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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现代化中试能力 优化中试发展生态
——《制造业中试创新发展实施意见》解读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
发布《制造业中试创新发展实施意见》（以下
简称《实施意见》）。为更好地理解和执行《实
施意见》，现解读如下：

《实施意见》

出台的背景？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科技成果转化
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
出，提高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水平。中试
是把处在试制阶段的新产品转化到生产过程
的过渡性试验。制造业中试是推动科技成果
产业化的关键环节，是促进技术迭代、工艺改
进和产品创新的重要方式，核心是使创新成
果更快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制造业中试持续
推进，为科技成果产业化提供了重要支撑。
2022年，17.56万家规上工业企业开展研究与
试验活动，规上工业企业试验经费支出1.87
万亿元，占全国试验经费支出的 73.92%，一
批自主创新技术和科研成果加快从样品到产
品再到商品的转化。然而，当前规上工业企
业中仅有 37.3%开展了研究与试验活动，仍
有大量中小企业不够重视中试验证，尚未建
设中试能力。已建立的制造业平台也不同程
度地存在职能定位散、服务水平低、发挥作用
弱等问题，难以有效满足高质量发展的现实
需求。全国新型工业化推进大会强调，针对
性布局一批中试和应用验证平台。

因此，在分析对比国际经验的基础上，结
合我国现有制造业中试平台的好做法、好机
制、好经验，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
委会同有关方面制定了《实施意见》，旨在建
设现代化中试能力，完善中试服务平台体系，
加快中试软硬件产业发展，优化中试发展生
态，为加快实现新型工业化提供有力支撑。

《实施意见》为什么提出推进中试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握数字化、网
络化、智能化融合发展的契机，以信息化、智
能化为杠杆培育新动能。当今时代，世界经
济正在向数字化转型，数字化、网络化、智能
化已经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
突出特征。国际上拥有深厚工业底蕴和先
进数字能力的企业，顺应数字经济发展趋
势，纷纷运用中试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新
模式，有效缩短研发周期、丰富试验项目、降
低试验成本。

我国数字技术进入加速创新的爆发期。
数字技术正加速向各行业各领域广泛渗透、
深度融合，推动发展方式、产业模式、企业形

态的深刻变革，有力支撑了产业结构优化升
级。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技术领先的
信息通信网络，算力总规模全球排名第二，
工业企业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达到
78.3%，在研发环节体现较强的数字化能
力。中试是连接新产品研发和产业化应用
之间的桥梁，推进中试数字化，加强新一代
信息技术融合应用，不仅能够加快企业试验
数据共享、开放、应用步伐，释放数据中蕴藏
的巨大价值，还有利于发展数字孪生、虚拟
仿真实验等新模式，提升研发效率，实现无
实物样机生产，为制造业发展注入新动能。

网络化为中试发展提供更多动力源泉。
随着5G、云计算、工业互联网等新兴技术加
快交叉融合、迭代创新，网络连接正从人人
互联、万物互联迈向泛在连接。中试环节集
成了基础零部件、基础元器件、基础材料、基
础工艺、基础软件等工业基础能力，涉及资
金、设备、数据、技术、人才等要素资源，具备
网络化协同的基础特征。当前，我国工业机
器人、工业软件广泛普及，工业互联网平台
覆盖85%以上工业大类，企业利用业务上云
来提升质量、效率和效益的作用初显，推进
中试网络化，促进产业链供应链各类资源要
素的网络化泛在互联、服务化弹性供给、平
台化高效分配，有利于提升研发创新的及时
性和有效性，提高中试资源利用效率，推动
中试云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

人工智能向工业各领域加速渗透应
用。当前，人工智能等颠覆性前沿技术加速
突破应用，围绕“数据+算力+算法”的技术
集成创新持续加快，成为企业提质增效升级

的重要动力。我国具有工业体系完整、产业
规模庞大、数据场景丰富等综合优势，全国
已建设近万家数字化车间和智能工厂，创造
了大量应用场景。推进中试智能化，推动机
器视觉、机器学习、人工智能大模型在中试
环节的应用，有利于通过全面感知、实时分
析、科学决策和精准执行，实现自动化、高精
度和跨场景的工业缺陷识别，优化工艺过
程，提升试验效率，积累技术能力，形成人工
智能赋能制造业中试发展的独特优势。

《实施意见》对制造业中试平台

建设模式上有哪些考虑？

中试是从研发到生产的必由之路，通过
中试能够及时发现问题、改进方案、提升质
量，大幅提高成果产业化成功率。2022年，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开发新产品项目 109.39
万个，连续十年保持 10%以上的增长率，产
品推陈出新迫切需要通过中试验证解决产
品可不可产、好不好用等问题。《实施意见》
提出了多种平台建设模式，也鼓励地方结合
实际探索新的建设方式和运作机制。

一是龙头企业建设产业链中试平台。
按照国际经验，龙头企业往往与其供应商围
绕产品开展协同设计和试验。当前，随着需
求向智能化、个性化、绿色化升级，制造业产
品正朝着复杂化、精密化、智能化方向快速
发展，面临越发复杂的服役环境、趋于极端
的运行工况，龙头企业具备丰富的资源和应
用场景经验，能够把握产品整体功能性能和

质量指标要求，也具备调动产业链上下游供
应商实施改进的能力。《实施意见》提出，支
持龙头企业提供应用场景和试验环境，搭建
自主产品中试平台，带动产品研发设计和验
证试验，与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共同制定中试
技术规则和标准，着力解决中试共性问题。

二是布局建设中试公共服务机构。中
试平台建设需场地设施、软硬件、技术和人
才等支撑，耗费巨大。龙头企业建设的中试
平台开放性不足，中小企业往往建不起、用
不上，需要寻求公共服务解决中试问题。国
际上，已经涌现出一批场地设施完善、仪器
设备先进、试验人员专业的公共服务机构和
实验室，提供高水平、全链条公共服务。《实
施意见》提出，建设综合性中试公共服务机
构，提供跨行业、跨领域的高水平中试服务，
满足企业多样化需求。建设专业化中试公
共服务机构，完善特殊应用场景下的试验能
力和极端环境试验能力，有效满足行业发展
及特殊应用场景需求。

三是强化现有创新和服务平台中试功
能。目前，国家有关部门、部分地方政府支
持建设了一批技术创新类、成果转化与产业
化类创新平台基地，服务于研究和试验发展
的机构达 728 家，形成了良好的工作基础。
在新时期新形势下，为进一步促进中试能力
建设，《实施意见》提出强化现有创新和服务
平台中试功能，加强技术研发转化，开放试
验能力、试验场地和研究成果。为充分发挥
地方积极性和主动性，探索中试服务网络新
机制，还提出支持产业集聚效应明显、中试
基础能力扎实的地方，打造辐射范围大、转

化能力强、发展机制好的中试中心。

《实施意见》如何健全完善

中试发展产业生态？

成熟完善的产业生态是制造业中试创新
发展的重要保障。《实施意见》从多个方面提
出健全完善产业生态的举措。

一是突破关键技术产品。加快关键技术
攻关，重点突破极端复杂环境试验、可靠性仿
真分析、数字孪生等中试关键技术和计量、标
准、试验检测、分析评价等基础共性技术。突
破软硬件产品，推动中试软硬件补短板、锻长
板，解决堵点卡点断点问题，增加高质量产品
和服务供给。

二是发展壮大市场主体。对标国际先进
水平，培育一批具有生态主导能力的仪器仪
表、计量标准装置、试验检测设备、设计仿真
软件等领域的龙头企业。不断增强中试软硬
件产品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促进优质自
主产品在建设中试线过程中先行先试，提升
中试线系统集成能力。

三是夯实发展基础能力。强化标准支撑
引领，建立健全中试标准体系并发布一批关
键标准。加强计量服务保障，建立一批中试
发展急需的高准确度、高稳定性计量标准装
置和计量标准物质库。打造专业人才队伍，
培养懂产品、懂制造、懂试验、懂设备、懂安全
的复合型人才队伍和善于解决复杂工程问题
的卓越工程师。

《实施意见》印发实施后

如何抓好贯彻落实？

《实施意见》的落地见效，需要各地方、各
部门、各有关单位密切配合，发挥各自优势，
互促互补、形成合力。

一是强化统筹协作。各地工业和信息
化、发展改革等主管部门和相关部门协同配
合，将各项任务明确分工、分解到位，调动各
方面力量抓好落实。积极发挥企业、行业组
织、专业机构等单位促进中试创新发展的主
动性创造性。

二是加大支持力度。地方结合资源禀
赋，因地制宜制定本地区扶持制造业中试发
展政策，做好中试政策与科技创新、产业发
展、应急管理、生态环境等政策的衔接和协
同。加强中试服务平台效能评估，强化评价
结果应用，将评价结果作为政策支持、资源配
置的重要依据。

三是加强宣传引导。切实加大中试政策
宣传贯彻力度，统筹用好传统媒体和新兴媒
体，营造制造业中试创新发展的良好氛围。
对引领带动作用凸显的中试平台、中试示范
线、解决方案和典型案例等标杆示范，加大推
介力度。

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