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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十二部门关于印发《工业互联网标识解

析体系“贯通”行动计划（2024-2026年）》的通知

工信部联信管〔2023〕271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业和信息化、教育、科技、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自然资源、住房和城乡建设、卫生健康、应急管理、国有资产监管、

市场监管主管部门，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分行，

各证监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通信管理局，各相关单位：

现将《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体系“贯通”行动计划（2024-2026 年）》印发给你们，

请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

附件：《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体系“贯通”行动计划（2024-202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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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读懂《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体系“贯通”行动计划

（2024-2026年）》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教育部、科学技术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自然资源

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应急管理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务院国

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十二部门联

合印发《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体系“贯通”贯通行动计划（2024-2026 年）》（以下简

称《行动计划》），为更好地理解和实施《行动计划》，结合各方关注问题，现对有关

政策要点解读如下：

一、什么是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体系？

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体系是工业互联网的重要组成和“神经系统”，主要包括标识

编码和解析系统两大部分。其中，标识编码相当于“身份证”或者“门牌号”，为工业

互联网上的每一个物理实体（如零部件、机器、产品等）、每一个数字对象（如算法、

工艺记录、关键数据）赋予全球唯一的编码。解析系统依据标识编码对网络地址和相关

联的信息进行查询和统一解析，从而实现精准定位，为跨系统、跨企业、跨地域的供应

链全流程管理、追踪溯源、网络精准协同等应用提供基础支撑。

近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我国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体系从无到有、从小到大、

基本建成，国家顶级节点稳定运行，二级节点上线超过 330 个，实现全国 31 个省（区、

市）全覆盖，服务企业超 40 万家，日均解析超 1.5 亿次，拓展至 46 个行业，逐步成为

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

二、《行动计划》的出台背景是什么？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工业互联网发展，提出深入实施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战略。

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体系是工业互联网的重要组成，对畅通产业链供应链，提升产业链

供应链韧性和安全可靠水平具有重要赋能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打造自主可控的标识解析体系”。

当前，我国标识解析体系“夯基架梁”工作基本完成，在工业领域开展了一系列产

业实践，面向产品、面向过程、面向资源，在生产、运营、服务环节形成生产过程质量

管控、供应链数据共享、能耗数据监测等典型应用场景，已初步实现架构可控、设施可

控、技术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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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凝聚产业共识、强化政策引导，推动标识解析体系由“建”到“用”，拓

展在工业领域的应用广度和深度，促进标识解析体系向经济社会各领域广泛推广，同步

提升设施、技术、标准、数据、人才等要素支撑能力，加快实现应用可控和生态可控，

支撑制造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十二部门联合印发《行动

计划》。

三、未来 3年，标识解析体系发展将有哪些具体目标？

《行动计划》是第一份针对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体系出台的政策文件，第一份工业

互联网规模发展新阶段专项行动，也是第一份多部门联合推动工业互联网落地应用的政

策。《行动计划》从关键指标、重点领域、基础支撑、产业生态四个方面提出了到 2026

年的发展量化指标，加快推动标识解析规模化发展。

关键指标方面，服务企业突破 50 万家，应用拓展至 60 个行业，累计注册量突破 6000

亿个，日均解析量达 3亿次以上。重点领域方面，在生产制造、消费品工业、绿色低碳、

安全生产等领域初步实现规模应用。基础支撑方面，二级节点覆盖行业、地市范围持续

拓展，对工业经济运行监测、安全生产赋能作用日益显现。产业生态方面，标识解析关

键技术、软硬件产品实现突破，标准体系不断完善，产业供给能力不断增强。

四、《行动计划》部署了哪些重点任务？

《行动计划》按照“331”的思路，共部署 7项重点任务。第一个“3”侧重行业：

贯通产业链供应链，推动标识解析体系在石化、船舶、汽车、电子等重点行业应用，提

升制造业生产协同效率；全面赋能消费品“三品”战略，利用标识解析体系服务消费品

质量追溯、数字营销、全生命周期管理，助力消费升级；促进数字医疗整合，推动标识

解析体系与现有药品追溯码、医疗器械唯一标识体系深度融合，为相关医用产品等管理

提供服务。第二个“3”侧重领域：在完善绿色低碳管理、提升安全管理水平、提高城

市数字化水平三方面拓展标识应用的深度和广度，打造标识应用新模式、新标杆。“1”

侧重领域：推动产业集群升级，深化标识在重点产业发展载体的应用推广，提升产业集

群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水平。

五、《行动计划》在哪几方面提出支撑举措？

《行动计划》从基础设施、技术创新、产品服务、数据流通、安全保障 5个方面提

出支撑举措。在基础设施方面，增强顶级节点服务能力，完善各级节点布局，提升节点

支撑规模应用水平。在技术创新方面，加强标识解析与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技

术融合创新，加快架构、编码等标准制定和实施。在产品服务方面，加强标识解析与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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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信息系统、平台、工业 APP 等软硬件适配，培育应用解决方案和服务供应商。在数据

流通方面，搭建标识数据资源池，培育行业级标识数据模型，推进重点区域开展试点工

作。在安全保障方面，推动标识解析企业实施分类分级管理，建立健全标识安全保障体

系。

六、如何保障《行动计划》落地实施？

《行动计划》的落地实施需要凝聚各部门、各地方、产业各界推进合力，夯实组织

保障能力，营造良好发展氛围。一是建立健全推进机制。加强部门联动、央地协同，分

工做好重点任务组织保障，合力推动标识解析体系规模化应用。二是加大政策资金支持。

鼓励各地财政专项资金、创投基金、社会资本投向节点建设、技术研究等项目。三是强

化人才队伍建设。充分发挥高等学校等主体作用，开展相关专业人才培养工作。四是加

强标识服务管理。优化管理服务流程，强化事中事后监管。五是营造开放产业生态。深

化“百城千园行”活动，开展特色活动，加强供需对接服务。六是推动国际交流合作。

鼓励国际化园区等建设星火链网融合型基础设施，积极参与国际治理，搭建国际交流平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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