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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芜湖市标准化研究院提出。 

本文件由芜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芜湖市标准化研究院、芜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中国质量认证中心上海分中心、

方圆标志认证集团安徽有限公司、芜湖市质量与标准化协会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王帮兰、冯皓、刘文骥、高志远、丁斌斌、李晋秋、陶影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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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芜湖智造”品牌认证通用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芜湖智造”品牌认证的基本原则、认证流程、评价内容、认证机构与人员的要求、

证书和标志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芜湖智造”品牌认证活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芜湖智造（品质芜湖） Wuhu smart manufacturing（quality Wuhu） 

在芜湖市范围内注册的企业，其产品代表芜湖地区先进水平且满足自主创新、品质高端、服务优质、

信誉过硬、市场公认等的品牌象征。 

3.2  

“芜湖智造”（品质芜湖）标准 “Wuhu smart manufacturing” （quality Wuhu）standard 

通过标准先进性评价并纳入“芜湖智造”标准体系统一管理的、适用于“芜湖智造”品牌认证的产

品标准。 

3.3  

品牌认证 brand certification 

根据“芜湖智造”评价规定，结合国际通行的合格评定方式，对企业申请的产品进行的第三方评价

活动。 

4 基本原则 

4.1 系统全面 

“芜湖智造”品牌认证应结合企业产品的质量、管理、创新、品牌、社会责任等方面进行系统全面

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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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公正客观 

“芜湖智造”品牌认证应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及政策要求，做到实事求是、客观中立、公平公正公开。 

4.3 科学合理 

“芜湖智造”品牌认证应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科学地评价企业及其产品的关键指标水平，

以及与“芜湖智造”标准的符合程度。 

5 认证流程 

5.1 企业申报 

企业向“芜湖智造”品牌认证组织申报开展“芜湖智造”品牌认证。 

5.2 标准确定 

确定体现产品先进性的“芜湖智造”（品质芜湖）标准。 

5.3 标准先进性评价 

对产品的“芜湖智造”（品质芜湖）标准进行创新性和引领性的评价。 

5.4 认证实施 

评价以“芜湖智造”标准为依据，“芜湖智造”（品质芜湖）标准内容应体现第 6章的基本要求，

“芜湖智造”品牌认证评价指标参见附录 A。针对不同的产品进行评价时，可适当调整指标项或制定相

关细则。 

5.5 认证工作流程图 

“芜湖智造”品牌认证工作流程包括企业申报、标准制定、标准先进性评价、认证实施等环节。“芜

湖智造”品牌认证工作流程见图1。 

企业申报

标准确定

标准先进性
评价

认证实施

监督
 

图1 “芜湖智造”品牌认证工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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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评价内容 

6.1 质量卓越 

企业应采用先进标准，保障产品的质量优异、性能稳定。评价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a) 制定或采用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先进标准； 

b) 产品的实测性能应符合“芜湖智造”标准。 

6.2 管理精细 

企业应采用先进管理模式，具备持续满足顾客需求的能力。评价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a) 加强全面质量管理，建立科学的管理体系并有效执行； 

b) 具备行业引领能力，有效带动上下游产业链的协同进步； 

c) 以顾客需求为导向，结合产品的特点制定行业领先的服务规范并有效执行。 

6.3 创新发展 

企业应建立和完善创新机制，具备持续创新能力。评价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a) 制定创新战略及实施计划，并提供资源保障； 

b) 在关键的设计、技术、制造环节拥有较先进的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成果； 

c) 具有量化可比的科技成果转化或先进服务模式推广能力。 

6.4 品牌引领 

企业应具有品牌战略和规划，进行品牌管理和维护，形成行业领先的品牌效应。评价内容包括但不 

限于： 

a) 制定品牌战略和规划，并提供相应的资源保障； 

b) 品牌有较高的知名度、美誉度、忠诚度和满意度； 

c) 具有较高的品牌价值，品牌效能较好促进行业和企业自身的发展。 

6.5 智能制造 

智能制造集中在企业人员、技术、资源、制造等能力要素方面，评价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a) 有智能制造的发展规划和具体人员； 

b) 在数据、集成、信息安全方面进行布局； 

c) 数字化设备投入和工业网络覆盖率； 

d) 车间环境、资源能源消耗实现智能管控； 

e) 信息技术运用于设计、生产、物流、销售、服务等领域。 

6.6 社会责任 

企业应履行社会责任，秉承绿色和可持续发展理念，诚信合规经营，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评价

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a) 在质量安全、环保、节能、资源综合利用、公共卫生等方面承担公共责任，体现绿色和可持续 

发展理念； 

b) 遵守诚信和道德行为准则，具有较高的信用水平； 

c) 提升对相关方的权益保护，制定并运行有效的权益保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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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积极支持公益事业，并做出贡献。 

7 认证机构与人员 

7.1 认证机构 

认证机构应是通过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部门批准的，“芜湖智造”品牌认证组织下的成员。 

7.2 认证人员 

认证人员应符合国家关于认证人员职业资格的相关要求以及“芜湖智造”品牌认证管理的相关规定。 

8 证书和标志 

“芜湖智造”品牌认证证书与标志由“芜湖智造”品牌认证组织统一发布，其制定、使用与监督管

理应符合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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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认证评价指标分值和判定规则 

A.1 评价指标分值框架 

“芜湖智造”品牌认证评价指标见表A.1 

表A.1 “芜湖智造”评价指标分值表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1 
质量卓越 

（250 分） 

技术能力（80 分） 
技术能力先进，产品质量持续稳定。 

实施标准引领工程，不断提升产品质量。 

产品质量（170 分） 

产品标准中主要技术指标达到“国内一流、国际先进” 

产品实测应符合“芜湖智造”相关标准，并处于行业领先地位。 

建立和实施产品质量追溯系统和/或供应链溯源系统。 

2 
管理精细 

（200 分） 

管理体系（70 分） 
建立并有效实施质量管理体系。 

积极导入卓越绩效模式，或有效采用其他先进管理模式。 

行业引领（70 分） 
对上游原材料品质或下游产品质量起到技术带动作用。 

建立并实施对供应商管控体系。 

顾客满意（60 分） 

建立和运行客户关系管理系统。 

制定和执行服务承诺或服务规范情况。 

顾客满意度调查的结果。 

3 
创新发展 

（200 分） 

创新机制（70 分） 
制定创新战略及实施计划，并提供资源保障。 

创新研发投入情况。 

创新能力（60 分） 
技术创新转化为技术标准情况。 

科技创新人员占比情况。 

发展成果（70 分） 

通过创新和改造，取得的核心优势和项目。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的推广。 

获得科学技术奖情况。 

专利、软件著作权、设计专利权等。 

拥有国家、省级各类研究技术机构。 

通过国家或省创新型企业、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情况。 

4 
品牌引领 

（150 分） 

品牌管理与维护 

（50 分） 

有专门部门开展品牌管理工作，配置必要的资源。 

建立品牌管理制度，品牌管理的组织与执行有效。 

开展品牌保护、形象维护等方面的措施及成效。 

品牌管理和经营活动的费用支出占销售额的比重。 

品牌声誉（80 分） 

品牌满意度调查的开展情况和结果。 

品牌近三年获得的荣誉称号或奖励情况。 

品牌市场占有率在全省同行业或细分市场中的排名处于前列。 

品牌效益（20 分） 品牌效应与品牌价值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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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1 “芜湖智造”评价指标分值表（续）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5 
智能制造 

（50 分） 

人员（5分） 

制定智能制造的发展战略，对智能制造的组织结构、技术结构、资

源投入、人员配备等有具体的实施计划 

培养或引进智能制造发展需要的人员 

技术（10 分） 

运用信息技术开展数据采集、数据分析及数据共享 

开展系统集成规划，实现关键业务活动设备、系统间的集成 

制定信息安全管理规范并有效执行，定期开展信息安全风险评估 

资源（10 分） 
数字化设备投入情况 

工业控制网络和生产网络覆盖情况 

制造（25分） 

基于计算机辅助开展多维产品设计；产品数据管理系统能实现产品

设计的流程、结构和统一管理；能实现产品设计和工艺设计间的信

息交互，并行协同。 

信息技术运用于采购、计划与调度、生产作业、设备管理、仓储配

送、安全环保、能源管理等方面的情况 

物流管理通过物流管理系统实现订单、运输计划、运力资源、调度

管理，物联网、大数据物流链管理等 

应通过信息系统编制销售计划，实现销售链的数据管理、分销商管

理及客户信息管理。 

建立良好的客户反馈渠道和服务满意度评价制度。 

具有健全的售后服务设备设施、专业团队，能通过技术手段完成不

同场景下的售后服务。 

6 社会责任 

（150 分） 

公共责任（30 分） 每年发布社会责任报告或接受社会责任评价。 

近三年无重大质量安全事故及严重违法违规。 

绿色可持续发展 

（30 分）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情况、节能或绿色产品数量、绿色工厂创建情

况。 

在产品设计和产品实现过程实行绿色和可持续发展理念。 

诚信与合规经营 

（40 分） 

开展信用体系建设，信用良好。 

尊重相关方的利益、建立合规经营制度。 

近三年纳税情况和区域纳税排名。 

权益保护（30 分） 建立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售后服务星级评价情况。 

建立员工合法权益保护制度，职业健康安全体系认证情况。 

公益支持（20 分） 参与社会公益活动的情况。 

 

A.2 判定规则 

得分总计不少于700分表明通过“芜湖智造”（品质芜湖）认证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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