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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宇 航 学 会
关于征集宇航领域“2019 年智能制造

科技进展” 推荐材料的通知

各理事单位、专业委员会：

为推动我国智能制造产业发展，引导我国制造企业通过智能制造

的实践实现转型升级，在中国科协智能制造学会联合体的统一组织部

署下，中国宇航学会将开展“2019 年智能制造科技进展”的推荐、评

选工作。

“2019 年智能制造科技进展”的推荐、评选的宗旨：把握智能制造

发展趋势，引导我国智能制造发展。经过初评、终评，最终形成“世界智

能制造十大科技进展”“中国智能制造十大科技进展”。入选的科技进展成

果拟在 2019 年世界智能制造大会上发布，并将作为联合体2019年重大

研究成果予以宣传。

一、“世界智能制造十大科技进展”推荐范围及标准

应用范围：

1.聚焦国际上应用的智能制造技术、装备、系统和解决方案，以

及智能制造发展前沿与应用热点形成的科技成果；

2.结合国际领先企业的智能制造应用实践，综合国际相关研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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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和学会协会发布的技术白皮书、参考模型和相关标准，解析世界智

能制造技术的发展与应用趋势与科技成果；

3.在智能制造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方面取得重大发现，将引

起智能制造领域突破性发展，或对智能制造发展有重大贡献的科技成

果；

4.推荐的科技成果需无知识产权争议，有争议的成果应在推荐前

解决，否则不予受理。

评选标准：

1.创新性：在世界智能制造行业或产业领域中具有新颖性或实质

性的突破、改进；以及解决智能制造领域技术难点或行业热点问题。

2.应用性：在国际上有实际应用，即应用在智能制造实践案例中

并产生显著的影响力。

3.引领性：通过培育和发挥优势资源进入智能制造发展前沿，掌

握智能制造行业或者产业领域中技术源头，成为国际相关技术制定者

或者引领者。

4.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前者是指在全球应用后在劳动生产率、

投资回报率等方面实际取得一定影响；后者是指在全球对生态环境、

生活环境改善的贡献程度，对行业（地区）创新能力和竞争力提升的

贡献程度。

5.未来发展预期：进一步开发、推广应用的适应性以及未来可预

测将取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6.知识产权：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及采取的相应保护措施，保护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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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及效果。

二、“中国智能制造十大科技进展”评选范围及标准

应用范围：

1.结合中国制造业发展的国情，聚焦我国智能制造技术、装备、

系统和解决方案的应用，以及智能制造发展前沿、应用热点的科技成

果；

2.结合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相关部委对于实施智能制

造的相关规划的执行情况和取得的科技成果，聚焦制造业不同领域的

领先企业推进实施智能制造的实践案例，并取得的显著技术进展或科

技成果；

3.推荐的科技成果需无知识产权争议，有争议的成果应在推荐前

解决，否则不予受理。

评选标准：
1.创新性：在中国智能制造行业或产业领域中具有新颖性或实质

性的突破、改进；以及解决智能制造领域技术难点或行业热点问题。

2.应用性：在我国制造业领域有实际应用，即应用在智能制造实

践案例中并产生显著的影响力。

3.引领性：通过培育和发挥优势资源进入智能制造发展前沿，掌

握智能制造行业或者产业领域中技术源头，成为国内技术制定者或者

引领者。

4.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前者是指在我国制造业领域应用后在劳

动生产率、投资回报率等方面实际取得一定影响；后者是指在我国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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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业领域应用后对生态环境、生活环境改善的贡献程度，对行业（地

区）创新能力和竞争力提升的贡献程度。

5.未来发展预期：进一步开发、推广应用的适应性以及未来可预

测将取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6.知识产权：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及采取相应保护措施，保护程度

及效果。

三、推荐、评选流程

1.中国宇航学会各理事单位及专业委员会根据评选范围完成各自

领域“智能制造科技进展”的推荐。申报单位需填写《智能制造科技

进展参评材料表》（见附件1），并提交智能制造科技进展证明材料清

单（见附件 2）、科技成果推荐承诺书（见附件 3）。

2.中国宇航学会负责收取各单位宇航领域2019年度“智能制造科

技进展”推荐材料，并对推荐材料进行审查后，向中国科协智能制造

学会联合体进行推荐。

3.中国科协智能制造学会联合体将组织函评、初评、终评，并根

据分值高低评出“世界智能制造十大科技进展”（10 项）、“中国智

能制造十大科技进展”（10项）。

四、入选智能制造科技进展的发布、宣传

“2019 年世界智能制造十大科技进展”“2019 年中国智能制造

十大科技进展”拟在 2019 年世界智能制造大会上进行发布。入选智

能制造“双十”科技进展的企业将有机会在 2020 年智能制造科技进

展“双十”论坛上进行交流。

五、材料报送时间、提交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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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请各单位将材料以电子文档形式报中国宇航学会，邮箱：

csa2019@163.com；邮件主题请标明“2019智能制造双十材料”，联系

人：杨振荣，010-88530495,。

2. 评选材料征集时间：2019年5月16日-6月30日。

望各单位以及广大航天科技工作者踊跃参与，共同为我国智能制

造产业发展作出应有贡献。

中国宇航学会

2019 年 5 月 16 日

附件1：智能制造科技进展参评材料表

附件2：智能制造科技进展证明材料清单

附件3：科技成果推荐承诺书

附件4：“世界智能制造十大科技进展”专家评分标准

附件5：“中国智能制造十大科技进展”专家评分标准

mailto:csa2019@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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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9 年智能制造科技进展参评材料表

项目名称：

□世界 □中国

推荐单位（盖章）

/专家（签字）

申报单位

（盖章）

联系人 电话

邮箱

科技进展参评材料（5000 字以内）

（要求：以下内容作为专家评审的重要依据，请务必按照要求规范化、对应

填报，围绕本项“智能制造”科技进展来阐述）

1. 本项智能制造科技进展的背景和意义；

2. 本项智能制造科技进展目前的应用情况；

3. 本项智能制造科技进展创新性和引领性（与同类、同行业的科技进展进行横向对

比，要有指标、数据支撑）；

4. 本项智能制造科技进展应用前后，给企业带来的成本、生产效率、绿色环保等经

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方面的提升（前后数据的对比，能用表格最好）；

5. 本项智能制造科技进展所取得的知识产权情况。

“2019 智能制造科技进展参评材料”填报需要特别注意：

1.“2019智能制造科技进展参评材料”作为专家评审的重要依据，请务必按照要求规范化、对

应填报，围绕本项“智能制造科技进展”来阐述。请推荐单位和申报单位务必按照要求填报。

2.“2019年智能制造科技进展参评材料”务必重点体现本项智能制造科技进展的创新性和引领性，

与同类、同行业科技进展的横向对比，要有指标、数据支撑。

3.“2019年智能制造科技进展参评材料”请务必重点突出本项智能制造科技进展应用前后，

为企业带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要求有前后数据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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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智能制造科技进展证明材料清单

1.知识产权证明：指智能制造科技方面已获授权的主要知识产权证明材料，提供

复印件即可。

2.评价证明或者验收证明：指智能制造科技方面的验收鉴定、权威部门出具的检

测报告或者批准文件等，提供复印件即可。

3.应用证明：指智能制造科技应用所行程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证明，可选择重

要的和有代表性的提供，提供应用单位盖章原件。

4.技术合作开发说明：指申报的科技进展由多方共同合作完成，请予以说明。

5.其他证明：指能支持或者智能制造科技进展贡献的其他相关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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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智能制造十大科技进展（2019）”科技成果推荐承诺书

本单位已了解2019年“智能制造十大科技进展”科技成果推荐的相关评选范围、

评选标准及推荐等要求，现推荐 2019 年度科技进展。本单位已如实填写“智能制造十

大科技进展（2019）”科技进展有关材料，并对本次推荐郑重承诺如下：

1.推荐科技进展所涉及的内容和相关数据真实准确，无欺瞒和作假行为。

2.推荐科技进展的相关技术系合法使用，知识产权权属清晰，无知识产权纠纷。

3.推荐科技进展可以接受相关部门的监督检查。

本单位如果违反以上承诺，自愿退出本次“智能制造十大科技进展（2019）”科

技成果评选活动。

推荐单位（盖章）：

（或）申报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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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世界智能制造十大科技进展”专家评分标准

评价指标 指标含义及说明 得分情况（总分 100 分）

（一）创新性、

引领性

（40 分）

在国际智能制造行业或者产业领
域中取得新颖性或实质性的突破、

改进（20 分）

解决国际智能制造领域的技术难
点或行业热点问题的情况，与同类

研究相比所处水平（20 分）

（二）应用性

（20 分）

实际应用情况（10 分）

在国际智能制造领域内有显著影

响力（10 分）

（三）经济与社

会效益

（20 分）

应用后实际取得的经济效益

（10 分）

可综合评定

（总分25 分）

对生态环境、生活环境改善的贡献

程度等社会效益（10 分）

（四）未来预期

（10 分）

进一步开发、推广应用的适应性以

及未来可预测将取得的潜在效益

（10 分）

知识产权情况

（10 分）

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情况及采取

的相应保护措施，保护程度及效果

（10 分）

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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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中国智能制造十大科技进展”专家评分标准

评价指标 指标含义及说明 得分情况（总分 100 分）

（一）创新性、

引领性

（40 分）

在中国智能制造行业或者产业领域

中取得新颖性或实质性的突破、改进

（20 分）

解决中国智能制造领域的技术难点
或行业热点问题的情况，与国内外同类

研究相比所处水平（20 分）

（二）应用性

（20 分）

实际应用情况（10 分）

对优化产业结构和推动行业进步所

起的作用（10 分）

（三）经济与社

会效益

（20 分）

应用后实际取得的经济效益（10 分） 可综合评定

（总分25 分）

对生态、生活环境改善的贡献程度，
对行业（地区）创新能力和竞争力提

升的贡献程度等社会效益（10 分）

（四）未来预期

（10 分）

进一步开发、推广应用的适应性以及

未来可预测将取得的潜在效益

（10 分）

知识产权情况

（10 分）

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情况及采取的

相应保护措施，保护程度及效果

（10 分）

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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