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 业 和 信 息 化 部 办 公 厅

工信厅信函 E⒛ 13〕 367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开展电子商务

集成创新试点工程工作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副省级省会城市、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黑龙江省农垦总局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有关行

业协会、中央企业,有关单位 :

为贯彻落实 《电子商务
“
十二五”

发展规划》 (工信部规

〔2011〕 556号 )、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推进物流信息化工作的

指导意见》 (工信部信 匚⒛13〕 7号 )有关部署,工 业和信息化

部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电子商务集成创新试点工程,并制定了

《⒛13年 电子商务集成创新试点工程项目指南》。现印发给你们 ,

请根据项目指南的要求,组 织做好项目申报工作。

附件:zO13年 电子商务集成创新试点工程项目指南

踯愧

3庥容晶

(联 系电话 :010-68⒛ 8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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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3 年电子商务集成创新试点工程项目指南 

 

为落实《电子商务“十二五”发展规划》和《工业和信息

化部关于推进物流信息化工作的指导意见》，按照工业和信

息化部 2013 年工作计划，决定实施电子商务集成创新试点

工程。特制定本指南。 

一、试点方向 

（一）大企业电子商务和供应链信息化提升 

在原材料、装备制造、消费品、电子信息、国防科技等

重点工业领域，深化电子商务应用，提高大型企业的供应链

管理水平。支持大型企业提高网上集中采购水平，建立具有

行业知名度和影响力的采购平台，增强企业采购行动的协调

性和竞争力。支持大型企业利用电子商务促进产品分销和售

后服务水平提升。支持有影响力的主制造商，利用电子商务

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协同联动，增强整个供应链的管理和

运作能力，缩短物流响应时间，提高物品可得率和资金周转

率，降低平均库存水平和物流总成本，提高供应链的整体竞

争能力。 

支持大型企业电子商务与内部业务和管理信息系统的

集成，推进企业间网上协同研发、设计和制造，增强产业链

商务协同能力，缩短市场响应时间，提高从研发设计、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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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生产制造、分销配送、售后服务、再制造直至报废回

收的产品全生命周期信息化管理水平。 

推动大型商贸流通企业通过电子商务创新流通模式，提

高流通效率，扩展流通渠道和市场空间，促进流通方式转变。 

鼓励有条件的大型企业电子商务平台提高开放性，向行

业电子商务平台转化。 

（二）行业电子商务平台服务创新 

支持工业、农业、服务业等领域细分行业电子商务平台

创新服务和商业模式。 

支持有条件的行业信息服务平台向电子商务交易服务

延伸，为行业用户提供网络交易服务。 

支持电子商务和物流服务集成创新。推进煤炭、钢铁、

塑料、粮食等大宗商品电子交易与物流服务集成健康发展。

推动物流、快递企业依托信息化提高社会化服务水平，增强

对电子商务的支撑能力。 

加强支付服务创新，促进电子商务与电子支付集成发

展，为用户提供方便快捷的服务。引导电子商务企业与物流

企业、信用机构、金融机构加强合作，探索供应链金融等服

务创新。 

支持细分行业的电子商务平台品牌化发展，鼓励电子商

务平台企业与相关企业加强合作，促进信息、交易、商务代

理、物流、支付、信用、融资、担保、保险、检测、认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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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支持等商务要素的集成和服务创新。 

（三）跨境电子商务 

鼓励有条件的大型企业“走出去”，面向全球资源市场，

积极开展跨境电子商务，促进产品、服务质量提升和品牌建

设，更紧密地融入全球产业体系。 

支持面向跨境贸易的多语种电子商务平台建设、服务创

新和应用推广。 

支持电子商务企业面向全球各地，尤其是两岸三地、东

盟、上合组织和东北亚等周边区域开展跨境合作，支持在边

贸地区、产业集中度高的区域建设跨境电子商务平台。 

支持电子商务企业与相关企业加强服务集成，为用户提

供电子单证处理、报关、退税、结汇、保险和融资等“一站

式”服务，提高国内企业对国际市场的响应能力。 

（四）移动电子商务 

推动移动电子商务应用从生活服务和公共服务领域向

工农业生产和生产性服务业领域延伸。 

加快推动移动支付、公交购票、公共事业缴费和超市购

物等移动电子商务应用的示范和普及推广。 

支持移动商务技术在工农业生产流通、企业管理、安全

生产、环保监控、物流和旅游服务等方面的试点应用。 

推动移动电子商务产业链和各应用领域的相关主体加

强合作，加强商业模式和社会化协作机制的创新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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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产品信息追溯 

支持生产、流通和物流企业加强产品信息追溯系统建

设，采用多种信息技术手段，完善产品从采购、生产到分销、

零售等各个环节的信息记录与交换，提高产品信息追溯管理

能力。 

面向食品、药品等事关广大人民群众健康和安全的重点

产品，支持相关企业提高物流信息化和信息交换水平，增强

从原辅料来源到产品流向等信息进行追溯和追踪的能力，提

高对冷链产品的全程信息监测水平，提升质量安全管理水

平。 

面向民爆产品、危化品等关系公共安全的产品领域，支

持相关企业提高产品生产、流通和使用的全程物流信息化水

平和对生产、使用现场的实时监测能力，提高安全管理水平。 

面向航空、机械、汽车、电子电器以及原材料、消费品

等制造领域，支持企业提高对零部件、备品备件、成品等物

品的追溯和追踪能力，提高生产制造效率和售后服务水平，

提升市场竞争力。 

支持有条件的中介组织和第三方机构建立产品信息追

溯服务平台，为公众提供产品信息查询服务。 

二、项目申报和选择条件 

（一）项目申报条件。申报单位原则上为中华人民共和

国境内注册的企业，已经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商业信誉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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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违法违规行为。项目依托的经营性网站必须获得互联网信

息服务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ICP 许可证），非经营性网

站必须在电信管理部门办理备案手续。申报的项目应为正在

实施的项目，或是 2013 年可以正式开工建设的项目。鼓励

企业、科研机构、软件企业、系统集成商等形成产学研合作

团队联合承担项目。 

（二）项目选择条件。项目符合《电子商务“十二五”

发展规划》和《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推进物流信息化工作的

指导意见》确定的发展方向。项目具有实施基础和应用前景，

在技术创新、应用创新、服务创新、商业模式创新、集成创

新等方面已经取得明显成效，具有示范推广意义，或者具备

较强的技术、商业可行性和创新性，预计在 1—3 年内可取

得较明显的经济效益，具有一定的试验探索意义。项目实施

倡导自主可控原则，以拥有民族自主品牌和自主知识产权的

解决方案提供商为主要依托。申报方案的文本规范、内容完

整、思路清晰、测算合理、论述严谨。 

（三）试点项目原则上无资金支持。特别优秀的项目有

可能转到两化深度融合专项资金予以支持。 

三、申报程序和要求 

（一）项目申报以推荐方式进行，由地方副省级以上工

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中央企业集团、全国性行业协会组织

申报单位编制项目申报方案，并向工业和信息化部推荐。 

（二）每个副省级以上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推荐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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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多于 8 项（每个试点方向最多推荐 2 项）。每家中央企业

集团推荐项目不多于 3 项。全国性行业协会可推荐本行业的

代表性项目，每家协会推荐项目不多于 5 项。每个项目不得

以多个渠道进行申报。 

（三）请地方副省级以上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中央

企业集团、全国性行业协会于 2013 年 6 月 30 日前将项目推

荐表（见附件 1）和推荐项目的申报方案（见附件 2）纸质

版（一式两份）报送到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化推进司），

电子版统一发送到指定电子邮箱（见联系人电子邮件）。 

（四）项目申报单位在工业和信息化部门户网站

（www.miit.gov.cn）下载项目申报方案格式的电子文档。 

 

联 系 人：荆洁，杨志刚 

电    话：010-88686330，68208278，13466545509 

传    真：010-68208239 

电子邮件：xinqingbingling@126.com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 27 号院 

邮    编：100846 

 

附件：1、电子商务集成创新试点工程项目推荐表 

      2、电子商务集成创新试点工程项目申报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