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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工业产业大脑建设指南（1.0）

工业产业大脑是聚焦特色制造业细分行业，构建形成“数据

汇聚—智能计算—能力生成—赋能服务”一体的 AI 大模型。通

过融合贯通政府产业基础数据、行业公共数据、企业共享数据，

打破产业、市场、创新、金融等固有边界，重塑产业组织形态和

资源配置模式，支撑政府精准决策和产业精细治理，实现全行业

全产业链的智能化协同发展。为加快数字重庆建设，率先构建工

业和信息化领域产业大脑建设体系，特制定本指南。

一、总体构架

图 1 工业产业大脑构架图（详见附图）

围绕“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构建“1+1+N”产业大

脑构架体系，即 1 个产业大脑能力中心作为产业知识库、数字资

源、功能组件共享开放平台，1 个产业数据仓作为数字底座，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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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由多元市场主体建设的特色细分行业产业大脑（以下简称行业

大脑）。

市经济信息委统筹建设产业大脑能力中心和产业数据仓，贯

通政府侧产业治理重大应用，推动数据互通共享，与行业大脑互

联互通、协同赋能。行业大脑根据产业集群布局、产业链发展实

际，建设行业数据仓为数字底座，行业工业互联网平台为载体，

输出工艺技术、运营管理、行业知识模型等可重复使用的数字化

工具，增强行业技术、原料、市场、投融资、政策等趋势洞察分

析能力，加强行业产业链企业“研、产、供、销、服”数字化协

同能力，引领企业生产方式、业务模式、组织形态创新变革。

二、行业大脑建设原则

（一）政府主导，市场运作。按照“一地创新、全市共享”

的要求，坚持整体规划、分类推进，加快行业大脑建设。行业大

脑建设应充分整合政府、行业、企业等多方资源，发挥企业主体

作用，强化市场运作机制，实现行业大脑的长效可持续发展。

（二）数据驱动，创新协同。以产业发展需求为牵引，推动

政府侧、行业侧、企业侧多方数据汇聚，规范数据采集、编目、

融通、应用和共享，以人工智能驱动产业服务和场景赋能迭代创

新，有效推动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和创新链“四链”深度融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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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安全为本，筑牢底线。以系统化思维建设“云、网、

边、端、数”全方位、一体化安全防护体系，增强行业大脑安全

防护能力，建立安全防护工作机制，落实安全主体责任。

三、行业大脑建设内容

行业大脑建设内容主要包括：行业数据仓、行业工业互联网

平台、“应用场景+能力组件”、业务能力、行业大脑门户、安

全防护系统等。

（一）行业数据仓。

行业数据仓是连接政府侧、行业侧、企业侧的重要枢纽和数

据资源载体，贯通政府产业基础数据、行业公共数据、企业共享

数据，实现数据编目、归集、分析、交换、融合，是行业大脑的

数字底座。政府侧数据主要通过连接产业数据仓，根据业务需求

申请政府侧相关产业基础数据；行业侧数据主要通过在互联网及

其他资源渠道搜集获取的行业公共数据；企业侧数据主要通过产

业链上下游企业的共享数据获得，必要时采用隐私计算、区块链

等技术手段对数据进行加密处理。

（二）行业工业互联网平台。

工业互联网平台是基于行业数据仓，建设专业数据网络设施

和边缘智算终端的新型工业数据网络，融合数据挖掘、边缘计算、

深度学习、人工智能算法等技术能力，构筑赋能行业、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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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人工智能大模型，通过对海量数据的智能分析，输出“应

用场景+能力组件”，赋能产业链信息协同、资源协同、业务协

同、能力协同，支撑制造资源泛在连接、弹性供给、高效配置。

（三）应用场景+能力组件。

“应用场景+能力组件”是指针对产业链和企业发展需求，

打造应用场景解决方案和软硬件能力组件，为产业链和企业发展

赋能。能力组件主要包括通过产业大脑能力中心调用政府侧产业

治理重大应用，和梳理提炼本行业的工艺技术、运营管理、行业

知识与模型等形成可复用的知识组件、工具组件和应用组件。应

用场景主要指聚焦于产业生态、智造应用、共性技术等方面的应

用服务，打造平台化设计、数字化管理、网络化协同、个性化定

制、服务化延伸、智能化生产等新模式。

（四）业务能力。

通过以数据驱动和智算支持的“应用场景+能力组件”，形

成行业洞察分析、产业链协同赋能、企业创新变革等三级业务能

力。行业洞察分析主要通过对全行业全产业链发展形势的智能分

析研判，贯通行业供给、市场、创新、金融等要素资源，联动开

展全要素分析，为企业发展提供决策支持。如原材料供应或价格

走势、市场产品供给和需求趋势、关键核心技术发展动态、关键

零部件供给形势等智能分析研判。产业链协同赋能主要包括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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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上下游配套企业的“研、产、供、销、服”全环节数字化协同

服务，打通企业数据链、信息链、要素链，实现研发设计同步、

生产制造协同、供应链协同、销售服务联动、金融链贯通等。企

业创新变革主要包括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助力企业生产经营管

理提质增效，帮助企业生产方式、组织模式重塑变革。包括赋能

企业服务模式多样化、营销模式特色化、品牌策略高端化、产品

研发数字化、生产方式智能化等创新发展能力。

（五）行业大脑门户。

行业大脑门户是行业大脑基于互联网端的服务窗口，主要包

括行业最新动态、资源信息发布、场景应用展示、能力组件共享

等功能版块，具备用户管理、资源管理、信息检索等基础功能。

（六）安全防护系统。

行业大脑应建设设备安全、数据安全、网络安全、平台安全

等安全防护系统，原则上应当具备不低于信息安全等级保护三级

以上防护能力。

四、行业大脑建设模式

行业大脑建设是推动数据赋能全产业链协同转型的系统性

工程，由政府、“链主”企业或第三方平台等主体牵头，通过数

据协同、数据赋能，推动生产方式、商业模式、企业形态、产业

链组织重构，促进全产业链数字化协同转型。行业大脑建设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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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依托或组建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运营主体，创新商业

模式，通过企业赋能、行业资源开放共享、供应链金融、技术产

品联合研发创新等方式，形成长效市场化运营机制和“自我造血”

能力。

（一）政府主导建设模式。针对产业区域集中、产业链上中

小企业偏多、产业链资源分散的行业，可由相关区县政府、园区

管委会牵头，聚焦特色产业方向，联合其他市场主体组建联合体，

充分发挥区县、园区对产业集群、要素资源的统筹协调能力，推

动建设具有地方特色的行业大脑。

（二）“链主”企业主导建设模式。针对产业空间布局分散、

“链主”企业产业链贯通能力强、产业链资源集中的行业，可由

“链主”、领军企业牵头建设行业大脑，充分发挥“链主”、领

军企业对产业链中小微企业的引领带动作用，共享行业数据和工

业知识，建设具有产业链特色的行业大脑。

（三）第三方平台主导建设模式。针对产业空间布局分散、

产业链资源分散、产业链共性需求比较强的行业，可由第三方平

台牵头，联合行业相关市场主体建设行业大脑。充分发挥平台服

务商聚合生态资源优势，建设产业资源共享特色的行业大脑。

五、行业大脑建设步骤

（一）发布目录。市经济信息委围绕“33618”现代制造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