 

（二）数据上云和设备上云 

企业可通过私有云、公有云或混合云的模式，实现基础、

设计、生产、供应链、销售、服务等数据上云，以及高能耗

设备、通用动力设备、新能源设备、智能装备等工业设备上

云，结合边缘侧对数据处理和分析，获得设备管理、数据监

控、决策优化等云端服务。 

1、数据上云 

（1）基础数据。将企业在人力资源、财务、行政等日

常经营管理过程中产生的数据上传到云端，并对其进行分析

及展现。 

（2）设计数据。将设计过程的制图、仿真、逆向、试

验、优化等数据上传到云端，并对其进行分析及展现。 

（3）生产数据。将生产过程的产能、进度、质量、耗

损等数据上传至云端，并对其进行分析及展现。 

（4）供应链数据。将供应链中的物流、资金流、信息

流、商流等数据上传至云端，并对其进行分析及展现。 

（5）销售数据。将销售过程的销售额、销售利润、订

单信息、用户消费习惯等数据上传到云端，并对其进行分析

及展现。 

（6）服务数据。将服务过程的客户信息、客户满意度、

产品运行、健康状况等数据上传到云端，并对其进行分析及

展现。 

2、设备上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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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能耗设备。将炼铁高炉、工业锅炉等高能耗设

备接入云端，开展设备状态监测、工况优化、故障诊断和远

程运维等服务，提高设备能源利用效率、减少污染物排放、

强化风险防范能力。 

（2）通用动力设备。将柴油发动机、大中型电机、大

型空压机等通用动力设备接入云端，开展运行监测、故障预

警、预测性维护、能效优化等服务，保障设备安全、可靠、

稳定、高效运行。 

（3）新能源设备。将风电、光伏等新能源设备接入云

端，开展设备建模、功率预测、调度优化等服务，提高发电

效率、降低运维成本，提高并网效率。 

（4）智能装备。将工程机械、数控机床等智能化水平

较高的设备接入云端，开展设备资产管理、健康监测、运营

优化、能力交易、安全操作等服务，培育网络化协同制造、

供应链金融、设备租赁等新模式。 

3、边缘计算 

（1）数据处理。在边缘侧对数据进行筛选、压缩、加

密等操作，剔除其中无效、异常或冗余的数据，降低数据包

容量，提升数据的准确性、可靠性、安全性和保密性等。 

（2）数据分析。在边缘侧对处理后的数据进行计算分

析，减轻云端计算的压力，形成有用的信息和结论。 

4、设备服务 

（1）设备管理 

 设备台账。对设备型号、规格、功能描述等在云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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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电子化管理，形成设备档案，实现设备历史维保记录的

追溯。 

 设备点检。云化实现设备定时提醒、定位打卡、结

果上报等功能，加速企业点检过程。 

 工单管理。通过自定义流程子系统，实现工单在云

端的柔性化管理，企业可以自定义工单类型、触发条件、闭

环流程等，使企业各类事件能够快速响应。 

 维修保养。实现设备保养计划、维修申请、现场操

作、维保决策等环节在云端的信息化管控，提高企业设备管

理效率，降低维保不到位带来的风险。 

（2）数据监控 

 实时数据。通过数据采集链路，将设备的运行状态

与运行参数实时展示，数据可以通过订阅推送的方式实时更

新。 

 数据报表。利用数据统计子系统形成各类统计报表，

对数据进行处理、分析与展现。 

 信息追溯。支持查询及回溯设备的历史数据，通过

图表形式反映其数据特征与历史趋势。 

 组态画面。利用组态界面工具，绘制现场拓扑仿真

图，实现设备在线情况、异常情况、运行参数等信息的集中

展示，把握设备的整体运行情况。 

 异常报警。通过配置报警策略设置报警触发条件，

当报警触发时可及时收到提醒，并将报警相关的异常数据进

行打包，用于分析异常报警时刻数据的波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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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决策优化 

 反向控制。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通过网络链路在

云端对设备进行远程控制，以实现设备参数调整、停启、执

行等操作。 

 执行优化。基于数据分析结果、知识库等，实现设

备算法的自我优化及执行过程的自我决策。 

（三）基于数据+模型的创新应用 

企业通过私有云、公有云或混合云的模式实现业务上

云、数据上云和设备上云的基础上，进一步利用云计算、大

数据、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先进技术，消除信息孤岛，

实现各系统间及各业务环节间的数据联通、共享，在市场交

易分析和预测、产品/设备远程监控与运维、产品质量管控及

工艺优化、产业链协同、基于云计算的新型制造模式等方面

取得显著应用成效。 

1、市场交易分析和预测 

    基于云化的核心业务系统，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

术，对市场交易数据、交易行为进行分析，预测市场趋势，

为企业发展提供有效决策支持。 

2、产品/设备远程监控与运维 

在产品/设备全生命周期中运维服务阶段，利用云计算、

大数据、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信息化和智能技术，实现

产品/设备状态监测、健康及故障诊断、预测分析、预防性管

理等远程的监控与运维。 

3、产品质量管控及工艺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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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云化的核心业务系统，通过数据采集、数据清洗、

数据分析等手段，实现产品质量检测和控制，以及通过对产

品生产、销售及售后相关反馈信息的收集，实现对产品功能、

工艺等方面的优化和改进。 

4、产业链协同 

通过设置产业链不同环节间的物流、资金流、信息流、

工作流和增值流等一系列要素，推动横向、纵向和端到端的

集成，实现价值链、企业链、供需链和空间链的优化配置和

提升，促进产业链中上下游的高效运转与协同创新。 

5、企业运营分析和预测 

通过收集、融合、分析企业运营过程中的各类数据，打

通企业核心价值链，对企业的运营数据进行实时呈现，客观

展示企业全景，并利用机器学习技术和预测模型，演绎企业

的未来趋势，为企业运营现状分析和未来预测提供支撑，帮

助企业跨越增长瓶颈，实现可持续改善。 

6、基于云计算的新型制造模式 

企业在上云的基础上，通过利用云计算、大数据、工业

互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AR/VR 等技术的应用，实现业

务模式的创新，包括但不限于： 

（1）智能制造。基于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与先进制造

技术深度融合，贯穿于设计、生产、管理、服务等制造活动

的各个环节，具有自感知、自学习、自决策、自执行、自适

应等功能的新型生产方式。 

    （2）个性化定制。以用户或订单为中心，根据产品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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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结构或原型，结合个性化需求完成产品设计和生产制造。 

（3）网络协同制造。利用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

工业互联网等先进技术，将串行工作变为并行工程，实现供

应链内及跨供应链间的企业产品设计、制造、管理和商务等

的协作的生产模式。 

（4）服务型制造。将物理或虚拟资源进行服务化封装，

对封装的服务进行建模和描述并发布到工业互联网/工业云

平台，提供生产性服务和服务性生产，实现分散化制造资源

的整合和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高效利用，使得以传统产品制造

为核心的模式向以提供服务为核心的模式转变。 

四、评定标准 

根据企业业务上云、数据上云和设备上云，以及企业上

云后基于数据+模型的创新应用情况，评定企业上云的星级。

具体如下表所示。 
类 子类 域 子域 三星 四星 五星 备注 

业务

上云 

工业 APP应用 

设计 

研发设计应用 

至少

实现

任意

两项

子域

内容 
- 

至少

实现

任意

三项

子域

内容 

三星

级只

需满

足工

业APP

应用

或者

基础

云服

务其

中一

类要

求 

研发设计案例库 

研发设计协同 

生产 
生产排产管理 

制造执行系统 

供应

链 

供应链关系管理 

采购管理 

物流管理 

企业资源规划 

销售 电商系统 

服务 
客户资源管理 

客户服务 

其他工业 APP应用 

基础云服务 

计算资源 至少

实现

任意

三项

至少

实现

任意

五项

存储资源 

数据库 

管理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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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子类 域 子域 三星 四星 五星 备注 

安全 

数据安全 子域

内容 

子域

内容 业务安全 

网络安全 

工业系统安全 

云灾备 

年化

投入 不低于 1万元 √ √ 

数据

上云

和设

备上

云 

数据上云 

设计数据 

- 

至少

实现

任意

六项

子域

内容 

至少

实现

任意

六项

子域

内容 

 

生产数据 

供应链数据 

销售数据 

服务数据 

企业其他数据 

设备接入 

高能耗设备 

通用动力设备 

新能源设备 

智能装备 

其他设备 

边缘计算 
数据处理 

数据分析 

设备服务 

设备

管理 

设备台账 

设备点检 

工单管理 

维修保养 

数据

监控 

实时数据 

数据报表 

信息追溯 

组态画面 

异常报警 

决策

优化 

反向控制 

执行优化 

基于

数据

+模

型的

创新

应用 

市场交易分析

和预测 
市场交易分析和预测 

- - 

至少

实现

任意

一项

子域

内容 

 

产品/设备远

程监控与运维 

产品/设备远程监控与

运维 

产品质量管控

及工艺优化 

产品质量管控及工艺优

化 

产业链协同 产业链协同 

企业运营分析

和预测 
企业运营分析和预测 

基于云计算的

新型制造模式 

智能制造 

个性化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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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子类 域 子域 三星 四星 五星 备注 

网络协同制造 

服务型制造 

其他 其他创新应用 

五、评定程序 

    （一）企业申请 

2019年 4月和 9月各组织一批星级上云企业申报工作。

企业根据申报星级，填写《星级上云企业评定申请表》（简

称《评定申请表》，见附件一及附件二）及配套证明材料，

申请表由企业加盖公章后提交各设区市经信委及昆山市、泰

兴市、沭阳县经信委（局）。 

     （二）材料审查 

     1、各设区市经信委及昆山市、泰兴市、沭阳县经信委

（局）组织对星级企业《评定申请表》及其配套证明材料进

行初步审查。 

     2、各设区市经信委及昆山市、泰兴市、沭阳县经信委

（局）将符合要求的四星级、五星级上云企业项目材料汇总

报送省工信厅。 

（三）评定审核 

1、各设区市经信委及昆山市、泰兴市、沭阳县经信委

（局）依据本指南要求组织开展三星级上云企业申报项目评

定工作，将评定结果报省工信厅。 

2、省工信厅依据本指南要求组织开展四星级和五星级

上云企业申报项目评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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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果发布 

1、省工信厅定期综合发布全省三星级、四星级、五星

级上云企业名单。 

六、附则 

（一）本指南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二）本指南由江苏省工信厅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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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星级上云企业评定申请表 

（适用于三星级） 

 

 

 
 

申 报 企  业：                     (盖章) 

 

填  报 日 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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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工信厅编制 

 

 

填表说明 

 

1、本申请表由江苏省工信厅统一编制。 

2、填写本申请表时，一律用宋体、小四号字体填写。 

3、申请企业需要准备提交的材料包括三份申请表及配套证明材料。请按要求

在申请表上统一加盖公章。 

4、如有任何疑问，可致电或发送电子邮件咨询。 

 

 

联系方式： 

联 系 人：   

电    话：  

电子邮件：   

通信地址：  



 

 

 

 

 

 

 

 

 

 

 

 

 

 

 

 

 

 

 

 

 

 

 

 

 

 

 

申请单位 

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  

单位性质  

注册地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注册资金（万元）  

法人代表 姓名  电话  

联 系 人 

姓名  职务  

办公电话  手机  

传真  电子邮箱  

企业规模 总人数 人 

使用云服

务人员 

数量 

人 

云服务部署模型 公有云 

上云合作机构 指公有云或工业互联网平台服务商 

上云开始时间  

所处行业 
行业名称请参照 GB/T 4754-2017《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如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制造业、建筑业等 

上云范围

及内容 

简介 

*简要说明企业上云的范围和内容，不超过 500字。同时勾选“企业上云
业务及应用表”中的相关内容，并提供佐证材料。 

 

 

 

 

上云效果

说明 

*通过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式，简要说明企业上云后的应用成效，不超
过 500字。 

 

 

真实性 

承诺 

我单位申报的所有材料，均真实、完整，如有不实，愿承担相应的责任。 

 

法人代表（签字）： 

 

申报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请随本申请表提供以下配套证明材料： 

1. 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2. 云服务采购、云应用软件定制开发等所有上云投入的合同及发票复印件； 

3. 若合同中未明确体现“云服务”、“云产品”等字样，还需提供云服务/

产品在云端部署/应用的说明，并由申报企业和云服务/产品提供方共同盖

章； 

4. 各项上云业务实际使用截图； 

5. 其他证明性材料。 

 

 

注：上述文件可以是一份完整的文件包括多项内容，也可以是每项内容均是独立的

文件。



 

 

 

 

 

 

 

 

 

 

 

 

 

 

 

 

 

 

 

 

 

 

 

 

 

 

 

附表 企业上云业务及应用表 

类 子类 域 子域 
是否上云/

年化投入 

证明材料在申

报书中的页码 

业务

上云 

工业 APP应用 

设计 

研发设计应用   

研发设计案例库   

研发设计协同   

生产 
生产排产管理   

制造执行系统   

供应链 

供应链关系管理   

采购管理   

物流管理   

企业资源规划   

销售 电商系统   

服务 
客户资源管理   

客户服务   

其他工业 APP应用 （请说明）  

基础云服务 

计算资源   

存储资源   

数据库   

管理工具   

安全 

数据安全   

业务安全   

网络安全   

工业系统安全   

云灾备   

年化投入 不低于 1万元 
（请写明具

体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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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星级上云企业评定申请表 

（适用于四星级、五星级） 

 

 

 
 

申 报 企  业：                     (盖章) 

 

填  报 日 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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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工信厅编制 

 

填表说明 

 

1、本申请表由江苏省工信厅统一编制。 

2、填写本申请表时，一律用宋体、小四号字体填写。 

3、申请企业需要准备提交的材料包括三份申请表及配套证明材料。请按要

求在申请表上统一加盖公章。 

4、如有任何疑问，可致电或发送电子邮件咨询。 

 

 

联系方式： 

联 系 人：   

电    话：  

电子邮件：   

通信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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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单位 

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  

单位性质  

注册地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注册资金（万元）  

法人代表 姓名  电话  

联 系 人 

姓名  职务  

办公电话  手机  

传真  电子邮箱  

企业规模 总人数 人 

使用云服

务人员 

数量 

人 

申请评定星级  

云服务部署模型 指公有云、私有云、混合云等 

上云合作机构 指公有云、私有云等以及工业互联网平台服务商 

上云开始时间  

所处行业 
行业名称请参照 GB/T 4754-2017《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如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制造业、建筑业等 

上云范围

及内容 

简介 

*简要说明企业上云的范围和内容，不超过 500字。同时勾选“企业上云
业务及应用表”中的相关内容，并提供佐证材料。 
 

 

 

上云效果

说明 

*通过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式，简要说明企业上云后的应用成效，不超
过 500字。如产生了“基于数据+模型的创新应用”，请勾选“企业上云业务
及应用表”中的相关内容，并提供佐证材料。 

 

 

 

真实性 

承诺 

我单位申报的所有材料，均真实、完整，如有不实，愿承担相应的责任。 

 

法人代表（签字）： 

 

申报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22 

各市推荐

意见 

 

 

签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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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随本申请表提供以下配套证明材料： 

1. 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2. 云服务采购（公有云）、云平台采购（私有云）、云应用软件定制开发

等所有上云投入的合同及发票复印件； 

3. 若合同中未明确体现“云服务”、“云产品”等字样，还需提供云服务/

产品在云端部署/应用的说明，并由申报企业和云服务/产品提供方共同盖

章； 

4. 云平台建设方案、用户手册等（私有云）； 

5. 各项上云业务实际使用截图； 

6. 数据和设备上云情况说明及实际使用截图； 

7. 基于数据+模型的创新应用情况和效果说明； 

8. 其他证明性材料。 

 

 

 

注：上述文件可以是一份完整的文件包括多项内容，也可以是每项内容均是独立的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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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企业上云业务及应用表 

类 子类 域 子域 是否上云 
证明材料在申

报书中的页码 

业务

上云 

工业 APP应用 

设计 

研发设计应用   

研发设计案例库   

研发设计协同   

生产 
生产排产管理   

制造执行系统   

供应链 

供应链关系管理   

采购管理   

物流管理   

企业资源规划   

销售 电商系统   

服务 
客户资源管理   

客户服务   

其他工业 APP应用 （请说明）  

基础云服务 

计算资源   

存储资源   

数据库   

管理工具   

安全 

数据安全   

业务安全   

网络安全   

工业系统安全   

云灾备   

数据

和设

备上

云 

数据上云 

基础数据   

设计数据   

生产数据   

供应链数据   

销售数据   

服务数据   

设备接入 

高能耗设备   

通用动力设备   

新能源设备   

智能装备   

其他设备 （请说明）  

边缘计算 
数据处理   

数据分析   

设备服务 设备管理 

设备台账   

设备点检   

工单管理   

维修保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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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子类 域 子域 是否上云 
证明材料在申

报书中的页码 

数据监控 

实时数据   

数据报表   

信息追溯   

组态画面   

异常报警   

决策优化 
反向控制   

执行优化   

基于

数据+

模型

的创

新应

用 

市场交易分析

和预测 
市场交易分析和预测   

产品/设备远程

监控与运维 
产品/设备远程监控与运维   

产品质量管控

及工艺优化 
产品质量管控及工艺优化   

产业链协同 产业链协同   

企业运营分析

和预测 
企业运营分析和预测   

基于云计算的

新型制造模式 

智能制造   

个性化定制   

网络协同制造   

服务型制造   

其他 其他创新应用 （请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