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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管理实施指南 第X部分：装备制造业》 

（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 工作简况 

1 任务来源 

本文件制修订计划项目是由全国知识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经国家标

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正式列入2019年国家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标准计划号为：    

20191887-T-463。 

2 标准编制的背景、目的和意义 

随着全球经济复苏进程中风险积聚，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反全球化思潮进一

步升温，制造业经营成本上升、不确定性加剧，高端制造业回流和低端制造业分

流趋势加剧，制造业产业转型升级迫在眉睫。同时，当代社会正在进入知识经济

时代，知识是制造业企业取得竞争优势的关键因素。在此过程中，知识作为制造

业的研发设计、智能制造、采购物流、售后服务、节能降耗的战略性资源，对于

促进高质量发展，实现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变发挥着关键作用。同时，数

字化转型、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两化融合等政策也为制造业知识管理提出了

新的机遇和挑战。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5G通信、数字

孪生等新技术发展，也为制造业的知识采集、传输、推送、分享和保护提供了技

术保障措施。 

本文件以服务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为目标，以基于工业大数据开发利用的知

识管理为主线，在《知识管理体系 第1部分：指南》的框架指导下，结合我国制

造业的现状和需求，提出了制造业知识管理的通用框架、方法和建设指南。通过

对制造业知识及知识的鉴别、创造、获取、存储、共享、应用等活动进行规划和

管理，促进数字化、智能化车间以及智能制造的实现，进而指导生产经营，辅助

决策，促进制造业的改造、转型和升级。近年来，我国制造业企业面临更为严峻

的国内外市场竞争环境，生产效率低，能源和资源消耗高，产品附加值低，缺乏

有效的产品创新研发能力和市场开拓能力。我国的企业，尤其是制造业企业，只

有实现“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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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品牌转变”，才能摆脱当前困境。为此，我国提出了中国制造2025战略和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引导和促进企业的改造、转型和升级。 

3 编制工作过程 

1） 起草阶段 

在2019年9月4日，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在成都组织召开了知识管理国家标准制

定研讨会，来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航数码、航天一院、深圳蓝领、东软集团

等多家单位的专家和代表参加了研讨，讨论标准的框架和内容，并对标准框架和

草案提出了修改意见。 

2020年9月9日，标准起草组在中国标准化研究院通过视频会议形式，与来自

航天一院、金航数码、航天五院等单位的专家对标准征求意见稿进行讨论，继续

完善标准的技术框架和内容。 

2021年，中国标准化研究院、金航数码等公司共同提出了标准草案稿（初稿）。 

2022年5月，通过视频会议的形式召开研讨，来自中国标准化研究院、航天

一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航数码、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等单位研究讨论了标准

的技术内容，提出了修改意见。会后，根据研讨会意见进行了修改完善。 

2022年7月，通过视频会议的形式，邀请专家对标准草案提出了修改意见和

建议。会后对标准进行了修改完善，形成了征求意见稿。 

二、 国家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国家标准主要内容的论据 

（一）编制原则 

1. 符合ISO/IEC关于通用体系结构（HLS）的要求 

ISO/IEC为管理体系标准提出了通用的技术框架，本标准以HLS规定的结构

为标准内容框架，以《GB/T 34061.1知识管理体系 第1部分：指南》为指导，提

出了装备制造业知识管理体系建设的通用性技术内容。 

2. 充分考虑了新理念、新技术发展现状、趋势和需求 

近年来，工信部、国资委、科技部等提出了智能制造、数字化转型、两化融

合、绿色制造等新理念，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数字孪生、云计算、移动

计算等新技术在制造业企业得到了广泛应用，为知识的获取、流动、共享、保护

提供了更加便利的技术设施和内容资源，为制造业知识管理提供了良好的技术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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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和基础。本标准从规划、内外部环境分析、运行、支持等方面内容，考虑了数

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对制造业知识管理实施的需求和相关内容。 

3. 融合补充了 ISO 30401国际标准适用的技术内容 

充分参考了ISO 30401-2018 《知识管理体系 要求》的相关技术内容和框架

布局安排，借鉴了ISO 30401的处置方式，将组织文化、知识活动等内容放在第4

章进行规定。 

（二）主要内容 

《知识管理实施指南 第1部分：装备制造业》的主要内容包括如下部分： 

（1） 范围：本文件规定了设计理性知识建模的通用方法和技术参考模型。

本文件适用于设计理性知识的获取、存储、交换、共享和使用，

也适用于设计理性知识加工软件系统开发等。 

（2） 规范性引用文件：给出了本文件的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给出了本文件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 设计理性知识建模过程：提出设计理性知识建模方法和模型。 

（5） 设计理性知识的基本元素:设计理性知识相关元数据描述。 

（6） 设计理性知识基本元素的逻辑关系：给出了设计理性知识基本元素

之间的逻辑关系 

（7） 附录 A：资料性附录，给出了元数据的描述约定。 

（8） 附录 B：资料性附录，给出了设计理性知识的数据示例。 

（9） 参考文献：列出了标准编制参考的文件。 

三、 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 

本标准为首次自主制定，不涉及国际国外标准采标情况。 

四、 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无。 

五、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未出现重大分歧意见。 

六、 国家标准作为强制性国家标准或推荐性国家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为首次制定，建议作为推荐性标准发布实施。 

七、 贯彻国家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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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发布后将由其归口管理单位全国知识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统一组

织规划开展标准宣贯工作。 

八、 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的实施不涉及对现行标准的废止情况。 

九、 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知识管理实施指南 第X部分：装备制造业》 

标准编制起草组 

2022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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