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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智能制造创新大赛方案

智能制造是制造强国的主攻方向，是我国制造业转型升

级的主要路径。“十三五”期间，在工业和信息化部指导下，

我国智能制造蓬勃发展，试点示范企业引领作用明显，新技

术、新装备、新模式、新应用、新业态不断涌现，越来越多

的制造企业开始导入智能制造，带动了细分行业和领域智能

制造系统解决方案的发展。为加强智能制造系统攻关，举办

首届智能制造创新大赛，以揭榜竞赛形式遴选出一批创新成

果突出、引领作用显著、推广价值明显的智能制造装备、软

件系统和系统集成解决方案，并在 2021 年南京世界智能制

造大会开幕式上进行全球发布。

一、大赛名称

首届智能制造创新大赛

二、大赛主题

创新筑梦 智造未来

三、组织机构

支持单位：世界智能制造大会组委会

主办单位：中国智能制造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联盟、中

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中国工信出版传媒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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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办单位：南京江北新区智能制造产业园、江苏赛西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电子工业出版社、天津分盟、江苏分盟、

湖南分盟、四川分盟

协办单位：中国纺织机械协会、中国电器工业协会、中

国机电一体化协会、中国电子装备技术开发协会、中国仿真

学会虚拟技术及应用专业委员会、先进制造商学院

合作单位：创世伙伴 北汽产业投资 氪基金

支持媒体：新华网、人民网、央广网、环球网等

四、特邀顾问

尤 政 中国工程院院士

尹 浩 中国科学院院士

李伯虎 中国工程院院士

张 平 中国工程院院士

陈文兴 中国工程院院士

单忠德 中国工程院院士

赵春江 中国工程院院士

俞建勇 中国工程院院士

柴天佑 中国工程院院士

五、参赛对象

大赛面向全社会开放，各制造企业、供应商、高等院校、

科研院所、行业协会、产业联盟等均可报名参赛。

六、赛道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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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设计、生产、管理、服务等智能制造典型场景，形

成智能制造装备创新、软件系统创新和系统集成整体解决方

案创新。

赛道一：智能制造装备创新

面向生产、加工、组装、检测、仓储物流等重点环节，

推动人工智能、数字孪生、大数据、VR/AR等新技术与制造

装备深度融合应用，形成创新引领型智能制造装备。

赛道二：智能制造软件系统创新

面向产品全生命周期和制造全过程各环节，形成研发设

计类、生产制造类、经营管理类、控制执行类、行业专用类

等智能制造软件系统。

赛道三：系统集成解决方案创新

面向单元、产线、车间、工厂推进工艺、装备、软件、

网络的系统集成和深度融合，形成泛在感知、数据贯通、集

成互联、人机协作和分析优化的系统集成解决方案。

七、赛区安排

大赛分为区域赛和决赛，区域赛设置东部赛区、西部赛

区、南部赛区、北部赛区四个赛区，分别在江苏、四川、湖

南、天津等地举办。决赛和发布仪式在南京世界智能制造大

会期间举办。

八、赛程安排

1、新闻发布会/启动仪式（8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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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大赛名称、主题、赛程、基本要求、申报途径、奖项

设置等进行发布，大赛正式启动。

2、报名阶段（8 月 20 日-9 月 30 日）

通 过 大 赛 官 方 报 名 入 口

（http://www.cimsic.com:2021）统一申报，填写基本信息、

团队成员，上传作品并提交报名。

3、区域赛阶段（10 月-11 月）

区域赛承办单位按照统一的评审规则和标准，采用文审

和路演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评选，于指定日期前向大赛组委会

提交拟晋级决赛的推荐名单（各赛区 20 个），区域赛各环

节的相关评审资料应留档备查。各区域赛组织方案由相关组

织单位另行公布。

4、决赛阶段（2021 年 11 月）

决赛通过网上投票、路演答辩评审的形式评出一、二、

三等奖，单项奖等并进行公示。

5、发布仪式（2021 年 11 月 24 日）

在 2021 年南京世界智能制造大会开幕式上发布决赛获

奖作品和获胜队伍。

九、奖项设置和权益

各区域赛分别设一等奖 1 名，二等奖 3 名，三等奖 6 名，

并评选出各赛区 Top50 名单；决赛各赛道分别设一等奖 1名，

奖金各 30 万元；二等奖 3 名，奖金各 10 万元；三等奖 6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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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金各 5 万元。另设优秀奖、创意奖、人气奖等奖项。

获奖团队和成果将获得以下权益：

1、获得专家对创新成果的现场指导；

2、作为投资对象获得优先投资机会；

3、在智能制造系统解决方案公共服务平台等线上渠道

中开设专栏进行推广展示；

4、优先推荐参加“智能制造标杆企业”遴选；

5、优先推荐加入“符合《智能制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

规范条件》企业名录”；

6、优先推荐参与联盟“智能制造进园区”、智能制造

供需对接、品牌论坛、展会、培训交流等活动。

十、参赛要求

参赛团队可由 1 家或多家单位联合组成（原则上不超过

5 家，需指定牵头单位），参赛单位必须是已在中国境内依

法登记注册的法人主体，应遵守有关的国家法律、法规和条

例；参赛代表原则上不超过 10 人，报名截止之后，所有参

赛代表原则上不允许更改。

参赛成果必须为原创，并未侵犯任何他人的专利权、著

作权、商标权及其他知识产权，且不得违反国家相关法律法

规。参赛成果须符合本届大赛赛题方向要求，成果名称应体

现智能制造主要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