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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提升引领原材料工业优化升级行动方案
（2025—2027 年）

原材料工业是支撑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产业，是产业基础

再造的主力军和工业绿色发展的主战场。标准在原材料工业发展

中发挥着基础性、引领性作用。经过多年发展，我国原材料工业

已经建立起较为完善的标准体系，标准供给质量持续提升，为产

业转型升级、创新成果转化、产业链供应链保障能力建设等提供

了较好支撑。面向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的新要求，

我国原材料工业在标准管理协同、标准供给水平、标准实施效果

等方面仍有较大提升空间。为贯彻落实《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

《“十四五”原材料工业发展规划》《新产业标准化领航工程实

施方案（2023—2035 年）》等要求，以标准提升引领原材料工

业供给高端化、结构合理化、发展绿色化、产业数字化、体系安

全化发展，特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

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落实全国新型工业

化推进大会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发展和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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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坚持系统推进、继承创新、分级实施、开放共享的原则，按

照“缺标补标、低标提标、优标转标、有标贯标”的思路，加快

构建引领原材料工业高质量发展的标准体系，以数字化转型、绿

色低碳、新材料产业壮大为着力点，加快关键急需标准研制；以

筑牢保障人身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生态环境安全底线为立足点，

建设协调统一的强制性国家标准，推进推荐性国家标准、行业标

准协调配套；以需求牵引和标杆带动为切入点，强化标准实施应

用，为促进原材料工业优化升级，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新

型工业化，建设制造强国提供有力支撑。

到 2027 年，引领原材料工业更高质量、更好效益、更优布

局、更加绿色、更为安全发展的标准体系逐步完善，标准工作机

制更加健全，推动传统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新材料产业创新发展

的标准技术水平持续提升。

——标准体系更加优化。完成石化、化工、钢铁、有色金属、

建材、稀土、黄金等行业的标准评估及优化，分行业构建支撑原

材料工业高质量发展的标准体系。

——标准供给能力大幅提升。发布并实施 200 项以上数字化

转型、100 项以上新材料领域以及 100 项以上绿色低碳标准，推

动 10 项以上强制性国家标准立项。制修订 500 项以上基础通用

和质量提升类标准。

——标准实施应用不断深化。面向数字化转型、绿色低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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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材料等原材料重点领域，遴选 300 项以上标准应用优秀案例和

100 项以上典型场景。

二、主要任务

（一）开展标准体系优化建设。分行业开展原材料工业标准

体系评估，推进现有标准体系优化升级。聚焦高端化、智能化、

绿色化发展需要，以优化存量标准为目标，废止一批已被替代、

产品或技术已被淘汰、标准实施效果差，内容不具备可操作性，

不再适用的标准；整合一批标准化对象相似、标准颗粒度过细过

小、标准技术内容交叉重复或标准分类尺度不一的标准；修订一

批适用范围不能覆盖新材料产品、绿色低碳等新工艺、数字化转

型等新技术以及技术内容不适应市场需求，与上下游标准不配套

的标准；制定一批符合数字化转型、节能降碳等最新产业政策要

求、行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趋势的标准。合理布局材料交叉领

域标准制定，建立完善新材料标准体系，加强国家标准、行业标

准、团体标准、企业标准的系统性、协同性。

（二）加快数字化转型标准研制。围绕研发设计、生产制造、

经营管理、数据安全和装备智能化发展需要，持续完善原材料重

点行业智能制造标准体系。开展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信

息技术与原材料工业深度融合相关标准制修订。面向采选、冶炼、

加工、管网优化、窑炉控制等典型场景，加快基础共性、关键技

术和细分行业应用标准研制。制定石化化工、钢铁、有色金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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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材等重点行业数字化转型水平与成效评估标准。

专栏 1 数字化标准提升工程

石化化工行业。重点研制基础共性、关键数据和模型技术、关键

应用技术等数字化领域标准，优先制修订炼化、现代煤化工、化肥、

轮胎、氯碱、精细化工及化工新材料等细分领域数字化转型诊断评估

标准，鼓励制定数据安全标准。

钢铁行业。重点研制基础共性、智能装备、智能车间、智能工厂、

数字化绿色化协同、产业链协同以及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

标准，优先制修订智慧矿山、智能工厂、智能检测、协同降碳、数字

化平台、数据安全等关键技术标准。

有色金属行业。重点研制基础共性、智能采选、冶炼、加工工厂

等标准，优先制修订数据采集、数据交互、数据安全、数字化平台、

智能装备、生产工艺优化、智能检测等关键技术标准。

建材行业。重点研制基础共性、智能装备接口、智能矿山、智能

工厂、智慧园区等标准，优先制修订智能服务、智能赋能技术、集成

互联等标准。

到 2027 年，发布并实施 200 项以上数字化转型标准。

（三）推进绿色低碳标准建设。聚焦低碳技术、碳减排、绿

色产品等方面，坚持标准引领、有序提升，推动原材料重点行业

大规模设备更新，引导传统产业改造提升。开展电炉短流程炼钢、

氢冶金等低碳工艺以及相关技术装备、管理评价等标准研制，鼓

励绿电—绿氢—石化、煤化工耦合技术标准预研。重点研制石化

化工、钢铁、有色金属、建材等行业重点排放单位碳排放核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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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钢铁、电解铝、水泥、尿素、氢等重点产品碳足迹核算规则

等碳达峰碳中和标准，对实施效果好的团体标准按程序采信为行

业标准或国家标准。加快绿色建材、生物基材料等新型绿色产品

标准及绿色工业园区、绿色工厂、绿色产品评价通则制修订，持

续推进绿色工厂、绿色产品评价标准研制。

专栏 2 绿色化标准升级工程

石化化工行业。重点制修订废弃化学品处置及综合利用，大宗废

盐废酸、废旧塑料、废旧轮胎等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生物基材料、绿

色制造、节能节水等标准。

钢铁行业。重点制修订电弧炉短流程炼钢、氢冶金、极致能效、

近终形轧制、二氧化碳回收与利用等标准。

有色金属行业。重点制修订有色金属、稀土及黄金领域绿色高效

开采、再生原料、工业固废或副产品资源化利用等标准。

建材行业。重点制修订单位产品能耗限额、“六零”示范工厂评

价、绿色建材评价、工业固废等资源综合再利用等标准。

到 2027 年，发布并实施 100 项以上绿色低碳标准。

（四）加强新材料产品标准培育。围绕推动重点产业链高质

量发展，突出应用场景和产业研发紧密结合，同步推进关键标准

研制实施。强化产业链协同创新，鼓励跨行业应用，制定一批通

用性强的重点先进基础材料标准。坚持应用牵引，围绕生物医药、

船舶及海洋工程、新能源等重点领域，加快推动一批创新成果转

化成关键战略材料标准

属行新 区 略准�Ø 	• �œ �	



- 6 -

利用国内超大规模市场条件下制定标准技术响应速度快、标准研

制效率高等优势，开展前沿新材料标准研制。

专栏 3 新材料标准创新工程

先进基础材料。重点开展海洋工程用钢、特种装备用钢、钢结构

建筑用钢、高温合金、耐蚀合金、先进铝镁铜钛镍等有色金属、特种

焊接材料、高性能树脂、高性能合成橡胶、功能性膜材料、电子化学

品、可降解材料、先进无机非金属材料、超韧陶瓷材料、高性能纤维

及制品、高性能纤维复合材料等先进基础材料标准制修订。

关键战略材料。重点开展超高纯金属及合金靶材/蒸发料、形状

记忆合金、高端聚烯烃、电子气体分离膜材料、电池膜材料、光学膜

材料、光伏用膜材料、生物基新材料、特种涂料、特种胶黏剂、新型

催化剂、高端试剂、稀土储氢材料、稀土磁性材料、稀土光功能材料、

反光釉料、新能源复合金属材料、新能源电池材料等关键战略材料标

准制修订。

前沿新材料。重点开展超材料、超导材料、单/双壁碳纳米管、

二维半导体材料、负膨胀合金材料、高熵合金、高性能气凝胶隔热材

料、金属有机氢化物、金属基单原子合金催化材料、量子点材料、先

进光学晶体材料、先进 3D 打印材料、液态金属、固态电池材料等前

沿新材料标准制修订。

（五）夯实行业标准化安全质量基础。加强基础共性、关键

技术、先进工艺、试验方法等基础通用标准研制，鼓励企事业单

位开展国家级标准样品和标准物质、计量校准技术规范研发，不

断完善原材料工业基础标准群。强化质量标准建设，系统推进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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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使用说明书、质量追溯、质量分级、质量控制能力等标准研制，

支持企业建立生产过程控制和质量管控体系。围绕人身健康和生

命财产安全、生态环境安全以及社会经济管理等重点领域，加强

钢铁、有色金属、建材等行业安全生产类强制性国家标准研制，

开展特种玻璃、危化品、矿产品等领域安全技术类强制性国家标

准制修订，筑牢产业安全发展基础。在行业标准研制过程中统筹

考虑安全生产等内容，与现行的安全生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相

协调。

专栏 4 原材料标准筑基工程

基础通用。聚焦流程型行业共性技术，加强基础共性标准，新技

术、新工艺、新产品、新方法标准，以及装备、工程建设等相关标准

研制。

质量提升。推动原材料工业产品和装备相关标准的升级换代，提

升产品供给质量，促进用材结构升级。开展轮胎、涂料、装饰装修材

料等产品使用说明书标准研制。推进水泥、安全玻璃、防水卷材、轮

胎、化肥等重点产品质量追溯标准，合成橡胶、轴承钢等基础产品质

量分级标准，建材企业质量控制能力分级标准制修订。研究制定涂层

剂、聚氨酯树脂等挥发性有机物含量限值强制性国家标准，建立低

（无）挥发性有机物含量产品标识制度。

本质安全。在原材料标准中积极落实安全生产等要求，推动立项

一批涉及人身健康和产品安全相关的强制性国家标准，加快退敏爆炸

物、特种玻璃、涂料等安全技术规范，铝加工（深井铸造）等安全规

范，石墨和萤石有害物限量，航空轮胎等强制性国家标准研制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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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牢产业发展底线。

到 2027 年，推动 10 项以上强制性国家标准立项，制修订 500 项

以上基础通用和质量提升类标准。

（六）强化标准实施应用。以用户需求为牵引，持续畅通反

馈渠道，加强标准贯标推广和实施应用效果的跟进评估，探索遴

选一批标准应用的优秀案例和典型场景。强化标准与政策规划的

有机衔接和协同，在行业规范条件、新材料首批次应用、平台建

设等政策举措中积极采用先进适用标准。研究制定重点标准实施

指引，加大标准应用力度，引导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落实相关

标准要求，提升管理和工艺水平。鼓励企业建设标准化公共服务

基础设施，完善标准服务网络，打造一批标准引领高质量发展的

先导型、创新型标杆企业，更好带动先进标准实施应用。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完善原材料工业标准化工作协调机制，

加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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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推动科研和产业化专项加大对数字化转型、绿色低碳、新

材料、质量安全等领域标准研究的支持力度。支持地方加大标准

化工作力度，鼓励重点企业提高标准化相关经费投入，积极引导

社会资本向标准化领域汇聚。

（三）强化人才建设。提升标准化从业人员的专业化水平，

培养一批既懂原材料工业又懂标准、具有全球化视野的复合型标

准化人才。完善原材料工业标准化人才培训体系，面向重点行业

开展专题培训。鼓励标准化研究机构积极引进原材料领域标准化

高端人才。支持企业将标准化人才纳入职业能力评价和激励范围，

优化标准化人才梯队。建立原材料工业标准化工作专家库，强化

对标准化工作的决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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