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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创新成果产业化成熟度评价通用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制造业创新成果产业化成熟度的评价内容及等级划分、评价方法和评价流程。

本文件适用于制造业创新成果产业化成熟度第三方评价。其他评价方可参照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37264 新材料技术成熟度等级划分及定义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制造业创新成果 manufacturing innovation achievements

面向制造业相关领域，通过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所产生的具有工程化应用前景和潜在市场价值的成

果。

注：制造业创新成果包括新产品、新工艺、新材料，或前三种成果任意综合形成的新系统。

3.2

产业化成熟度 industrialization readiness

创新成果转化应用直至发展新产业的准备就绪程度。

注 1：创新成果转化应用包括对当前创新成果的继续试验、开发、应用、推广，乃至形成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

新产品，发展新产业。

注 2：产业化成熟度由风险和收益综合体现。

3.3

技术成熟度 technology readiness

创新成果成为产品系统组成部分的准备就绪程度。

3.4

制造成熟度 manufacturing readiness

创新成果可批量合格生产的准备就绪程度。

注：创新成果的批量生产目标取决于集成在产品系统上的装机数量以及产品系统的批量生产目标。

3.5

应用投入指数 application investment indicator

对创新成果进行的后续开发、试验和推广应用，以达到产品交付使用的量化表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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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前景预测指数 market predicting indicator

对创新成果形成产品交付使用后获取的市场规模的量化表征。

4 产业化成熟度评价内容及等级划分

4.1 产业化成熟度评价内容

4.1.1 产业化风险评价

产业化风险评价包括技术成熟度评价和制造成熟度评价，如表1所示。

表1 产业化风险评价

风险等级
产业化风险评价内容

技术成熟度等级（TRL） 制造成熟度等级（MRL）

高 TRL4及以下 MRL4及以下

中 TRL5、TRL6 MRL5、MRL6

低 TRL7及以上 MRL7及以上

应评价技术成熟度。适用时，应评价制造成熟度。选取技术成熟度和制造成熟度两者风险等级最低者为总风险等级。

4.1.2 产业化收益评价

产业化收益评价包括投资收益比率评价、应用投入指数与市场前景预测指数综合评价，以及国家安

全效益或社会效益评价，如表2所示。

表2 产业化收益评价

收益

等级

产业化收益评价内容

评价方法A
a

评价方法B
b

评价方法C
c

投资收益比率评价 应用投入指数与市场前景预测指数综合评价 国家安全效益或社会效益评价

高 ≥36% ＞总分的80% 具有重大效益

中 5%＜投资收益比率＜36% 总分的20%≤综合评价得分≤总分的80% 具有一般效益

低 ≤5% ＜总分的20% 效益不显著

产业化收益评价内容可以是评价方法A、B、C中选其一，或其任意组合。
a
评价方法A中，投资收益比率=市场收益/成本投入×100%。适用于可估算成本投入和市场收益的制造业创新成果。

b
评价方法B中，综合评价得分由应用投入指数得分与市场前景预测指数得分相加得出，默认权重相同。适用于难于估

算或不易准确估算成本投入和市场收益但可凭经验评分的制造业创新成果。
c
评价方法C主要评价制造业创新成果的产出效益。适用于关系国家安全或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实施的创新成果。

4.2 产业化成熟度等级划分

制造业创新成果产业化成熟度的等级划分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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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A级——产业化预计低风险高收益；

B+级——产业化预计低风险中收益；

B级——产业化预计低风险低收益、中风险高收益；

B-级——产业化预计中风险中收益；

C级——产业化预计中风险低收益或高风险高收益。

产业化预计高风险低收益或高风险中收益时不评级。

图1 产业化成熟度等级划分

5 产业化成熟度评价方法

5.1 产业化风险评价

5.1.1 技术成熟度与制造成熟度评价

制造业创新成果应按附录A确定技术成熟度等级，应按附录B确定制造成熟度等级。其中，材料类创

新成果应按GB/T 37254确定技术成熟度等级。

5.1.2 产业化风险等级确定

制造业创新成果应按表1确定产业化风险等级。

5.2 产业化收益评价

5.2.1 评价方法 A—投资收益比率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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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估算制造业创新成果的成本投入和市场收益，经计算投资收益比率后，应按表2确定产业化收

益等级。

5.2.2 评价方法 B—应用投入指数与市场前景预测指数综合评价

5.2.2.1 应用投入指数评价

制造业创新成果应按附录C确定应用投入指数（得分）。

5.2.2.2 市场前景预测指数评价

制造业创新成果应按附录C确定市场前景预测指数（得分）。

5.2.2.3 产业化收益等级确定

制造业创新成果应按表2确定产业化收益等级。

5.2.3 评价方法 C—国家安全效益或社会效益评价

5.2.3.1 国家安全效益或社会效益评价

应根据制造业创新成果对国家安全或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实施的效益，给出“具有重大效益”、“具

有一般效益”或“效益不显著”的结论。

5.2.3.2 产业化收益等级确定

制造业创新成果应按表2确定产业化收益等级。

5.3 产业化成熟度等级确定

在已知产业化风险等级和产业化收益等级的基础上，应按图1确定制造业创新成果的产业化成熟度

等级。

6 产业化成熟度评价流程

6.1 提交评价申请

评价委托方完成产业化成熟度自评价后向评价机构提交正式的评价申请，并附上以下电子版本的材

料：

a) 创新成果登记表（内容格式应符合附录D的规定）；

b) 创新成果登记表有关内容的证明材料，以及有助于产业化成熟度评价的支撑材料；

c) 评价现场汇报材料（现场汇报前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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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审查申请材料

6.2.1 评价机构对委托方提交的材料进行形式审查。填写正确、材料齐全完备，符合评价范围和基本原

则的，形式审查通过。

6.2.2 形式审查通过且委托方在规定时间内提交正式有效的材料后，方可进入评价下一步流程。

6.2.3 如果形式审查未通过，评价机构应告知不能通过的原因。委托方可重新提交形式审查的材料。

6.3 确定评价计划

评价机构根据评价申请数量进行定期集中评价。一般宜提前一周将评价计划告知委托方。

6.4 组建评价专家组

评价机构应遵循涵盖主要相关方的遴选原则，组建评价专家组，专家人数应不少于5名。

6.5 实施评价

一般以会议形式实施评价。会议由评价机构召集，评价专家组、委托方代表参加。会议主要内容包

括：

a) 评价机构向参会人员介绍会议目的、内容、评价方法、评价注意事项等；

b) 委托方介绍创新成果基本情况；

c) 专家向委托方质询；

d) 评价机构组织专家闭门讨论；

e) 专家依据讨论结果填写产业化成熟度评价表（内容格式应符合附录E的规定）。

6.6 出具评价报告

评价机构应依据专家评议出具产业化成熟度评价报告（内容格式应符合附录F的规定），并归档。

评价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应遵守科学道德和职业道德规范，保证评价的严肃性和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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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技术成熟度等级划分及定义

制造业创新成果的技术成熟度等级划分及定义见表 A.1。

表 A.1 技术成熟度等级划分及定义

等级
技术成熟度等级

定义

等级定义说明

研发需求和指

标

技术的表现形

式（或样件形

态、构型）

技术的验证方

法（或验证项

目）

验证环境

和条件
完成方式

1
获得技术的基本

原理

a)实际问题引

发，期盼解决功

能性问题，或给

出牵引性的核

心指标；或 b)

自然观察发现，

无具体功能需

求和指标

原理、理论等

的科学或工程

语言描述

计算、分析、实

验、观察等
—

形成论文、报告等，

通过同行评议（评

审）

2

形成新的技术概

念或新的技术基

本原理应用设想

a)解决实际问

题（功能性或核

心指标提升）；

或 b)自发新创

的功能

a)未经实证或

深入分析的方

案（或构思）；

或 b)初步确定

应用领域的方

案（或构思）

计算、分析、实

验等
—

方案应包含初步可

行性和效益/作用/

用途，通过同行评

议（评审）

3

完成对新概念或

新应用的关键功

能及或关键特性

的分析或实证，证

明新概念或新应

用可行

a)外部明确的

关键功能、牵引

性指标；或 b)

自行预测的关

键参数指标

完 成 关 键 功

能、关键指标

分析或实证的

设计方案

计算、分析、实

验等
—

分析或实证确认了

该设计可达到自行

预测指标或外部明

确指标。形成报告

4

在实验室环境条

件下，以技术的原

始样件或关键的

新研部件为对象，

完成主要的设计

功能及或特性的

验证

a)外部明确的

关键功能、牵引

性指标；或 b)

自行预测的关

键参数指标

原始的技术实

物样件，或者

以替代品、本

技术的关键部

件实物组合形

成的原始样件

试验室试验、计

算、分析等

常规环境

条件

试验数据和计算分

析数据证明该设计

达到自行预测指标

或外部明确指标。

形成试验报告。同

时，定义下一步的

验证环境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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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续）

等级 技术成熟度等级定义

等级定义说明

研发需求和

指标

技术的表现形

式（或样件形

态、构型）

技术的验证方

法（或验证项

目）

验证环境

和条件
完成方式

5

在模拟环境条件下，

以技术的初始样件或

主要部件为对象，完

成关键的设计功能及

或特性的验证

a)外部明确

的 关 键 功

能、牵引性

指标；或 b)

自行预测的

关键参数指

标

技术实物样件

的真实性得到

提升（外形、

配合和功能方

面，可以是比

例尺寸）

试验室试验、计

算、分析等

模拟环境

条件

试验数据和计算分

析数据证明，关键

领域的所有指标均

得到验证。形成试

验报告并说明试验

样件的尺寸比例。

同时，预测下一步

技术研发的指标需

求

6

在模拟环境条件下，

以技术的真实样件为

对象，完成关键的设

计功能及或特性的验

证

原有需求和

指标，或具

体的需求和

指标

所有关键部分

是完全尺寸，

功能集成度达

到原型的技术

实物样件

试验室试验、配

装平台地面试

验、计算、分析

等

模拟环境

条件，或

地面的模

拟环境但

真实条件

试验数据和计算分

析数据证明，规定

的需求和指标均得

到验证。形成试验

报告

7

在代表性的使用环境

条件下，以技术的产

品原型为对象，完成

主要的设计功能及或

特性的演示验证

原有需求和

指标，或具

体的需求和

指标

主要尺寸和使

用功能已固化

稳定的技术实

物样件

试验室试验、配

装平台地面试

验、配装平台飞

行/航行/运行

试验、计算、分

析等

真实环境

条件（代

表性的任

务剖面）

试验数据和计算分

析数据证明，规定

的需求和指标均得

到验证。形成试验

报告

8

在使用环境条件下，

以技术的产品样件为

对象，完成正式使用

或有限使用前的考核

测试

具体需求和

指标

交付使用（或

试用）的状态

或构型

试验室试验、配

装平台地面试

验、配装平台飞

行/航行/运行

试验、计算、分

析等

真实环境

条件（预

先确定的

全部任务

剖面），

但样本量

或环境复

杂程度受

限制

试验数据和计算分

析数据证明，规定

的需求和指标均得

到验证。形成试验

报告

9

完成使用验证，发现

的设计问题已解决，

产品可持续使用或生

产

具体需求和

指标

交付使用（或

试用）的状态

或构型

实际情景试用

或使用

复杂、真

实环境条

件

任务完成情况证

明，规定的需求均

得到验证。形成报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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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

制造成熟度等级划分及定义

制造业创新成果的制造成熟度等级划分及定义见表 B.1。

表 B.1 制造成熟度等级划分及定义

等级 定义 基本条件

1 获得制造的基本原理 开展基础性研究，提出研究方向并探索可能的实现途径

2 形成新的制造概念
a) 开展应用性研究，提出新的制造概念及其广泛性的应用；

b) 识别其中的新材料、新工艺并开展理论性研究

3 完成新概念制造的可行性论证

a) 提出顶层工艺流程图（工艺策划）；

b) 初步论证影响生产性的关键工艺和关键物料；

c) 通过分析或实验确认了制造概念

4
在实验室环境下，可实现新技术

的关键新研部件的制造

a) 完成对设计方案的生产性初步评价；

b) 初步论证关键、重要特性以及与之相关的工艺、制造设备、生产设施、人

员技能等要求；

c) 完成关键工艺调研和评估，细化工艺流程，识别流程变量；

d) 初步确立成本目标并明确影响因素；

e) 初步评估制造风险并制定风险应对初步计划；

f) 相应的技术成熟度等级达到 4级

5

在生产相关环境下，可实现新技

术的初始样件或主要部件的制

造

a) 初步评价工业基础能力，识别可能的配套厂家；

b) 完善关键、重要特性论证，识别关键、重要件，并开展相应的生产性初步

评价；

c) 初步论证工序能力要求；

d) 通过部件原型在生产相关环境下的制造，验证关键工艺、物料、制造设备、

生产设施、人员技能并提出开发需求；

e) 建立成本模型框架；

f) 评估制造风险并完善风险应对计划；

g) 相应的技术成熟度等级达到 5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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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续）

等级 定义 基本条件

6
在生产相关环境下，可实现新技

术的真实样件的制造

a) 完成转工程研制所需的工业基础能力评价；

b) 完成关键、重要件（技术）的生产性评价；

c) 评估生产相关环境下的合格率与生产率，完善工序能力要求论证；

d) 通过分系统原型或系统原型在生产相关环境下的制造，验证关键工艺、物

料、制造设备、生产设施、人员技能并提出进一步开发需求；

e) 分析制造成本因素；

f) 识别生产提前期长的物料；

g) 完善制造风险评估和风险应对计划；

h) 相应的技术成熟度等级达到 6级

7
在生产典型环境下，可实现新技

术的产品原型的制造

a) 完成生产性的详细权衡研究，基本完成详细设计；

b) 评估生产典型环境下的合格率与生产率，持续完善工序能力要求论证；

c) 通过系统、分系统或部件在生产典型环境下的制造，验证工艺；

d) 已批准试生产所用的物料技术条件（产品规范）；

e) 启动生产用工装和专用试验检测设备的研制；

f) 完善成本模型到系统级，初步开展成本缩减工作；

g) 评估关键配套厂家的供应能力和质量管理体系；

h) 针对生产提前期长的物料，制定适宜的采购计划；

i) 确定初步的制造计划和质量目标；

j) 细化制造风险评估和风险应对计划；

k) 相应的技术成熟度等级达到 7级

8
可实现新技术产品的小批量生

产

a) 完成转小批量生产所需的工业基础能力评价；

b) 完成全部详细设计且设计更改相对稳定，对小批量生产影响小；

c) 制造过程受控，工序能力指数达标；

d) 通过试生产，验证工艺、物料、制造设备、生产设施、人员技能；

e) 完成生产用工装和专用试验检测设备的研制；

f) 生产准备符合小批量生产需求；

g) 根据试生产结果，完善合格率与生产率要求、成本模型；

h) 完成配套产品的首件鉴定和质量检验，建立满足小批量生产的供应链；

i) 确认对小批量生产无重大风险；

j) 相应的技术成熟度等级达到 7级及以上



T/CESA 1181—2021

10

表 B.1（续）

等级 定义 基本条件

9
可实现新技术产品的大批量生

产或稳定生产

a) 设计已固化并通过使用考核；

b) 工艺稳定、受控，合格率与生产率达标；

c) 物料、制造设备、生产设施、人员达到预定目标并满足大批量生产或稳定

生产需求；

d) 根据小批量生产数据积累，完善成本模型，持续开展成本缩减工作；

e) 确认对大批量生产或稳定生产无重大风险；

f) 相应的技术成熟度等级达到 9级

10 达到精益生产

a) 产品满足性能要求及改进升级、延寿等需求；

b) 工艺稳定、受控，合格率与生产率达标；

c) 物料、制造设备、生产设施、人员符合大批量生产或稳定生产要求；

d) 成本满足目标；

e) 开展持续改进工作，建立精益生产体系；

f) 相应的技术成熟度等级达到 9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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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规范性）

应用投入指数与市场前景预测指数评价准则

应用投入指数评价准则见表 C.1，满分为 52分。市场前景预测指数评价准则见表 C.2，满分为 122
分。总分为 174分，80%、20%线（取一位小数）分别为 139.2分、34.8分。

表 C.1 应用投入指数评价准则

领域 评价项目 分值 评分准则

要素投入

人力资源投入 5
对研发设计人才、产品生产管理

人才、市场营销服务人才的需求

三类人才需求一般的，得5分

对其中某一类要求很高的，得4分

对其中某两类要求很高的，得3分

对三类要求都很高的，得1分

资金投入 4

资金需求规模
对资金需求较小的，得2分

对资金需求较大的，得1分

资金需求紧迫性
资金需求紧迫性不强的，得2分

资金需求紧迫性强的，得1分

配套资源投入 8
对生产场地、生产装备、上下游

产业的配套资源需求

三类相关配套资源需求程度一般的，得8分

有一项要求高的，得6分

有两项要求高的，得4分

三项都高的，得2分

环境资源投入 10

能源需求

属于节能降耗的，得5分

需求一般的，得3分

需求较大的，得1分

水资源需求

需求较小或可循环的，得5分

需求一般的，得3分

需求较大的，得1分

工作投入

研究开发系统 5

研发系统可持续支撑的要求事

项（包括二次开发、应用开发、

升级支持和客户技术服务等）

要求较少且比较简单的，得5分

要求一般的，得3分

要求较高的，得1分

生产制造系统 5 生产强度

所需水平较低的，得5分

所需水平一般的，得3分

所需水平要求较高的，得1分

营销服务系统 15

大规模产业链整合
不需要的，得4分

需要的，得1分

为获得政府支持而开展的政府

高端公关

不需要的，得3分

需要的，得1分

资源配置整合金融措施
不需要的，得4分

需要的，得1分

高端市场策划
不需要的，得4分

需要的，得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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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2 市场前景预测指数评价准则

领域 评价项目 分值 评分准则

技术质量
产品特性与技

术水平
35

功能表达

有2个以上的清晰功能的，得6分

有一项清晰功能表达的，得3分

无清晰表达的，得1分

产品的功能有效性

有效性很强的，得6分

有效性一般的，得3分

无功能有效性的，得1分

跟市场上已有同类产品相比功

能创新独特性

有明显功能创新独特性的，得8分

有一般创新和差异的，得4分

不具有创新独特性的，得2分

技术先进性

国际领先的，得15分

国际先进的，得13分

国内空白的，得11分

国内领先的，得9分

国内先进的，得7分

行业领先的，得5分

一般水平的，得3分

市场预测
市场态势和规

模
32

市场态势

属于未来市场的，得8分

属于早期成长市场的，得20分

属于朝阳市场的，得16分

属于长尾市场的，得12分

属于夕阳市场的，得4分

当前国内目标市场规模

规模大的，得3分

规模中的，得2分

规模小的，得1分

未来国内预期市场规模

规模大的，得3分

规模中的，得2分

规模小的，得1分

当前国际目标市场规模

规模大的，得3分

规模中的，得2分

规模小的，得1分

未来国际目标市场规模

规模大的，得3分

规模中的，得2分

规模小的，得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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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2（续）

领域 评价项目 分值 评分准则

市场预测

市场细分和竞

争优势
30

目标客户群表达

清晰表达的，得8分

有表达但不清晰的，得5分

无表达的，得2分

目标客户群定位

准确定位的，得7分

有定位但不准确的，得4分

无定位的，得1分

主要竞争对分析

能列出名单、有明确对比分析的，得6分

能列出名单、无明确对比分析的，得3分

无竞争对手信息的，得0分

竞争优势

有多点优势或有明显单点优势的，得9分

有比较清晰且有说服力的优势的，得6分

优势一般的，得3分

未做分析的，得0分

赢利预期 10

盈利论证

论证有说服力的，得4分

论证一般的，得3分

论证不足的，得1分

附加值和赢利空间

明显高的，得6分

较好的，得4分，

一般的，得2分

无高附加值的，得0分

宏观因素 政策影响 15

成果市场转化与相关政策的关

联度

关联度高的，得6分

关联度一般的，得4分

关联度低的，得3分

政策对市场成果转化推广的影

响

影响正向的，得9分

影响中性的，得4分

影响负面的，得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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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规范性）

创新成果登记表

创新成果登记表的内容格式见表 D.1。

表 D.1 创新成果登记表内容格式

成果名称

所属领域

关键词描述

合作方式 □整体转让 □技术许可 □合作开发 □技术入股 □其他

成果描述

与市场同类技术或产

品的对比情况

主要技术指标

知识产权情况

序号 专利名称 专利类型 专利号

应用领域及市场前景

产业化成熟度自评

产业化成熟度等级

产业化风险等级
技术成熟度等级

制造成熟度等级

产业化收益等级

投资收益比率（%）

应用投入指数与市场前景预测指数

综合评价得分

国家安全效益或社会效益评价结论

单

位

和

联

系

人

单位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所在地区

单位属性

（ ）

1.科研单位

2.大专院校

3.企业

4.集体个体

5.其他

联 系 人

电子邮箱

联系电话 座机 手机

邮政编码 传真

通信地址

Sean
高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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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E

（规范性）

产业化成熟度评价表

产业化成熟度评价表的内容格式见表 E.1。

表 E.1 产业化成熟度评价表内容格式

成果名称

所属领域

关键词描述

成果描述

应用领域及市场前景

产业化成熟度

产业化成熟度等级

产业化风

险等级

技术成熟度等级

制造成熟度等级

产业化收

益等级

投资收益比率（%）

应用投入指数与市场前景预测指数

综合评价得分

国家安全效益或社会效益评价结论

1技术成熟度评价 □适用 □不适用

1.1技术载体状态

1.2技术验证环境

1.3验证结果

1.4达到不高一等级的主要

原因

2制造成熟度评价 □适用 □不适用

2.1技术载体状态

2.2制造验证环境

2.3验证结果

2.4达不到高一等级的主要

原因

3 投资收益比率评价 □适用 □不适用

3.1成本投入估算（万元） 总计： （详见成本投入估算附件）

3.2市场收益估算（万元） 总计： （详见市场收益估算附件）

4 应用投入指数与市场前景预测指数综合评价 □适用 □不适用

4.1 应用投入指数 总计得分： （详见应用投入指数评分表）

4.2市场前景预测指数 总计得分： （详见市场前景预测指数评分表）

5 国家安全效益或社会效益评价 □适用 □不适用

5.1评价方法选择说明

5.2评价结论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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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F

（规范性）

产业化成熟度评价报告

产业化成熟度评价报告的内容格式见表 F.1。

表 F.1 产业化成熟度评价报告内容格式

1.概述

1.1 基本信息

按照登记表的内容，描述成果的基本信息。

描述委托方的基本情况。

描述评价机构的基本信息。

1.2 评价组织和过程

描述参与评价实施的评价机构人员、评价专家组、委托方代表的资质和身份。

描述评价过程和时间节点。

2．评价内容和方法

2.1 评价内容

描述针对性的评价内容范围。

2.2 评价方法

描述选择的评价方法。

3.评价结果

按确定的评价内容范围，分节逐一描述评价准则的满足情况或评价内容的计算分析情况。

4.结论与建议

描述产业化成熟度的等级结论。

描述提升产业化成熟度的建议。

附录 支撑性的材料或过程性的记录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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