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问+一图，读懂《制造业可靠性提升实施意见》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五部门联合发布《制造业可靠性提升实施

意见》（工信部联科〔2023〕77 号，以下简称《实施意见》）。为更

好地理解和执行《实施意见》，现解读如下：

《实施意见》出台背景是什么？

可靠性作为反映产品质量水平的核心指标，是制造业发展水平的重

要体现。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质量发展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

C919 大飞机成果展览时强调，坚持安全第一，质量第一，要把安全可靠

性放在第一位。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

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质量强国建设纲要》指出，

实施质量可靠性提升计划，提高机械、电子、汽车等产品及其基础零部

件、元器件可靠性水平，促进品质升级。经过多年探索发展，我国制造

业可靠性取得了显著成效，可靠性工程技术体系基本建立，应用领域持

续拓宽，部分产品可靠性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但总体而言，我国制造业

可靠性与国外先进水平相比仍有差距，产业基础存在诸多短板弱项，关

键核心产品可靠性指标尚待提升，管理和专业人才保障能力不足，掣肘

我国制造业向中高端迈进。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质量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党的

二十大精神，落实制造强国、质量强国建设要求，全面推进新型工业化，

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教育部、科学技术部、财政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

总局等五部门联合印发《实施意见》，提升制造业可靠性水平，为提高



企业核心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制造业高质

量发展打下坚实质量基础。

可靠性的内涵和外延是什么？

可靠性是产品在规定的条件下和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规定功能的能力，

是反映产品质量水平的核心指标，贯穿于产品的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和

使用全过程。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我国制造业数字

化、网络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速推进，可靠性理念得到进一步拓

展。一是现代产品的可靠性，需要从产品以及人机交互性、安全性、环

保性、经济性等多个维度进行综合考虑。二是对于可靠性指标要求更为

全面，不仅要追求绝对高可靠、长寿命，还更关注经济成本和生态约束

下的最佳可靠性水平。三是由“产品使用阶段的可靠性”变为“产品全生命

周期、全链条的可靠性”，贯穿产品的研制、生产、使用、报废等各阶段，

覆盖原材料、元器件、零部件、整机与系统等环节，涉及维度更为广泛。

如何推动落实《实施意见》的主要目标？

《实施意见》提出“两步走”目标：第一阶段到 2025 年，聚焦补短板、

强弱项，按照夯基础、优服务、促提升的思路，通过开展技术攻关、建

立标准体系、完善公共服务等举措，力争形成 100 个以上可靠性提升典

型示范，推动 1000 家以上企业实施可靠性提升，为实现第二阶段目标

奠定坚实基础；第二阶段到 2030 年，聚焦锻长板、促成效，按照树标

杆、强带动、促转化的思路，充分发挥可靠性标准引领作用，推动 10

类关键核心产品可靠性水平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培育一批具有竞争力和



影响力的可靠性公共服务机构和可靠性专业人才，促进我国制造业可靠

性整体水平迈上新台阶，成为支撑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实施意见》为何聚焦机械、电子、汽车三个行业？

机械、电子、汽车三个行业产业规模大，占工业总产值比重高，辐

射带动能力强，且具备一定的可靠性工作基础，在制造业可靠性提升中

具有代表性。机械行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已具备相当规模，部分

产品可靠性水平提升明显；电子是工业基础行业，行业体量大、市场竞

争充分，对其他行业具有重要支撑作用，重点企业均已建立完善的可靠

性管理体系；汽车的安全可靠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息息相关，行业可靠

性实践起步早、步伐快、水平高，已形成较为完善的可靠性技术和管理

体系。

《实施意见》聚焦机械、电子、汽车三个重点行业，一方面，通过

提高核心基础零部件、核心基础元器件可靠性，促进相关行业产品可靠

性提升，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另一方面，发挥行业基础优势，形成

可复制可推广的先进经验，为其他行业树立典型示范，带动制造业可靠

性整体水平提升。

《实施意见》提出实施基础产品可靠性“筑基”和整机装备与系统可

靠性“倍增”工程的主要考虑和预期成效是什么？

核心基础零部件、核心基础元器件、关键基础软件、关键基础材料及先

进基础工艺是工业基础的重要组成，核心基础零部件、核心基础元器件、

关键基础材料对整机装备的精度、性能、寿命和可靠性起着决定性作用，

关键基础软件是推进工业现代化、数字化的重要手段，先进基础工艺是



实现产品低成本、高性能和高可靠的重要保障。高端装备制造是一个国

家现代化工业体系的基础和核心，是制造业综合实力和国家产业竞争力

的重要体现，特别是重大技术装备，具有系统成套、技术复杂、附加价

值高、带动性强、投入强度大等特点，关系国家战略安全和国民经济命

脉。

目前，我国精密减速器、高端轴承、先进半导体材料、车规级汽车芯片

等基础产品以及重型数控机床、先进农机、精密测量仪器等整机产品可

靠性水平不高。《实施意见》针对上述问题，聚焦机械、电子、汽车三

个行业，通过实施可靠性“筑基”工程，补齐基础产品可靠性短板，提高

核心基础零部件、核心基础元器件、关键软件、关键基础材料及基础工

艺可靠性水平，为相关行业整机产品可靠性提升奠定基础。通过实施可

靠性“倍增”工程，促进可靠性增长，推动关键核心产品可靠性水平达到

国际先进水平，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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