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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工匠职业技能等级划分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数字工匠职业技能的总体要求、等级划分、基础知识和职业技能。 

本文件适用于制造业相关数字工匠职业技能的培训、考核和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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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工匠  digital craftsmen 

具备现代工业技术，能运用数字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的复合型技能人才。 

 

数字技术  digital technology 

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ICT）的总称。 

注： 包括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数字化管理、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虚拟现实、区块链等。 

4 总体要求 

基本条件 

从事本专业技能工作不少于2年，评定数字工匠职业技能等级时仍在岗位上直接从事生产、技术、

研发等工作。 

职业道德 

数字工匠应遵守以下职业道德： 

a) 遵纪守法、诚实守信、尊重知识产权； 

b) 尊重客户、善于沟通、保守客户秘密； 

c) 爱岗敬业、忠于职守、钻研本专业技术方案； 

d) 善于学习、勇于创新、提升本专业技术、数字素养； 

e) 团结协作、顾全大局、善于解决问题。 

5 等级划分 

数字工匠职业技能等级划分为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等级，三个等级依次递进，高等级涵盖低等级

职业技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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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基础知识 

数字工匠应具备以下基础知识： 

a) 工作常用知识： 

1) 办公设备及软件应用基础知识； 

2) 企业数字化基础知识。 

b) 质量管理知识： 

1) 企业质量管理体系； 

2) 产品和工作质量要求； 

3) 产品和工作质量保证措施与责任。 

c) 知识产权保护知识： 

1) 专利权保护； 

2) 著作权保护； 

3) 商业秘密保护； 

4) 反不正当竞争。 

d) 信息与通信基础知识： 

1) 计算机应用基础知识； 

2) 计算机网络技术基础知识； 

3) 基础软件基础知识； 

4) 网络与信息安全基础知识； 

5) 电子信息技术基础知识。 

e) 安全生产与环境保护知识： 

1) 安全生产操作规范； 

2) 安全作业管理知识； 

3) 职业健康与职业安全； 

4) 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相关知识。 

f) 相关法律法规知识。 

7 职业技能 

初级数字工匠 

初级数字工匠职业技能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1 初级数字工匠职业技能 

职业技能 要 求 

基础知识 

a）了解基础知识； 

b）了解主流数字技术的基本概念及其主要应用场景； 

c）了解主流数字技术的基本应用，并了解常用技能； 

d）能甄别不同数字工具的差异 

数字技能 信息获取和利用 

a）能检测到信息获取和生产过程中的技术故障； 

b）能发现信息使用和创新过程中的技术故障； 

c）能发现信息管理和交流过程中的技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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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初级数字工匠职业技能（续） 

职业技能 要 求 

数字技能 

信息获取和利用 d）能评估数字环境下的特定需求，以满足多样化、综合化、个性化、动态化的数字需求 

数字技术运用 

a）能运用数字技术解决制造单元模块的工程问题； 

b）掌握网络安全基本要素，能按照网络安全规范进行安全操作； 

c）能运用工业软件、建模与仿真技术等进行数字化、产品设计与开发； 

d）能运用数字技术进行产品工艺的设计与制造； 

e）能运用质量管理、精益生产管理等方法进行制造单元的管理与运行 

数字化产线开发 

a）能进行产线单元模块的数字化设计； 

b）能进行产线单元模块的三维建模； 

c）能进行产线单元模块的数字化选型； 

d）能进行产线单元模块数字化功能的安全操作设计； 

e）能进行产线单元模块工艺数字化设计与仿真； 

f）能开发产线单元模块的控制系统； 

g）能进行产线单元模块数字化的功能、性能测试与验证； 

h）能进行产线单元模块数字化测试结果的分析 

数字化产线应用 

a）能进行产线单元模块安装、调试的工艺设计与规划； 

b）能进行产线单元模块安装、调试工作流程的数字化设计； 

c）能进行产线单元模块的数字化加工工艺编制与虚拟仿真调试； 

d）能进行产线单元模块的现场安装和调试 

数字化生产管控 

a）能根据数字化管控系统总体集成方案进行单元模块的配置； 

b）能进行数字化管控系统单元模块与控制系统、数字化检测系统及其他工业系统的集成； 

c）能进行产线单元模块数据的采集和监测； 

d）能进行产线单元模块数据的分析 

数字化产线运维 

a）能进行数字化运维系统单元模块的配置； 

b）能进行数字化运维系统单元模块的集成； 

c）能进行数字化产线单元模块的维护作业 

创新能力 

a）具备数字基础设施创新能力； 

b）具备数字开放平台创新能力； 

c）具备数字商业模式创新能力 

 

中级数字工匠 

中级数字工匠职业技能应符合表2的规定。 

表2 中级数字工匠职业技能 

职业技能 要 求 

基础知识 

a）掌握基础知识； 

b）掌握主流数字技术的基本概念及其主要应用场景； 

c）掌握主流数字技术的基本应用和常用技能； 

d）能甄别不同数字工具的差异，用于特定问题求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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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中级数字工匠职业技能（续） 

职业技能 要 求 

数字技能 

数字技术运用 

a）能运用数字技术解决制造单元子系统级的工程问题； 

b）能运用链路安全、数据安全、网络安全等技术识别产线运行过程中的安全问题，并指

导安全生产； 

c）能运用数字技术进行制造子系统的数字化产品设计与开发； 

d）能运用数字技术进行子系统级的产品工艺设计与制造； 

e）能运用数字技术进行制造子系统级的建设与集成； 

f）能运用质量管理、精益生产管理等方法进行制造子系统级的管理与运行 

数字化产线开发 

a）能进行具备自感知、自学习、自决策、自执行、自适应特征的产线的模块化与详细功

能设计； 

b）能进行产线单元模块、单元模块间工作流程与布局的设计与仿真分析； 

c）能根据生产的数字化需求及最优综合效益进行数字化装备的选型； 

d）能进行产线的工艺设计与仿真； 

e）能进行产线的识别和传感系统、人机交互系统、控制系统等的程序编制； 

f）能进行装备间的集成、装备与工业软件系统的集成； 

g）能对数字化产线的功能、性能进行测试与验证； 

h）能进行数字化产线测试结果的分析与优化 

数字化产线应用 

a）能进行数字化产线安装、调试的工艺设计与规划； 

b）能进行数字化产线安装、调试工作流程的数字化设计； 

c）能进行产线的数字化加工工艺编制与虚拟仿真调试； 

d）能进行产线的现场安装和调试 

数字化生产管控 

a）能根据生产需求进行数字化管控系统的配置； 

b）能进行数字化管控系统与控制系统、数字化检测系统及其他工业系统的集成； 

c）能完成计划调度、可视化监测、生产绩效分析等数字化生产管控； 

d）能进行在线质量监测和预警、质量追溯、分析与改进； 

e）能应用数字技术完成流程、组织、生产工艺、质量、物料、装备等生产运营要素的综

合分析与优化 

数字化产线运维 

a）能进行数字化运维系统的属性和参数配置； 

b）能建立故障预测模型和故障索引知识库； 

c）能构建故障状态指标，进行指标阈值配置，并建立安全告警指标与阈值体系； 

d）能进行产线的工作环境预警和实时运行状态监测，对产线数字化分析、健康状态评估

并制定预防性维护策略 

创新能力 

a）能提出独特的观点； 

b）具备数字基础设施创新能力，如能研发底层芯片、研究算法、撰写专利等； 

c）具备数字开放平台创新能力； 

d）具备数字商业模式创新能力； 

e）能进行数字化系统的可行性方案制定和实施路线规划 

f）能进行制造单元模块、子系统级的技术培训 

 

高级数字工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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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数字工匠职业技能应符合表3的规定。 

表3 高级数字工匠职业技能 

职业技能 要 求 

基础知识 

a）熟练掌握基础知识； 

b）熟练掌握主流数字技术的基本概念及其主要应用场景； 

c）熟练掌握主流数字技术的基本应用和常用技能； 

d）能甄别不同数字工具的差异，用于特定问题求解并做出相应评价 

数字技能 

数字技术运用 

a）能运用数字技术组织开展系统级的数字化产品设计、开发与优化； 

b）能运用数字化技术进行系统级的产品工艺设计与制造； 

c）能研究并完善数字化制造体系； 

d）能组织开展系统级的建设与集成 

数字化产线开发 

a）能针对特定行业/领域进行数字化制造系统需求与可行性分析； 

b）能设计针对特定行业/领域的数字化制造系统架构； 

c）能运用数字技术，组织开展数字化产线的个性化需求分析，以及进行数字化产线的概

念设计、协同设计； 

d）能组织开展具备自感知、自学习、自决策、自执行、自适应特征的数字化产线的总体

方案研究设计； 

e）能运用网络安全技术为数字化产线构建安全稳定的运行环境 

数字化产线应用 

a）能组织开展数字化产线的工艺设计与仿真分析； 

b）能进行数字化产线的识别和传感系统、人机交互系统、控制系统等的研究和设计； 

c）能组织开展数字化产线各模块、模块间集成的研究、设计、仿真、分析与优化； 

d）能以数字化工厂最优效能效益为目标，组织开展数字化产线总体布局的仿真、分析与

优化； 

e）能根据系统架构需求，制定各数字化产线联合安装与部署方案并组织实施； 

f）能应用数字技术设计数字化产线优化方案； 

g）能组织实施数字化产线的优化，提高生产线的综合效能效益 

数字化生产管控 

a）能进行数字化流程与总体方案设计和工业软件系统选型； 

b）能组织开展数字化管控系统技术集成方案设计； 

c）能进行业务流程优化、操作与控制优化、设计与制造协同优化、生产管控协同优化； 

d）能组织开展数字化管控系统的研究、设计与优化； 

e）能组织开展数字化检测系统的研究、设计与优化 

数字化产线运维 

a）能运用数字化运维体系架构及相关技术，进行数字化运维系统的总体方案设计； 

b）能进行数字化产线工作环境预警和实时运行状态监测的研究与分析； 

c）能组织开展数字化产线健康状态评估和预防性维护策略的研究与分析； 

d）能进行数字化运维系统的持续优化和改进 

创新能力 
a）能进行数字化制造系统的战略方案制定、实施路线规划和（项目）监理； 

b）能进行数字化制造技术培训与技术指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