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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优质制造作为支撑质量变革、增加优质供给的创新模式，是实现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依托；开展优质制造技

术体系与发展策略研究，对于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具有积极意义。本文在深入剖析我国制造质量发展痛点的基础上，基

于供给端、需求端、政府监管、质量基础设施“四位一体”框架，分析了优质制造提升的关键问题，提炼了优质制造的内涵

与特征，构建了“设计 – 生产 – 运维”全流程的优质制造技术架构。研究表明，我国制造质量仍存在质量效益有待进一步提

高、制造品牌国际影响力不强、产业链质量升级面临困境等痛点问题。所构建的优质制造技术体系由质量技术基础、质量共

性技术、全生命周期质量管控技术、资源要素等模块组成。建议加强优质制造标准体系建设，加快推动产业链质量升级，创

新质量发展体制机制，提升质量资源要素供给能力，加速新技术赋能优质制造，夯实质量技术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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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igh-quality manufacturing is an innovative model that supports quality transformation and increases high-quality supply, 
and it is crucial for upgrading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Studying the technology system and development strategy for high-
quality manufacturing is significant for boosting China’s manufacturing sector. In this study, we first identify the problems regarding the 
manufacturing quality development in China and examine the key issues through a four-in-one framework that integrates supply side, 
demand side, government supervision, and quality infrastructure. Subsequently, we explore the conno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high-
quality manufacturing, establish a technology system that covers the entire process of design, production,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and propose several countermeasures. Our study shows that China’s manufacturing quality still suffers from low quality efficiency, 
limited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of manufacturing brands, and difficulty in quality upgrade of the industrial chain. The technology system 
we proposed is comprised of quality infrastructure, quality generic technologies, lifecycle quality control technologies, and resource 
elements. Furthermore, we suggest that China should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high-quality manufacturing standards system, 
accelerate the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chain quality, innovate the quality development mechanism, improve the supply capacity of 
quality resource elements, achieve breakthroughs in new technologies, and consolidate the quality infra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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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当前，全球制造业分工格局经历着深刻调整，

我国制造业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正在发生重

大变化。从外部环境看，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

革深入发展，全球经济发展风险日益增多，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疫情影响广泛且深远，科技“脱钩”风

险加剧，发达国家制造业回流趋势明显，经济全球

化遭遇逆流；从内部条件看，传统制造优势逐渐丧

失，境外疫情持续扩大使产业链、供应链受到冲击，

不确定性与风险加大。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

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正是

国家在这样背景下作出的重要部署。我国经济发展

整体向好，但制造业投资增速处于低位徘徊，提升

制造业核心竞争力依然面临挑战。

《中国制造 2025》指出，将质量作为建设制造

强国的生命线，全面夯实产品质量基础，不断提升

企业品牌价值和“中国制造”整体形象，走以质取

胜的发展道路 [1]。质量已然成为制造强国的关键

内核、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因素 [2~4]。提高

质量效益，推行优质制造，是突破性变革的必然选

择。质量变革的每次阶跃提升，都是市场需求引导

技术创新的结果。面对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技

术迭代持续加速，亟需构建完善的优质制造技术体

系，为更多企业实施优质制造提供支撑，据此强化

技术变革力度，提高研发制造能力，实现我国制造

业的降本、提质、增效。

面对经济新常态的发展要求，优质制造成为

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内容 [5]。在优质制造

概念提出后，学者围绕该主题开展了一系列研究。

深入剖析中国制造质量的热点问题，提出了夯实

质量基础设施、发挥品牌制胜效应等优质制造重

点任务建议 [6,7]；实施全员质量素质提升工程、重

塑“工匠精神”等结论， 指明了优质制造领域的人

才保障路径 [8]；提出的优质制造生态概念，从系

统工程的视角丰富了优质制造框架 [9]；聚焦医疗

器械、机床等具体行业，针对优质制造瓶颈环节提

出了发展策略 [10,11]。然而，现阶段研究在优质

制造关键技术方面尚未形成共识，也未提出具体

的发展路径；亟需以技术性需求为研究切入点，

探索形成优质制造提升的发展策略。

本文深入剖析我国制造质量发展痛点，基于供

给端、需求端、政府监管、质量基础设施有“四位

一体”框架，分析优质制造提升的关键问题，提炼

优质制造的内涵与特征；从优质制造的质量技术基

础、质量共性技术、全生命周期质量管控技术、资

源要素等维度出发，构建涵盖“设计 – 生产 – 运维”

全流程的优质制造技术体系，以期为优质制造的理

论和应用研究提供基础参考。

二、我国制造质量的痛点问题与提升关键点

（一）我国制造质量发展的痛点问题

1. 质量效益有待进一步提高

纵观改革开放 40 余年的发展历程，我国制造

业规模已居世界第一，但质量效益远低于发达国家。

对比入选《财富》世界 500 强的制造企业平均利润

率可见，我国制造企业的平均利润率仅在 3% 左右，

与美国的 9.1% 相比差距较大，与德国的 4.3% 亦有

一定差距（见图 1）。“中国制造”长期在价值链中

低端徘徊的现象并未彻底改变，质量效益亟待进一

步提升。

2. 制造品牌的国际影响力不强

近年来，我国品牌建设不断加强，制造企业的

品牌国际影响力有所提升。从世界品牌实验室发布

的世界品牌500强制造企业的影响力值可见（见图2），
我国制造企业的品牌影响力与德国、日本、法国的

差距有所缩小，但与美国仍有较大差距。制造品牌

的国际影响力受到多重因素影响，如产品可靠性、

一致性、稳定性等质量特性指标不尽如人意，技术

能力不足导致的质量问题是制约中国品牌影响力的

最重要因素。亟需通过提升技术能力夯实制造品牌

影响力，改善“中国制造”的国际形象。

3. 产业链质量升级面临困境

着眼产业链全局，我国产业链质量升级主要面

临三方面困境。一是产业链质量供给能力不足。据

Keywords: high-quality manufactur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echnology system; quality infrastructure; quality generic 
technology; quality control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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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和信息化部 2018 年对全国 30 多家大型企业

130 多种关键基础材料的调研结果，32% 的关键材

料仍为空白，52% 的关键材料依赖进口，产业链供

需不匹配的矛盾越发突出。二是产业链质量提升动

力不足。优质不优价、“劣币驱逐良币”、低价竞争

的现象仍然存在，部分产业链存在利润分配失衡现

象。三是产业链质量协同力度不足。以半导体产业

为例，我国大部分企业集中在产业链低端环节，在

中高端环节的高质量稳定批量生产中存在技术不

足，尚未建立有效的产业链协作模式；根据美国半

导体行业协会 2021 年研究报告，在 2020 年全球

半导体产业链总营收中，中国大陆企业仅占 5%， 
与相应消费占比不相称。

（二）优质制造提升的关键点

实现优质制造是系统性协调发展的过程，从系

统角度建立基于供给端、需求端、政府监管、质量

基础设施“四位一体”的逻辑框架，分析优质制造

提升的关键问题（见图 3）。
在供给端，供给体系尚未满足产业需求，产品

质量的整体可靠性需进一步提高。我国制造质量效

益与发达国家存在差距，中高端质量的自主品牌建

设缺乏；日益变化的产业发展和全球贸易环境，在

关键技术方面的投入和创新不足，制约了我国制造

企业开展优质制造的能力和意愿。我国制造核心技

术仍受制于人，许多新技术、新产品停留于实验室

研究阶段，在产业化应用时面临可靠性、一致性、

稳定性问题。

在需求端，政府采购中的低价中标制度与优

质优价理念相违背，消费者对优质产品及其价格

的接受程度与购买意愿不高。我国消费群体两极

分化现象严重，主流群体因购买能力受限而倾向

低价产品；消费者高度关注产品质量及安全，但

对国内产品质量认可度较低，使得国内购买意愿

欠缺而更热衷于海外消费。

在政府监管方面，价格政策和质量监管机制尚

图 1  4 个国家入选财富 500 强制造企业的
平均利润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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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完善，相关低价政策未能兼顾质量和价格，造成

“低质低价”的市场局面。政府对相关产品的分级

定价收购政策没有从市场对质量特征的需求出发，

不能有效传递质量信息。产品质量监管力量不足，

缺乏长效监管机制；企业质量违约成本低，因违约

处罚力度偏弱致使督促约束作用不明显。我国制造

业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技术与技能水平不强，培

养体系尚不完备；人才培养模式单一，人才培养总

量短缺，制造人才发展受限。

在质量基础设施方面，先进有效的标准体系还

未形成，新兴产业的基础设施发展滞后。计量检测

设备依赖进口，高端检验检测能力供给严重不足；

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生命科学、人工智能（AI）等

高技术领域，存在“检不了、检不出、检不准”等

问题。产品优质分级的认证制度缺失，标准制定过

程对优等品的界定不明确、不统一，缺乏与优等品

对应的认证，不利于提供品牌保障。

三、优质制造的内涵与特征

（一）优质制造的内涵

“优质制造”是以国家质量基础设施为核心基

础，以优质资源要素为保障，面向产品全生命周期，

综合应用大数据、智能制造、工艺优化等共性关键

技术，考虑“互联网 +”、共享经济、服务制造等

新模式和新业态的影响，精准把握客户需求，全面

提升产品质量和效益，将产品从“良”提升至“优”

的一种新型制造模式 [12]。
优质制造的核心是“精准、精益、精确、精细”。

① 需求精准感知，应用大数据、智能预测等技术，

感知顾客需求的动态变化并传输到系统精益优化

的输入端； ② 系统精益优化，将需求落实转化至

产品开发设计、工艺优化、生产系统规划、服务系

统优化等环节，以产品增值为导向进行决策优化；

③ 过程精确控制，面向制造全过程开展数据分析，

借助物联网技术并结合工程知识，对全过程进行

精确控制，保证过程的稳健性；④ 要素精细管理，

分析全生命周期中全要素对产品质量的作用机理，

集成并应用质量管理方法来实现全要素的协同与

融合。

（二）优质制造的特征

优质制造的主要特征如图 4 所示。一是国际竞

争力，“优质制造”好不好，关键在于质量效益好

不好、有没有形成产品竞争优势。第二是品牌影响

力，品牌依托于产品的质量，质量是品牌的保障，

好的品牌影响力意味着高溢价能力。三是可持续的

创新能力，代表了优质制造的发展潜力，这是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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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优质制造的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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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制造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四是卓越的产品和

服务，优质的制造全过程最终体现为优质的产品和

服务。

四、优质制造的技术体系架构

优质制造技术架构由质量技术基础、质量共性

技术、全生命周期质量管控技术、资源要素等模块

组成（见图 5）。具体来说，质量技术基础和质量共

性技术是“地基”：前者包括标准技术、计量技术、

检验检测技术和认证认可技术，后者包括大数据分

析技术、统计分析技术、信息管理技术、工程知识

分析技术、AI 技术。三大“支柱”涵盖产品全生命

周期质量管控技术，包括优质设计、优质生产、优

质运维。资源要素涉及加工与试验装备、工业软件、

核心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关键基础材料等产业基

础，最终服务于高端装备及消费品的优质制造提升。

（一）优质制造质量技术基础

以标准、计量、检验检测、认证认可为要素的

质量技术基础，是公认的提升质量竞争能力的重要

技术手段 [13]，也是新时期优质制造技术发展的基

国际市场占有率
产品出口单价
产品比较优势
贸易竞争指数

国际知名度
产品美誉度
影响力指数
消费者认知度

可靠性、一致性、稳定性
智能维护
远程监测
故障预警

研发投入强度
研发人员数量
PCT专利
国际高水平标准

国际
竞争力

品牌
影响力

可持续的
创新能力

卓越的
产品和服务

图 4  优质制造的主要特征
注：PCT 为专利合作条约。

降本、提质、增效

高端装备与消费品

资源要素

加工与试验装备、工业软件、核心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关键基础材料等产业基础

优质设计

多元化需求获取

高可靠稳健优化

全生命周期设计

优质生产

质量共性技术

大数据分析技术、统计分析技术、信息管理技术、工程知识分析技术、AI技术

质量技术基础

标准技术 计量技术 检验检测技术 认证认可技术

全过程在线测量检验

双驱动制造工艺优化

预测性过程自动控制

优质运维

数字孪生状态监测

智能故障诊断决策

运行状态预测预警

高端数控机床与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家用电器

图 5  优质制造技术架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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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目前，质量技术基础正逐步向智能化、国际化、

集成化发展。

在制造业工业化和信息化高度融合的背景下，

质量技术基础不断升级，赋能优质制造。以新一代

智能化技术发展为基础，推动共性技术标准研制，

实现高水平标准供给；开发智能计量测试技术，为

提高计量精确性、促进制造工艺优化提供有效工具；

创新智能在线检测技术，提高故障探知效率，确保

制造过程的高可靠性。

对标国际先进水平，加强前沿质量技术基础研 
究，引领产业国际化、高端化发展。研制产业前沿

技术国际标准，推动颠覆性技术创新，加速原创性

成果转化；突破高准确度、高稳定性量子计量基准，

在航空发动机等高精尖制造领域获得应用示范；发

展对接国际的检验检测与认证认可技术，支持突破

国际贸易壁垒，提高产品竞争力 [14~16]。
针对全产业链提质需求，加强质量技术基础的

要素融合。集成融合是质量技术基础发挥优质制造

效能的关键举措。以计量、标准、检验检测、认证

认可技术能力提升为基础，建设质量技术基础信息

化数据库和集成服务平台，形成解决制造业重大需

求的合力。在产业链的上、中、下游各环节，以质

量技术基础的融合来实现服务优质制造的协同，为

全产业链质量升级提供全面支撑。

（二）优质制造质量共性技术

优质制造技术既体现在大数据分析、统计分析、

信息管理、工程知识分析、AI 的技术研发和工业赋

能，又系统性地综合上述技术成果，通过质量共性

技术融合来实现“设计 – 生产 – 运维”全过程的优

质制造技术升级。

创新大数据分析技术和统计分析技术，推动工

业大数据的深度挖掘与分析。针对制造系统信号源

多、特征复杂的特点，开发多源异构数据测量采集

系统。发展海量复杂数据治理技术，综合完整性、

规范性、一致性、准确性、唯一性、关联性，进行

多维度数据质量评价，贯穿数据的计划、获取、存

储、共享、维护、应用、消亡阶段进行质量监控与

管理。面向高频、多维、海量的质量数据库，研发

高效并行的大数据分析工具，通过多源异构数据与

工程的融合、迁移和互补，形成标准化的统计分析

及评价流程。

综合应用信息管理、工程知识分析、AI 等技

术实现对工业信息和知识的管理及利用。针对现代

制造业工业化和信息化高度融合的特点，发展覆盖

研发、生产、管理、营销、物流、服务等全流程的

信息系统与工业云平台；以实时反馈的信息流为要

素，形成全流程信息链，建立信息资源库及工程

知识库，消除信息孤岛和知识壁垒。为突破质量

问题溯源性差、专家经验通用性差的瓶颈，应用

知识库构建技术开发质量管理工程知识库，运用

文本分析和字符编码技术对大规模、碎片化知识

进行挖掘和融合。依托传感器、大数据、机器学

习等技术的快速发展，在用户精准画像分析、制

造工艺决策优化、运维过程健康状态监测及维护

决策优化等方面深入应用 AI 技术。

（三）优质设计

用户多元需求获取技术指融合定性的用户反

馈和定量的市场分析，结合 KANO 模型等工具系

统收集、分析和提炼用户需求。开发智能网联爬虫

技术，采集互联网反馈的海量数据，研发大数据用

户画像技术，结合多元数据分析手段挖掘用户的潜

在需求。工业设计作为连接供需双方的载体表达，

精准感知特定需求，高效完整地形成用户个性化

产品需求。以保证产品质量为出发点，构建由用

户需求驱动的“质量屋”，连接用户多元需求与产

品性能属性，实现用户定制化的产品设计。

高可靠稳健优化技术指面向产品越来越高的可

靠性需求和系统稳健性要求，综合考虑产品的功能、

质量、成本等因素，融入新的优化方法，通过推理

寻优形成完善的高可靠稳健优化技术理论体系。构

建设计、知识联合驱动的产品模型，结合数字仿真

技术进行实时评估与改进，主动获取并集成仿真过

程中的知识，利用稳健设计和智能优化算法自动修

正产品设计参数，提高产品的可靠度和抗干扰能力。

面向全生命周期的设计指将产品全生命周期思

想引入工业设计，使产品的设计阶段与制造阶段、

装配阶段、使用阶段、回收重用形成闭环融合。开

展面向制造工艺的设计，构建整合产品结构、零部

件结构、工艺文件等的工业设计知识库，高效形成

具有良好可制造性的设计方案。研发基于产品模型

的智能设计匹配技术， 支持设计、工艺、制造、检

验信息等与产品模型的自匹配。面向制造工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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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装配过程的数字化模型，通过模拟仿真发现装配

问题，及时改进并优化装配设计。面向使用运维，

建立包含服务能力、维修资源、部件重用信息在内

的运维设计知识库，结合 AI 分析方法将可维修性

与可重用性整合到到产品设计，提高产品可靠性。

（四）优质生产

考虑现代制造技术的精密化、极端化、集成化、

智能化、数字化等特征，综合应用光学、电子、传

感器、图像、制造、计算机等技术，研发基于新原

理、新方法、新工艺的科学测量仪器，开发精密检

测、在线检测、数字化检测等技术，满足高精度数

控机床、大型运载火箭等装备对超高精度、大尺寸

结构的测量要求。

针对船舶、航天等重点行业产品工艺过程繁复、

精度要求严格、偏差传递复杂等特征，发展工程知

识与工业数据双驱动的制造工艺优化技术。集成生

产全过程工艺参数的多源制造工艺数据和质量特征

测量数据，揭示偏差传递机理；通过质量数据分析

与工艺偏差诊断，提升生产控制能力，保障生产过

程精度。搭建生产过程工程知识与工业数据融合驱

动的优质生产软件系统，开展基于 AI 技术的工序

参数优化和工艺精度提升，开发自进化、自迭代的

工艺知识推理和优化技术。

研发面向多工序复杂制造过程的预测性过程自

动控制技术。基于产品在线测量、误差传递、误差

预测、误差源诊断方法，进行制造过程的多尺度建

模与分析，形成标准化的制造过程质量参数统计分

析流程。突破“材料 – 设计 – 制造 – 性能”一体化

的协同关键技术，形成贯穿制造过程全流程的质量

信息链，开发具有预测诊断、实时反馈调节功能的

生产过程自动控制技术，实现复杂制造过程的质量

数据自监控、质量偏差自诊断、质量补偿自控制。

（五）优质运维

开发融合物联网与数字孪生的状态监测技术。

结合智能传感器技术、信息融合技术，研发多源数

据协同、功能互补的设备产品状态监测技术，对设

备使用过程中的各类状态进行智能感知、分析和利

用。融合远程监测、云边协同、边缘计算、数字孪

生等技术手段，开发虚实映射的物联网数字化管控

系统，实现大规模分布式设备状态的在线、实时、

精准监测管理，保障设备在服役过程中的高性能与

高可靠运行。

发展智能故障诊断决策技术。设备产品朝着自

动化、智能化、数字化方向发展，运行状况呈现变

负载、变转速、非平稳等复杂特性，应用各种感知

技术，开发具有专家系统和智能化功能的故障诊断

系统。对设备技术状况进行智能检测和评估，实时

诊断故障发生的部位和原因，指导运维人员及时排

除故障。推动 AI 与故障诊断技术融合发展，不断

提高诊断系统智能化程度，实现故障知识、诊断推

理的自学习与自进化。

研发运行状态预测预警技术。针对设备状态监

测数据多元低质、高维海量、结构复杂等特点，突

破全寿命、全系统、多维监测数据融合难点，采用

统计概率、信号处理、机器学习、统计学习等技术 
构建模型算法，形成兼顾预测准确性、时效性及鲁

棒性的智能预测建模技术，实现健康趋势预测、失

效停机预知、状态劣化预警，全面保障设备健康安

全，提升复杂产品的运维效率与能力。

（六）资源要素

优质制造技术的资源要素包括加工与试验装

备、工业软件、核心关键零部件（元器件）、关键

基础材料等产业基础，是制造业实现优质制造和质

量提升的重要支撑。加强资源要素供给，能为高端

数控机床与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先进轨道交通

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家用电器等高端装备及

消费品行业的质量保障“保驾护航”。

在加工与试验装备方面，突破高端核心加工装

备的国产化瓶颈，建立国产加工装备与工艺集成验

证平台，形成国产装备工艺适应性、精度保持性、

可靠性综合验证与工艺大数据管理能力，对于加速

高端装备研制，构建高质量、高效率、低成本的自

主技术体系至关重要。

在工业软件方面，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工

程设计类软件、生产管理类软件、监控运维类软件，

支持优质制造全流程提升。工业软件技术突破将支

持解决设计、生产、运维环节的 “卡脖子”问题，

提升优质设计效率、优质生产水平、优质运维能力。

在核心基础零部件（元器件）与关键基础材

料等产业基础方面，突破高端机床数控系统、智

能装备传感器等瓶颈环节，掌握产业链核心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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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竞争力。例如，荷兰阿斯麦尔公司在光刻机领

域的领先地位离不开高超的磨镜工艺和超高的机

械精度，而高性能基础材料短板制约着国产射频

芯片的性能提升。

五、推进优质制造的对策建议

（一）加强优质制造标准体系建设

加快组织制定 / 修订包括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团体标准等在内的优质制造标准体系，在质量基础

设施、质量共性技术、面向优质的设计、制造工艺

与服务等方面逐步构建较为完善且有国际水平的标

准，形成有利于推动产业链优化、有助于质量效益

提升的优质制造标准体系。面向重点产业制定优质

制造技术路线图，为相关行业质量升级提供路径参

照。建立优质制造评价标准，设立国家优质制造企

业奖励措施，制定优质制造企业认定管理办法，经

认定的国家优质制造企业可参照“高新技术型企业”

享受所得税税收减免政策。将优质制造企业与增信

挂钩，在融资贷款等方面为优质制造企业提供相应

的优惠政策。

（二）加快推动产业链质量升级

以事关国计民生的重大装备及热点消费品等为

重点，开展优质制造专项行动，提供配套政策和保

证措施，优化产业链质量并创新资源配置，筑牢产

业链质量基础设施。重点解决产业链关键产品的可

靠性、稳定性、一致性等共性问题，通过产业链质

量升级来尽快迈向价值链高端。建立有效的资源共

享、产业协作、合作经营的协同模式，全面梳理

制约质量升级的体制性障碍和技术瓶颈，充分考

虑产业链上、下游的特色和差异，实施精准化协

同推进。建设一批优质制造试点示范企业，树立

优质制造标杆，发挥“链主”企业的优势与影响力，

带动产业链整体提升。

（三）创新质量发展体制机制

健全优质优价的市场机制，在政府采购、招投

标活动中纳入有关标准技术条件和质量安全要求；

鼓励采购优质产品，将“优质优价”理念应用到生

产、加工、流通、销售环节，促进产业链条稳固运

行。建立合理的全社会收入分配机制，降低行业薪

酬结构的差异度，增强制造业竞争力，吸引优质人

才资源，激发技术创新活力。构建公平竞争的市场

环境，强化政府的宏观质量管理职能，形成高质量

的工作机制，通过数字赋能营造规则统一、公开透

明的监管环境；全面提升市场监管效能，支持企业

创新提升效率和质量。

（四）提升质量资源要素供给能力

加快培养高端质量和品牌人才，持续推进“互

联网 +”质量教育，推动实施首席质量官制度，健

全开放包容、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多层次质量教

育培训体系。提升高端装备资源的供给能力，加强

以企业为主体的协同创新，着力解决零部件和系统

的质量及可靠性问题；积极支持国产化功能部件的

配套应用，逐步突破高端智能测量装备和传感元器

件的国外技术垄断，实现从基础件到成套的计量检

验检测仪器设备的产业提升。加快工业软件国产化

进程，提升国产工业软件的规模和质量，建立国产

工业软件竞争优势，形成“产用”合作生态。加大

原材料、零部件、元器件的基础理论研究，从产品

研发、工艺能力、质量基础设施能力支撑等多方面

提升创新研究水平，在提升自身产业整体质量的同

时，对下游相关产业质量改善形成重要支撑。

（五）加速新技术赋能优质制造

通过政策引导、市场牵引，加大基础性、颠覆

性核心技术研究及投入力度，在物联网、大数据、

AI、云计算等智能科学新技术方向上不断深化，推

动信息手段、制造技术、数据科学在优质制造中的

深度融合，赋能优质设计、优质制造、优质运维全

流程。整合“产学研用”资源优势，实施优质制造

大数据战略；针对工业大数据感知采集、加工处理、

传输存储、决策分析等各环节，优化工程统计手段、

智能分析方法、质量回溯机制，建立优质制造质量

动态评价系统。培育优质制造协同创新中心，支持

各类企业、高校、 科研机构成立优质制造技术研发

平台，推动科技攻关项目落地实施；开展优质制造

试点项目示范与推广，凸显标杆企业的行业技术创

新引领作用。

（六）夯实质量技术基础

完善标准、计量、检验检测、认证认可等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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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质量技术基础协同服务产业链的流程与机制，

建立全链条、全方位、全过程的质量技术基础服务

体系，实现以质量基础为核心，标准协调、计量协

同、检验检测协调、认证认可协同的产业链质量协

同格局。加快建立重点行业全产业链标准图谱，丰

富产业基础标准和强制性标准；加强区域产业链计

量测试体系建设，实现计量从单台检测到立体支撑

产业链的发展；合理整合检验检测机构的优势资

源， 注重产业链的检验检测能力建设，形成服务产

业链的检验检测网络。建立以政府扶持为引导、企

业投入为主体、多元社会资金参与的质量技术基础

投入机制，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发展优质制造创新

技术和示范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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