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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意义或必

要性

指出该标准项目涉及的方面，期望解决的问题；

玻璃行业是我国经济建设的基础行业之一，从 20世纪 90年代至今，我国的玻璃产量一直

占据世界首位。以平板玻璃为例，从 2016年的 77402.8万重量箱增长到 2021年底的 101665万

重量箱，增长率接近 30%。全国浮法玻璃产线数量超过 384条，但产能利率用较低，生产线开

工数 246条，约为 64%左右，而该利用率合理区间应为 80%~90%。当前，玻璃行业面临着产

能过剩、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经济效益下行压力加大等严峻局面，玻璃行业企业在物料成本、

产品质量、经营管理及模式创新等方面正面临着日益严峻的挑战，玻璃行业的粗放生产已经越

来越不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玻璃生产工艺装备水平大大提高，资源利用率显著提升的同时，

供应市场千变万化，下游市场竞争加剧，传统的管理模式之下，企业管理水平与生产力发展的

不相适应日益彰显，如何实现全要素生产效率的最大化也急需通过数字化手段来进行管理升

级，用数字化促进柔性化、定制化生产，从而实现新形势下的降本增效。

近年来，国家政府部门陆续出台《关于深入推进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管理体系的指导意见》

等政策文件和《中国制造 2025》、“互联网+”等战略规划加快推动两化融合。其中工业和信

息化部于 2020 年 9 月 16 日针对建材工业发布了《建材工业智能制造数字转型行动计划

（2021-2023年）》，其中明确指出要加强建材行业智能制造标准化协调机制建设，建立健全

行业智能制造标准体系，上述文件的发布为玻璃行业开展数字化工厂的建设提供了政策支撑。

目前在原材料领域，生产设备数字化率为 52.1%、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为 60.7%、关键

工序数控化率为 65.7%。作为数字化与智能化制造的关键技术之一，数字化工厂是工厂全生命

周期、全业务链、全要素的数据集成，对生产过程进行规划管理和优化，是现代工业化与信息

化融合的应用体现，也是实现智能制造的必经之路。随着数字化工厂技术应用取得一定成就的

同时，也面临着项目实施效果是否能达到数字化工厂水平的难点。政府、行业、企业都需要一

个科学的指导文件，以分析数字化发展现状、水平，并根据当下的发展阶段、资源配备和业务

场景，制定数字化规划及发展战略。

在玻璃行业开展数字化工厂评价标准的研制，既符合我国战略发展需要，又是推动玻璃工

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经之路，该标准的实施能使玻璃企业清晰地认识到自身的数字化水平并找到



差距，为下一步实施改进提供明确的目标，同时还有助于引导和规范玻璃企业数字化工厂建设，

全面提升玻璃行业数字化水平。

范围和主要

技术内容

标准的技术内容与适用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玻璃行业数字化工厂的规划、设计、建造（新建或改建）和运营。其他行业

可以参照执行。

本标准主要技术内容包括：

(1) 一般要求：设备要求、网络要求、系统要求、交互要求、安全要求。

(2) 数字化规划要求：功能架构要求。

(3) 数字化设计要求：物料数字化设计、生产数字化设计、管控数字化设计、经营数字

化设计。

(4) 数字化建造要求：数字工厂层要求、生产执行层要求、经营管控层要求、分析优化

层要求。

(5) 运营数字化要求：包括基本要求，制造资源、生产过程、现场运行、质量管控、物

料管控、经营分析、系统集成的数字化要求。

国内外情况

简要说明

1. 国内外对该技术研究情况简要说明：国内外对该技术研究情况、进程及未来的发展；该技

术是否相对稳定，如果不是的话，预计一下技术未来稳定的时间，提出的标准项目是否可

作为未来技术发展的基础；

目前，国内外纷纷布局智能制造，与此相关的数字化工厂系统解决方案应运而生，无论是

战略咨询公司、行业领军企业，抑或信息技术供应商均能提供“一揽子”数字化转型服务。广

义的数字化工厂是以制造产品和提供服务的企业为核心，由核心企业以及一切相关联的成员构

成的、使一切信息数字化的动态组织方式，是对产品全生命周期的各种技术方案和技术策略进

行评估和优化的综合过程。数字化工厂主要涉及产品设计、生产规划与生产执行三大环节，数

字化建模、虚拟仿真、虚拟现实/加强现实（VR/AR）等技术包含在其中。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

数字化工厂的技术业已成熟，但绝大多数的成熟案例集中在汽车、机械、飞机等离散型制造领

域，通过数字化技术串起来离散型制造的诸多分散节点，从而加速了生产变革。

然而，就连续性生产企业，尤其是玻璃工业这种线性生产性质的领域，许多数字化转型的

技术并不能很好的契合玻璃工业行业的发展，经常会发生诸如不同数字化工厂数字化水平不一

的“乱象”。有鉴于此，本标准的提出希望可以规范玻璃工业数字化工厂的数字化规划要求、

数字化设计要求、数字化建造要求、数字化运营要求等的评价要求，引导不同发展阶段企业的

数字化工厂建设以及数字化生产管理，同时还能为玻璃生产企业建设数字化工厂提供指导依

据。

2. 项目与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采用程度的考虑：该标准项目是否有对应的国际标准或国

外先进标准，标准制定过程中如何考虑采用的问题；

就国际范围而言，IEC/TC65 主要负责智能制造领域标准起草和审查。其中，IEC 62832

《Industrial-process measurement, control and automation – Digital Factory framework》（工业过程

测量、控制和自动化—数字工厂框架）主要关注离散型制造领域数字工厂的一般原则、模型要



素以及数字工厂在生产系统生命周期管理中的应用，而在连续性生产的玻璃工业领域则缺乏相

应的评价要求，该项标准填补了国际空白。

3. 与国内相关标准间的关系：该标准项目是否有相关的国家或行业标准，该标准项目与这些

标准是什么关系，该标准项目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

就国内范围来说，我国已发布 GB/T 37393-2019《数字化车间 通用技术要求》、GB/T

37413-2019《数字化车间 术语和定义》、GB/T 37928-2019《数字化车间 机床制造 信息模型》

等系列数字化车间标准，主要适用于离散制造领域数字化车间。机械行业也发布了 GB/T

38129-2019《智能工厂 安全控制要求》、GB/T 38844-2020《智能工厂 工业自动化系统时钟同

步、管理与测量通用规范》、GB/T 38848-2020《智能工厂 过程工业能源管控系统技术要求》、

GB/T 38854-2020《智能工厂 生产过程控制数据传输协议》、GB/T 38847-2020《智能工厂 工

业控制异常监测工具技术要求》、GB/T 39173-2020《智能工厂 安全监测有效性评估方法》等

智能工厂系列标准，属于相对独立的单个系统要求或方法。然而这些标准缺乏系统性的指导，

并且更多地适用于离散型制造，而对于玻璃工业数字化工厂而言，缺乏成体系的标准引领。本

标准依据玻璃工业领域的特点，完善了玻璃工业数字化工厂诸如数字化规划要求、数字化设计

要求、数字化建造要求、数字化运营要求等评价要求，不仅填补了国内乃至国际相关标准的空

白，还进一步健全了我国数字化工厂标准体系，为玻璃工业数字化转型和发展影响重大。

该标准属于建材行业智能制造标准，属于体系内项目。

4. 指出是否发现有知识产权的问题；

无。

牵头单位 （签字、盖公章）月 日 归口管理部门 （签字、盖公章）

月 日

[注 1] 填写制定或修订项目中，若选择修订必须填写被修订标准号；

[注 2] 选择采用国际标准，必须填写采标号及采用程度；

[注 3] 选择采用快速程序，必须填写快速程序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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