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附件 1

重庆市第二批细分行业产业大脑
“揭榜挂帅”目录

领域 序号 目录

工业领域

1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
2 新一代电子信息制造业
3 先进材料
4 智能装备及智能制造
5 食品及农产品加工
6 软件信息服务
7 新型显示
8 高端摩托车
9 轻合金材料
10 轻纺
11 生物医药
12 新能源及新型储能

农业领域

13 生猪
14 脆李
15 柑橘
16 茶叶

服务业领域

17 会展
18 火锅
19 外贸
20 家政
21 电商
22 商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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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重庆市细分行业产业大脑“揭榜挂帅”
申报书

项目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报行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揭榜主体： （盖章）

建设运营单位： （盖章）

申 报 日 期：___________年___________月___________日

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重庆市农业农村委员会

重庆市商务委员会联合编制

2025 年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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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榜任务承诺书

根据《关于联合开展第二批细分行业产业大脑“揭榜挂帅”

工 作 的 通 知 》 要 求 ， 我 单 位 提 交 了 揭 榜 项 目 （ 项 目 名

称： ）的申报书。

现就有关情况承诺如下：

1.我单位有合理的资金安排以保障“行业产业大脑”建设和

运营。

2.申报材料中的文字和图片已经由我单位审核，确认无误。

3.我单位对所报送的全部资料真实性负责，保证所报送的方

案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关产业政策要求。

4.我单位所报送的方案符合国家保密规定，未涉及国家秘

密、个人隐私和其他敏感信息。

5.我单位揭榜建设的平台留有标准化的数据访问接口，具备

与数字经济专题组建设的产业大脑能力中心、产业数据仓、重大

应用等各平台间数据互联互通能力，可实现数据的共享交换。

6.我单位所揭榜建设的平台，关联企业用户相关数据在重庆

市行政辖区内存储，并承诺负责保障平台安全、数据安全、应用

安全、网络安全、设备端安全。未经市级行业主管部门允许，不

得对外展示和发布数据信息和平台应用成果，未经应用企业同意

不得泄露企业信息，坚持数据为企业高质量发展赋能，为政府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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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提供数据支撑。

7.我单位对违反上述承诺导致的后果承担全部法律责任。

8.我单位将根据揭榜工作要求，增强大局意识，切实承担主

体责任，在揭榜任务实施期间认真组织、重点推进、加强保障，

全力完成建设任务，力求在建设期间取得实质进展，达到或超过

预期目标。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主要负责人：（签字） 揭榜主体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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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分行业产业大脑建设申报方案
（参考提纲）

一、建设基础

（一）需求分析。找准申报行业存在的难点、痛点和堵点，

包括但不限于数字化转型需求、构建产业生态需要、提升产业竞

争力需要、政府精细化治理和服务需要等。以列表形式给出需求

清单，包括重大需求、痛点难点堵点问题以及相应的解决思路和

方法。

（二）产业基础。简要阐述本地申报行业产业大脑建设现有

产业基础，包括但不限于产业内企业整体发展水平、数字化转型

水平、研产供销服体系等。

二、行业产业大脑建设方案

（一）总体目标及年度目标。结合行业产业大脑建设评价体

系，制定总体及年度目标。包括但不限于主要场景建设数量、服

务企业数量、智能要素数量（包括数据、算法、知识、模型、组

件），以及解决行业痛点、提升产业发展水平等量化和预期目标，

以列表形式给出总体和年度目标清单。

（二）建设内容及任务分解。重点介绍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和

任务分解，按照建设时间进度列表形式给出任务清单。主要建设

内容包括：

1.行业产业大脑体系构架。重点体现行业产业大脑体系构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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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体系构架说明等。

2.工业互联网平台。简要介绍基于工业互联网平台开展行业

数据汇聚、能力组件开发、产业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功能规划。（仅

基于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的行业产业大脑提供）

3.行业数据仓。体现沉淀行业数据，按需建设行业主题库和

特色专题库，建设数据编目系统、数据工作台、数据共享交换系

统等。重点介绍申报行业数据来源、数据获取机制，以列表形式

给出、行业主题库和特色专题库规划建设清单。

4.能力组件。聚焦行业场景需求和行业产业大脑能力建设需

要，重点体现拟建设的各类能力组件。以列表形式给出能力组件

清单，包括组件名称（如“知识图谱管理工具”）、组件简介、组

件类型、应用场景（需对照应用场景清单中的一级场景、二级场

景，如“共性技术—智能工具”）等。

5.场景应用。对照应用场景清单，基于行业场景的共性需求，

重点介绍应用场景和对应的场景应用或解决方案。以列表形式给

出场景应用清单，包括但不限于应用名称、应用场景、功能介绍、

主要数据及如何赋能企业发展等。

6.行业产业大脑门户。围绕行业场景的共性需求，规划管理

服务和决策支撑功能，并给出政府侧驾驶舱、企业互联网门户的

功能布局设计图。

7.安全体系。介绍信息安全防护能力和安全防护范围。

（三）耦合“未来工厂”（未来农场、未来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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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培育未来工厂（未来农场、未来市场）。按照市级行业主

管部门要求，选取申报行业内链主型企业或龙头骨干型企业作为

培育对象，介绍拟培育企业的数字化现状、改造建设计划等。给

出“未来工厂”培育清单，包括企业名称、行业属性、企业简介、

企业规模、改造内容、预期效果等。（未来农场、未来市场参考

未来工厂，按照行业需求加快建设。）

2.企业接入情况。围绕企业场景化需求，如市场化协作需求、

上下游供需需求等，制定企业接入行业产业大脑的计划和方案。

以列表形式给出企业接入清单，包括但不限于企业名称、行业属

性、企业规模、需求场景等。

（四）运营模式。简要介绍建设运营主体基本情况。按照“政

府主导、市场运作”的原则，围绕搭建交易平台、开展数字化改

造、挖掘数据价值或提供公共服务等，探索行业产业大脑建设运

营既具备市场活力、又保持稳定运行和持续迭代的创新模式。

（五）项目技术难点和主要创新点。简述项目拟解决的技术

难点，以及所开发或应用的人工智能大模型等关键技术。围绕运

营模式、企业接入、“未来工厂”打造、服务企业、产融（教）

对接、人才培训等方面，以列表形式简述主要创新点。

（六）经济及社会效益预测。预计行业产业大脑建成后产出

的经济收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突出行业产业大脑对全市产业

和接入企业产生的经济收益；社会效益突出行业产业大脑在产业

资源整合、共享，链接全产业链、构建产业生态、降低中小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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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经营成本等方面的创新效益，包括但不限于赋能产业链发展

韧性（产业链监测和公共服务平台）、数据驱动新业态新模式等。

三、建设计划

以月度为单位，列举建设期内的行业产业大脑建设实施计

划。包括行业产业大脑启动建设时间，项目建设实施计划及进展

情况，预计完成时间等，以列表形式列出建设计划清单。

四、资金筹措及投资估算

（一）资金来源情况。对项目总体经费支出概算、测算说明、

经费来源（自筹资金、财政资金或其他来源资金）、资金用途（建

设和运营）等进行重点介绍，并列表说明。

（二）资金安排计划。分年度列出建设期内建设和运营资金

安排，并给出后续 3 年建设运营资金计划。

五、保障机制

从组织领导机制（包括“行业产业大脑”建设专班成立情况）、

管理运营机制（包括管理运营制度、办法制定情况，及行业产业

大脑运营管理模式等情况）、数据管理机制、安全防护机制（包

括安全防护体系、防护能力等情况）等方面分别描述。

六、相关证明材料

（一）成立行业产业大脑建设专班的证明材料（盖章版）。

（二）配套资金筹措能力证明。所在区县人民政府（开发区

管委会）出台支持行业产业大脑建设专项资金证明材料（如可以

公开的会议纪要等）或建设运营单位筹集配套资金的能力说明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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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证明材料。

（三）数据接入及运营能力证明。行业产业大脑连接设备或

数据采集点、开发集成 APP、服务或接入企业有关佐证材料；其

他能够说明建设运营单位能力的有关证明材料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