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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2 年产业集群数字化转型试点项目
培育入库现场答辩 PPT 提纲

一、项目价值

（一）行业痛点问题

考察对行业发展洞察、行业升级认知情况，如行业痛点问题

归纳（行业公认或普遍存在）、产业图谱刻画情况等。

（二）总体路径

考察总体路径作用机制的合理性与逻辑性。如瓶颈突破领域

阐述情况、关键成功因素阐述情况、顶层设计科学合理情况、切

入点清晰合理情况、转型路线图清晰合理情况等。

（三）解决方案

考察解决方案的可行性与合理性。解决方案中关键要点与细

分行业指南要求实施内容一致情况、重点任务与总体路径呼应程

度与重点任务内容明确程度、合作模式的闭环顺畅、专业分工且

紧密协作情况（如行业龙头企业牵头，合理清晰说明供应链企业

或同行企业（竞争关系）上其平台机制；如行业公共服务企业牵

头，合理清晰说明产业链上中下、产供销企业使用其平台机制）、

投资计划表科学、合理情况（如资金应均衡安排于培育期前、培

育期、试点期）等。

二、能力资源

（一）懂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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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懂行人对行业洞察及聚集生态资源能力情况。如懂行人

所申报细分行业年限情况（《申报通知》要求超过 10年）、懂

行人兼任或专任市县级及以上行业协会或联盟等相关职务情况、

工业互联网相关比赛获奖情况、懂行人对细分行业与数字化的认

知情况等。

（二）牵头单位

考察牵头单位对产业集群数字化转型资源保障情况。如牵头

单位聚集产业生态情况（如牵头单位能汇聚园区、产业链供应链

上下游企业、金融机构等）、牵头单位参与有关标准制定情况、

牵头单位在过去 3年（2019-2021年）在数字化转型领域的平均

研发投入情况（如投资额、研发费用与营业收入比例等）、牵头

单位拥有专利、软著、自主研发工业软件等情况、牵头单位具有

可持续资金保障情况（需提供包括但不限于项目单位 3年内审计

报告、项目牵头单位融资证明等佐证材料）等。

（三）产业生态

考察产业生态组建、为产业集群提供数字化服务的可行性。

如牵头单位及产业生态成员具有的能力应覆盖解决方案中关键

应用场景所需具备的能力情况、产业生态成员在各自领域的竞争

力情况（如具有优秀服务案例等，需提供佐证材料）等。

（四）配套资源

各级政府部门参与及支持程度。如组织数字化转型相关活动

情况（如会展、比赛等）、提供配套资源、配套设施情况（如园

区、土地等）、出台产业集群数字化转型相关政策或配套政策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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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等情况。

三、成熟程度

（一）已有基础

考察牵头单位在数字化转型领域的已有基础情况。如牵头单

位已通过数字化产品（如小程序、APP、平台等）服务行业企业

客户情况（说明数字化产品日活跃量、用户数量/用户增长情况、

用户依赖程度（如使用数字化产品时长）、服务试点起步区域企

业的数字化转型效果等）、牵头单位曾被认定为产业集群数字化

转型试点单位情况、牵头单位获得知名单位经验推广情况（如入

选国家或省级案例库、获得央媒等官方媒体宣传推广等）等。

（二）商业模式

考察牵头单位与产业生态商业模式合理清晰程度。如各相关

方分工合作边界清晰情况、各相关方收益模式清晰明确情况等。

四、专项试点（如有）

（一）产业数字化复合型人才培训

考察产业数字化复合型人才培训对所申报细分行业数字化

转型赋能情况。如组建培训共同体、分层次制定培训细则、建设

人才实训基地及标准等。

（二）5G 行业规模化应用

考察 5G 建设及应用对所申报细分行业数字化转型赋能情

况。如 5G应用必要性、5G 全连接工厂及行业规模化推广等。

说明：答辩时提及的所有内容均需体现在申报材料中，如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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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期已提交的申报材料中没有体现或缺乏相关佐证材料，请重新

补充与更新材料，否则，不予以得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