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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江苏省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平台）
遴选条件

一、省级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

（一）申报领域

积极鼓励制造业企业顺应发展趋势，从主要提供产品向提

供产品和服务转变，拓展面向产品全生命周期的增值服务，推

动服务模式创新，不断增加服务要素在投入和产出中的比重，

创新多种形式“产品+服务”经营模式。重点领域如下：

1、定制化服务。制造业企业具有定制设计和柔性制造能

力，综合利用 5G、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

技术，构建产品个性化定制服务平台，加强体验设计、畅通体

验渠道、优化体验环境，增强客户的参与度和交互性，实现零

件标准化、配件精细化、部件模块化和产品个性化重组的大批

量个性化定制服务。

2、供应链管理。制造业企业建设智能化物流装备和仓储

设施，开展生产物流的优化管理，促进供应链各环节数据和资

源共享，实现提质增效。打造供应链协作平台，为供应商、分

销商、客户以及线下、线上渠道等提供全产业链一体化管理服

务和能力，开展高效运用订单管理、物流配送、仓储库存等供

应链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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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检验检测认证服务。制造业企业依托产品、技术和人

才等专业优势，通过业务流程再造和商业模式创新，发展为专

业化检验检测认证服务提供商。加强检验检测认证机构的服务

资质管理和能力建设，提升检验检测认证服务水平。推进服务

标准体系建设，加强相关仪器设备和共性技术研发，发展工业

相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检测模式，面向区域、行业开放

检验检测资源，参与公共服务平台建设。

4、全生命周期管理。制造业企业以客户为中心，延伸服

务链条，实施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通过整合产业链上下游生

产与服务资源，提高生产数据分析能力，提升研发设计、生产

制造、安装调试、在线监测、故障预警、诊断维修、回收利用

等全链条服务能力。

5、总集成总承包。制造业企业具有系统集成和一站式解

决方案的服务能力，依托核心装备、整合优质产业资源，建设

“硬件+软件+平台+服务”的集成系统，为客户提供一体化的产

品设计、方案咨询、项目承接、建设运营等系统解决方案服务。

开展交钥匙工程（EPC）、建设—移交（BT）、建设—运营

—移交（BOT）、建设—拥有—运营（BOO）等多种形式的

工程总承包服务。

6、节能环保服务。制造业企业加大节能环保技术和产品

研发力度，开展产品回收利用及再制造服务，向绿色制造系统

解决方案供应商转变，成立专业化节能服务公司或与专业环保

治理公司合作，推行合同能源管理、水资源管理，开展节能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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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能量系统优化、项目建设运维、污染防治第三方治理等新

型环保服务。

7、生产性金融服务。制造业企业不断创新模式，拓展业

务范畴，向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延伸，进一步提高金融服务水平。

通过建立财务公司、金融租赁公司等方式，围绕自身产品提供

金融服务。加强与金融机构合作，实现信息和数据共享，开展

供应链金融业务，为上下游企业提供融资支持。

8、其他创新模式。制造业企业跨界融合、协同对接多方

资源，强化研发、生产、流通、消费等环节关联，加快业态模

式创新升级、丰富多元，探索形成的服务型制造新模式。

（二）申报条件

1、申报主体应为江苏省内依法注册的制造业企业，具有

独立法人资格，截至申报日正常经营须满 2 年，财务状况良好。

拥有自主品牌或自主生产的核心产品，企业组织结构健全，申

报主体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至今，未发生重大质量、环保或

安全事故，没有违规违法行为或涉嫌违法正在接受审查的情

况。

2、申报主体应具有鲜明服务型制造特点，符合申报领域

明确的方向与要求，服务型制造能力明显。具有一定的生产经

营规模和良好的盈利能力，2022 年企业营业收入不低于 2000

万元，其中综合服务收入占比不低于 30%。

3、企业服务型制造发展符合国家和省服务型制造发展方

向，在本行业或行业细分领域内，其生产技术与工艺，服务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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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与水平等具有一定的优势，企业通过战略规划、组织保障、

技术创新、流程再造、市场拓展、人才培养等措施进行服务型

制造转型升级，并取得显著成效。

二、省级服务型制造示范平台

（一）申报方向

省级服务型制造示范平台申报分为共享制造类和其他类。

（二）申报条件

1、申报主体应在江苏省内依法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截至申报日正式投入运营时间须满 2 年，运营和财务状况良

好。申报主体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至今，未发生重大质量、

环保或安全事故，没有违规违法行为或涉嫌违法正在接受审查

的情况。

2、申报共享制造类的平台，应围绕制造资源的在线发布、

订单匹配、生产管理、支付保障、信用评价等，应用新一代信

息技术，深度整合分散化、多样化制造资源，发展“平台接单、

按工序分解、多工厂协同”的共享制造模式，有效提升相关行

业、区域制造资源的集聚和共享水平。

3、申报其他类的平台，应能够较好满足相关制造业企业

在发展服务型制造方面的服务需求，具备在线服务、线上线下

联动等功能，在服务体系建设、服务能力提升、服务模式等方

面有所创新，能够有效提升制造效率和能力，有效降低企业间

交易成本和合作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