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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第三届全国汽车行业智能制造创新 

成果报告撰写要求 

 
第三届全国汽车行业智能制造创新成果（以下简称成果）评审过

程中，在审核申报表的基础上，评审组主要针对申报企业提供的成果

主报告进行评议。成果主报告的撰写体例、内容表述，既不同于一般

的工作总结、经验介绍、新闻报道，也不同于学术论文，它反映的是

企业智能制造创新实践的理论总结。结合创新成果审定和推广需要，

现提出撰写要点如下： 

一、撰写准备 

1．认真分析企业智能制造创新的成功之道，根据企业最有效的

管理经验确定选题范围。 

2．检索最新学术观点，了解智能制造创新趋势。 

3．成果主创人员与主要参与人员进行讨论。 

4．确定主报告执笔人。 

二、报告结构 

应围绕为什么要实施智能制造创新、如何有效实施、实施后取得

了哪些变化及效益来撰写。主报告原则上由题目、企业简介和正文（包

括实施背景、内涵和主要做法、实施效果）等部分组成。 



 — 2 — 

1．题目。成果项目名称不超 22 字（不含副标题），要鲜明地

反映出成果的核心内容及特色，概括为一句话，但不要出现本企业

名称、创造人姓名以及创新成果内容的字母缩写等，也不要以“×

×模式”、“××法”等命名。 

2．企业简介。主要反映企业的总体状况（300～500 字），包

含企业所属行业、地区和产权性质、主要业务、规模、效益及行业

地位等内容。 

3．实施背景。主要介绍为什么实施本项创新，分析当时面临的

问题，反映企业开展创新的必要性、迫切性和所要达到的目标。 

4．内涵和主要做法。成果内涵主要反映本项成果创新的基本内

容和特色，需要高度概括、反复提炼（300～500 字）；主要做法作

为核心内容，一般分 5～8 条来阐述，包括创新的整体思路、目标或

原则、重点创新内容的实施（基本做法）、创新组织和支撑保障等。

每条做法主要介绍针对什么问题，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是什么，采

取的具体解决措施有哪些（适当举例），主要做法应占到整个报告

篇幅的 70%。 

5．实施效果。主要介绍通过实施本项创新后企业所发生的显著

变化，包括管理水平、技术水平、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的提高。要注意反映出背景中所提到问题的解决情况。 

三、文字要求 

1．主报告应控制在 8000 字左右，并附有目录。报告中未能详

述的内容，可以附件的形式加以补充。主报告以第三人称阐述，不

可用第一或第二人称，一般采用企业简称，不要以“我们”、“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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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公司”简称。 

2．主报告在表述方式上应与一般的工作总结、经验介绍、学术

论文和新闻报道有所区别，要围绕主题，突出创新点，不要面面俱

到。企业智能制造创新成果来源于实践，要结合企业管理基本原理

对创新活动进行理论阐述，反映出企业管理领域的一定规律，具有

科学性、系统性和可操作性。 

3．主报告文字表述要科学、准确、清楚、朴素，各类表格、数

据、计量单位等要按照公开出版物的标准编排，对过于专业的技术

或专门术语要做出解释。报告中应辅以必要的实例、数据和图表。 

4．主报告层次不宜太多，尽量不要超过一、（一）、1、（1）

4 级。图表尽量选用现实状态，过去状态可以用文字简要介绍。举

例说明时，每个问题最好只选取一个例子。 

5．成果项目属于节能降耗、降本增效、增收节支类的，必须在

申报表相应的栏目中如实填写“投入资金”、“投资回收期”、“实

施前后同比效益增加额”、“近两年环比效益增加额”等数据，并

在主报告和项目简介中给出计算依据和公式；属于经营管理类基本

上没有资金投入和难以计算直接经济效益的安全、环保、质量、标

准、软件开发、清洁生产类项目，申报表相应的栏目可填无，但须

有应用实施前后情况量化指标对比数据、应用单位评价意见或试验

检测报告；属于提高工效类及间接获得经济效益类的成果，应说明

其计算、测定的办法和依据，不得与非管理因素所取得的效益、效

率重复计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