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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体系是支撑工业互联网数据共享、互联互通的基础，目前我国已形成以北京、上海、

广州、武汉、重庆五大国家顶级节点为核心的标识解析体系架构，但各区域标识解析体系建设进度、规

模不尽相同。为了解西部地区标识解析体系建设的现状与需求，推动西部地区标识解析体系快速、健康

发展，本文首先介绍了西部标识发展现状，并以标识解析二级节点为切入口，通过问卷调研的方式，分

析了西部工业互联网标识应用现状、问题和需求。然后基于西部地区标识发展现状及问卷调查结果进行

分析，总结了西部地区标识发展面临的挑战，最后针对挑战，提出了扩大标识解析体系建设、打造标识

应用示范效应和完善西部地区标识生态体系的发展策略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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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dentification and resolution system of the Industrial Internet is the basis for supporting In-
dustrial Internet data sharing and interconnection. At present, China has formed an identification 
and resolution system architecture of five national top-level nodes in Beijing, Shanghai, Guang-
zhou, Wuhan, and Chongqing as the core. However, the construction progress and scale of identi-
fication and resolution system in various regions are different.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situa-
tion and needs for identification and resolution system in the western region and promote the 
rapid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identification and resolution system in the western region, this 
paper first introduc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identifier development in the western region, and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problems, and needs for the Industrial Internet identifier applica-
tion in the western region by means of questionnaire survey. Then,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identifier development in the western region and the results of the question-
naire survey,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challenges faced by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dentification 
and resolution system in the western region. Finally, according to the challenge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development strategy suggestions to expand the construction of identification and 
resolution system, create the demonstration effect of identifier application and improve the iden-
tifier ecosystem in the western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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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前我国经济正在经历数字化转型和新旧动能交换的过程，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为代表的

新兴技术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机遇与挑战。作为先进信息技术与工业制造连接的纽带，工业互联网

是企业转型升级的核心驱动力，也是我国完成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关键破局点[1]。标识解析体系通过识别

各类资源，实现对设备、人、物料的全生命周期管理，是数据互融互通、挖掘海量数据的基础，也是实

现基于工业互联网的信息通信以及各类应用的根本与前提[2]。 
随着我国的工业互联网标准解析体系逐步推进与完善，目前已形成以 5 个国家顶级节点为核心的标

识服务体系架构[3]。2018 年 12 月，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体系国家顶级节点(重庆)在重庆启动上线，成为

了推动西部地区工业互联网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西部地区是我国向西发展、建设内陆开放型经济的重

要战略点，为助力西部地区打造工业互联网标识健康生态，赋能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本文聚焦于西

部地区工业互联网标识发展，通过问卷调查的方法，对西部地区标识的发展现状、问题以及需求进行了

调查研究，总结了西部标识发展面临的挑战，最后针对这些问题和挑战提出了相应的发展策略与建议。 

2. 工业互联网标识概述 

在工业互联网中，用户可通过标识解析体系访问存储着生产设备、物料、零件和成品等各类相关信

息的服务器地址，通过标识实现跨系统、跨区域的产品信息查询，为数据共享和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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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重要支持[4]。建设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体系，对工业互联网中海量异构的数据信息进行统一标识与解

析，可实现海量异构数据的互通互联，将有效指导工业企业生产高效运行[5]。 

2.1. 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体系 

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即利用标识技术为工业互联网中的机器、产品、零部件等对象赋予数字身份，

建立工业互联网要素与标识之间的映射关系，从而实现异构、异主、异地的信息查询和共享，促进基于

标识解析体系的互联互通世界的形成，实现工业智能化[6]。当前，我国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体系已形成

由根节点、国家顶级节点、二级节点、企业节点、公共递归节点等组成的分层分级体系架构。其中，国

家顶级节点、二级节点和企业节点共同作为我国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体系统一管理和稳定运行的顶层基

础设施，能够针对行业需求，提供基于标识解析的工业互联网应用服务[3]。 

2.2. 工业互联网标识行业应用 

目前关于工业互联网标识行业应用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标识解析体系的行业应用路径、以及标识

解析应用现状与推广等方面。 
在标识解析体系的行业应用研究方面，孙羽佳验证了未来在油气生产行业建设标识解析节点的可行

性，介绍了标识解析体系在油气生产中的编码规范，并提出了油田标识信息的数据管理方案[7]；周鑫等

根据智慧矿山的建设需求，构建了煤炭工业的标识解析体系二级节点技术架构，包括总体架构、节点对

接、平台建设和网络技术安全[8]；万佳艺等提出了在建材行业部署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体系的发展思路，

从建材行业的行业现状和需求、痛点出发，构建了建材行业标识解析体系的平台架构和应用模式，提出

了产品溯源认证、设备健康管理、智能物流和供应链协同几个典型应用场景[9]。 
在标识解析应用现状与推广研究方面，吴喆和罗冠洲在对企业标识应用现状进行分析后，发现工业

互联网标识在推广过程中存在升级成本增加、数据安全、企业认知不足、商业模式缺失等问题，在此基

础上他们提出了一种工业互联网标识商业模式[10]；谢家贵等首先对我国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体系的技术

架构和系统部署进展进行了介绍，然后对我国标识解析系统的节点建设情况和递归服务解析性能进行了

说明[3]。还有一些研究对工业互联网标识的发展趋势[11]、二级节点建设状况[12]、运营商发展状况[13]
等进行了探索与分析，但是关于区域性标识解析体系的发展状况与推进策略的研究仍存在空白。 

综上，当前学术界和产业界针对标识解析体系及行业应用的研究大多针对宏观性技术研究或某一具

体行业针对性研究，针对区域性的标识解析体系发展状况和行业应用特殊化研究仍有不足。因此，本文

将从分析全国及西部地区标识发展现状入手，重点分析西部地区工业互联网标识发展的问题和挑战，提

出应对策略，为西部地区工业互联网标识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思考和建议。 

3. 西部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体系发展现状 

2018 年，在工业和信息化部指导下，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国家顶级节点建设启动，经过三年的持续

建设与部署完善，北京、上海、广州、武汉、重庆 5 个国家顶级节点进入稳定运行状态，以国家顶级节

点为核心的融合型标识体系架构初步形成[3]。2018 年 12 月，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体系国家顶级节点(重
庆)在重庆启动上线，为西部地区的标识解析体系建设、工业互联网发展提供有利支撑。在国家顶级节点

(重庆)的辐射作用下，近年来西部地区标识解析体系建设和应用推广发展迅速。总的看来，西部地区标识

解析体系发展呈现出以下三种态势。 

3.1. 政策布局日益完善 

建设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体系是我国实现工业转型升级的的重要任务。2017 年 11 月，国务院发布

https://doi.org/10.12677/mm.2022.126102


韩玲 等 
 

 

DOI: 10.12677/mm.2022.126102 740 现代管理 
 

《关于深化“互联网+先进制造业”发展工业互联网的指导意见》，提出加强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体系顶

层设计，推进标识解析体系建设[14]。在此基础上，工业和信息化部先后印发《工业互联网发展行动计划

(2018~2020 年)》、《工业互联网标识管理办法》、《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21~2023 年)》，

推动标识解析体系建设和落地实施。为推进西部地区标识解析体系建设和标识产业体系构建，西部各政

府陆续发布相关政策加强地方工业互联网标识发展。自 2018 年起，重庆、四川、贵州、陕西等省市陆续

出台了多项政策，支持重点行业建设标识解析二级节点，2021 年，标识解析体系发展成为了重庆、四川、

云南等省市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计划中的重要内容。 

3.2. 标识规模逐步扩大 

随着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体系建设进入加速期，二级节点、企业节点、注册解析量等标识数据指标

呈指数增长。截至 2021 年 11 月，全国累计接入国家顶级节点的二级节点达 158 个，分布于 25 个省(自
治区、直辖市)，累计标识注册量约 620 亿，累计接入企业节点超 4 万家，涵盖食品制造业、汽车制造业、

医药制造业、铁路、船舶等 31 个行业。其中，国家顶级节点(重庆)已上线 19 个二级节点，覆盖重庆、四

川、贵州、宁夏、甘肃、陕西、云南等西部 7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累计标识注册量约 60 亿，累计接

入企业节点超 1800 家，为电子、石化、运输、汽车等 9 个行业提供标识注册解析服务。 

3.3. 标识应用日渐深化 

全国标识解析应用已形成“产品设备层、过程流程层、产业资源层”从点到线到面的三层级的应用

模式，并探索出包括供应链管理、设备管理、仓储管理、产品追溯、防伪防窜管理在内的 18 大应用场景。

西部地区标识应用在摩托车、建材、医疗器械等行业二级节点的探索下，逐步涌现摩托车产品管理、混

凝土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医疗设备远程运维管理等典型应用案例，利用标识解析解决行业企业之间、

系统之间的数据壁垒问题，进一步助力行业数字化转型升级。 

3.4. 标识生态亟待健全 

全国标识解析体系已形成由标识资源分配与解析服务、标识产业基础、标识解析应用、标识生态支

撑四个部分组成的标识生态体系。当前，西部标识生态体系有待完善，在标识产业基础、标识解析应用、

标识生态支撑等板块，仍需标识软件供应商、标识应用供应商、国际治理机构、测试认证机构、公共服

务支撑机构等生态单位的参与。 

4. 西部工业互联网标识行业应用发展现状分析 

标识解析二级节点是标识解析体系中直接面向行业或区域的核心环节，向上对接国家顶级节点，向

下对接企业节点及应用系统。从功能上看，二级节点可为下游企业提供标识注册、解析、运行监测等服

务，是推动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体系建设、应用发展和标识生态构建的重要环节[15]。为深入了解西部工

业互联网标识行业应用发展现状，本文从已接入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体系国家顶级节点(重庆)的西部 19
家二级节点企业(截止 2021 年 8 月 27 日)入手，开展线上问卷调研，最终收集有效问卷 19 份。通过本次

问卷调查，对西部地区二级节点的信息化基础、建设投入、标识应用现状、标识发展存在的问题和需求

进行了解和分析。 

4.1. 西部标识应用现状 

从标识应用环节来看，大部分二级节点将标识应用于生产、物流和销售环节，采购及供应链、售后

与设计等环节的标识应用相对较少，整体呈现出中间强，两边弱的应用形态(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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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Application distribution of identification and resolution system 
图 1. 标识应用环节分布 
 

从标识应用对象来看，西部地区二级节点的主要标识对象为产品和设备，其次为零部件和虚拟对象，

标识在半成品和原材料上的应用率仍然较低(见图 2)。 
 

 
Figure 2. Application objects of identification and resolution 
图 2. 标识应用对象 

 

西部地区二级节点标识解析体系的主要应用模式也是围绕设备管理和产品防伪追溯，在供应链协同

管理、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和智能生产方面应用也较多，而协同设计、售后管理和物流管理等其他环节

应用薄弱。从标识应用层级来看，主要覆盖设备、产品、工艺层级，其次为过程、流程层级，在产业、

资源层级和应用明显不足。从标识应用价值和需求来看，大部分二级节点认为标识解析很重要，并且期

望通过标识解决企业内部系统与上下游企业系统对接问题、产品、设备、原材料、零部件等对象的一物

多码问题和企业内部多个管理系统之间对接等问题(见图 3)。 
 

 
Figure 3. Application modes of identification and resolution 
图 3. 标识应用模式 

4.2. 标识发展存在的问题 

调查结果显示，当前西部地区二级节点上下游企业接入标识解析体系的比例较小，过半的二级节点

上下游企业接入标识解析体系比例在 0%~20%之间(见图 4)，二级节点的标识应用推广进展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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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Proportion of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cooperative enterprises access identification and resolution system 
图 4. 上下游合作企业接入标识解析体系的比例 
 

阻碍企业应用标识的原因主要有已有的编码管理体系难以更改、标识改造的资金投入较大、缺少标

识生态服务企业等(见图 5)。由于大部分二级节点对标识解析技术的理解不够深入，二级节点企业在标识

应用过程中，主要存在异构标识互操作、采集与处理、设备与中间件等技术问题。此外，为加快标识应

用发展，二级节点企业与标识软件供应商、标识硬件供应商合作，解决在软件和硬件方面的技术问题，

但由于大部分标识服务供应商存在着对垂直行业理解不充分、对标识解析理解不充分的问题，导致标识

服务供应商对二级节点发展的推动效果较弱。 
 

 
Figure 5. Main problems in identification and resolution system application 
图 5. 标识应用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4.3. 西部标识发展需求 

在技术需求方面，二级节点目前的技术需求主要是典型应用场景软件开发工具包/接口、标识数据采

集/读取终端、打通扫码、支付、查询等终端入口。在政策需求方面，西部地区二级节点企业对标识政策

的关注度较高，并且希望获得资金类的政策支持。在标识服务供应商方面，二级节点对标识硬件供应商、

标识软件供应商、标识安全供应商、垂直行业标识应用供应商的需求较高；在生态合作方面，大部分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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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节点希望参与标识相关标准编制、与高校开展标识相关合作、获得标识相关测试验证服务、标识相关

培训服务等(见表 1)。 
 
Table 1. Requirements for the identification and resolution development of second-level nodes in the western region 
表 1. 西部地区二级节点标识发展需求情况 

需求层次 需求内容 二级节点占比 

技术需求 

典型应用场景软件开发工具包/接口 68.42% 

标识数据采集、读取 57.89% 

打通扫码、支付、查询等中断入口 47.37% 

数据中间件 47.37% 

主动标识载体 36.84% 

政策需求 

资金支持 84.21% 

市场机制的完善 63.16% 

应用示范 63.16% 

税收优惠 57.89% 

标识服务供应商需求 

标识软件供应商 74% 

标识硬件供应商 74% 

垂直行业标识应用提供商 58% 

标识安全提供商 58% 

标识生态合作需求 

参与标识相关标准编制 58% 

与高校和科研机构开展标识相关合作 53% 

标识相关培训服务 47% 

工业互联网及标识相关测试验证服务 47% 

5. 西部工业互联网标识发展面临的挑战 

通过从西部地区标识解析体系建设情况、标识发展环境、二级节点以及重点行业发展现状及问题的

分析，可以总结出西部地区的标识发展主要面临以下几个挑战。 

5.1. 标识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的能力有待提升 

西部地区标识应用在推动西部地区产业数字化转型上表现不突出，重点表现在：一是重点行业标识

应用尚未普及，未能在西部优势行业体现数字化转型能力，缺少区域优势产业的标识应用，是阻碍区域

标识发展一大因素。二是垂直行业应用深度有待提升，大部分标识应用主要在产品/设备层级，对生产过

程、产业资源协同带来的作用较小，已有垂直行业标识应用大部分仅覆盖了产业链的部分环节，尚未通

过贯穿产业链全环节实现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间的数据共享。 

5.2. 标识实现规模化应用的措施有待优化 

西部地区标识解析体系已完成顶层设计，但企业规模化应用动力不足，重点表现在：一是资金投入

压力大，标识解析应用的信息化改造成本，是阻碍企业应用标识的主要原因。二是政策扶持方式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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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标识发展的现有政策主要围绕支持标识解析二级节点建设，缺少在节点建设后的企业节点扩展、应

用示范等方面的扶持，导致二级节点发展后劲不足。 

5.3. 标识推进生态体系建设的力度有待强化 

西部地区标识生态建设尚处于初期，产业界对标识的理解存在不足，重点表现在：一是标识的宣传

推广力度不够，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对标识解析体系的理解较浅，企业缺少应用标识的动力。二是缺少标

准化组织和科研机构深入发力，导致行业的标识编码和数据标准难以统一，阻碍行业企业接入标识解析

体系。三是缺少具有综合技术认知的标识应用供应商，导致行业企业接入标识后，难以快速地将标识应

用于产业链各环节。四是缺少具有创新性的云服务与集成供应商，企业将已有信息系统与标识解析体系

对接的成本较高，降低标识解析体系的应用效率。 

6. 西部工业互联网标识发展推进策略 

6.1. 持续增强标识解析体系建设 

标识解析体系建设是基础，需持续扩大二级节点和企业节点在西部地区各省市、各行业的覆盖范围。

一是以西部地区优势产业及其行业龙头企业为重点，拉动优势产业参与标识解析体系建设，激发行业龙

头企业发挥引航作用。通过借助龙头企业的建设经验和影响力，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行业企业接入，

增加接入企业的数量，扩大接入企业范围，逐渐形成规模化效应；二是不断完善激励机制，加大企业“上

标识、用标识”的财政补贴和激励，推动企业开展行业标识应用探索，扩大标识辐射范围。 

6.2. 打造标识应用示范效应 

行业标识应用是目的，需持续提升行业标识应用深度和标识应用成效。一是通过征集和遴选优秀的

行业标识应用案例，打造行业应用标杆，加大标识应用推广力度；二是提升标识应用深度，依托智库等

机构开展企业标识应用成效评价反馈，提高标识应用场景效能；三是打造西部地区标识应用服务商资源

池推荐目录，为企业选择标识软硬件服务商、标识应用服务商等提供参考，提升企业标识应用研发效率。 

6.3. 完善西部地区标识生态体系 

标识生态构建是保障，需不断完善西部地区标识生态体系。一是积极引入全国领先的标识软硬件供

应商、标识应用服务商、标准化组织、测试认证机构等企业或机构，整合西部地区标识生态企业资源，

构建西部地区标识生态资源共享机制；二是依托区域内行业二级节点、标准化研究机构共同制定行业标

识编码、数据接口规范等共性标准，为企业应用标识提供指导；三是加快工业互联网标识人才培养，推

动工业互联网标识职业技能培训和等级评价，构建技能型人才培养的有效模式，为区域标识发展提供有

力支撑。 

7. 结论 

西部地区标识解析体系建设和布局虽已取得阶段性成果，但在推广应用、构建标识生态体系和提高

商业价值等方面仍存在发展空间。本文首先介绍了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体系的内涵和行业应用研究现状、

西部地区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体系发展现状；其次根据问卷调查结果，从西部地区二级节点的标识应用

现状、存在的问题和标识发展需求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总结了西部地区标识发展面临的挑战；最后针

对西部地区标识发展的问题提出了针对性的建议和策略。随着西部地区标识解析体系建设的持续推进和

完善，将吸引更多的二级节点和企业节点陆续接入，从而为西部地区工业互联网发展和产业数字化转型

带来新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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