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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

规则》的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

任。 

本文件由雅昌文化（集团）有限公司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印刷技术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雅昌文化（集团）有限公司、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河南新华印刷

集团有限公司、四川宜宾五粮液精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湖南天闻新华印务有限公司、深圳

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裕同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美浓世纪集团有限公司、海南永发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印刷协会、北京印刷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北京市印刷工业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武汉新鸿业印务有限公司、云南省机关

事务管理局第二印务中心、肥城新华印刷有限公司、中闻集团武汉印务有限公司、西安西正

印制有限公司、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有限公司、中信出版集团、教育科学出版社有

限公司、广东新华印刷有限公司、云南出版印刷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东莞金杯印刷有限公司、

辽宁虎驰科技传媒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万捷、施圣付、杨少明、张巍远、沈延伟、罗军、曾庆丰、樊轶能、

吕伟、李静、王巍、彭浩轩、刘中庆、程雁飞、王可、郭勇、陈密、张亦、王岩、尹秋生、

李文新、张岩、高亚博、张单、吴永霞、马行宇、穆云虹、刘鹏、刘长欢、王前进、王登虎、

陈涛、孙文凯、唐果、叶小峰、李孟晓、李治堂、陈宁俊、范广平、马涛、张朝亮、杨国伟、

杨驰、梁越、文静、沈翔、马智勇、张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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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企业综合能力评价分级要求 

 

1.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印刷企业综合能力分级的基本条件、评价方法和评价结果。 

本文件适用于印刷企业综合能力的评价分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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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61 生产过程危险和有害因素分类与代码 

GB/T 19001 质量管理体系 要求 

GB/T 24001 环境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GB/T 29639 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编制导则 

GB/T 34690.2—2017 印刷技术 胶印数字化过程控制 第 2部分：作业环境 

GB/T 4500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AQ/T 9007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演练基本规范 

3.术语和定义 

3.1  

色组数 numbers of colour sets 

能够同时印刷单一色版的数量。 

3.2 

印刷配套设备 printing accessorial equipments 

印前和印后加工的工艺流程所需设备的总称。 

注：包括打印机、激光照排机、直接制版系统、打样机、数码打样系统、喷绘机、晒版机、显影机、

折页机、配页机、胶订机、骑马装订机、锁线机、平装胶订联动线、骑马联动装订线、覆膜机、压纹机、

上光机、复合机、覆面机、烫背机、切纸机、三面刀、糊盒机、分切机、模切机、烫金机、涂布机、数纸

及分摞机、复卷机、制袋机、瓦楞纸机等。 

3.3 

技术技能人员 technical and skilled personnel 

拥有职称证书的专业技术人员和拥有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技能人员的总称。 

4.分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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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企业的综合能力评价结果，从低到高将企业依次划分为：A级、AA级、AAA级、AAAA

级、AAAAA级。 

5.基本条件 

印刷企业综合能力分级评价的基本条件，包括：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有完整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取得《印刷经营许可证》； 

——成立三年（含）以上； 

——企业员工数量 50人（含）以上或主营业务收入 1000万元（含）以上； 

——近三年内无失信行为，无重大违法记录。 

6.评价方法 

6.1 指标要求、验证方法及赋值方法 

企业综合能力分级评价方法由三级指标体系构成，包含 4 项一级指标、16 项二级指标

和 44项三级指标，赋值总分为 100分，具体指标要求、验证方法及赋值方法见表 1。 

表 1 指标要求、验证方法及赋值方法一览表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指标要求 验证方法 赋值方法 

生产

服务 

能力 

40 分 

生产

能力 

10 分 

印刷

设备 

5 分 

企业应具备一

定数量的印刷

设备。 

通过企业上一年度自身

拥有印刷设备的色组数
a

来衡量。 

色组数在 5 个（含）以上 15 个

以下，得 1 分； 

色组数在 15 个（含）以上 30

个以下，得 2 分； 

色组数在 30 个（含）以上 60

个以下，得 3 分； 

色组数在 60 个（含）以上 80

个以下，得 4 分； 

色组数在 80 个（含）以上，得

5 分。 

配套

设备 3

分 

企业印刷配套

设备应基本齐

全。 

通过企业上一年度印刷

配套设备的固定资产总

额来衡量（按设备购入原

值计算）。 

配套设备固定资产总额在 100

万元（含）以上 300 万元以下，

得 0.5 分； 

配套设备固定资产总额在 300

万元（含）以上 1000 万元以下，

得 1.0 分； 

配套设备固定资产总额在 1000

万元（含）以上 5000 万元以下，

得 2.0 分； 

配套设备固定资产总额在 5000

万元（含）以上，得 3.0 分。 

生产

效率 2

分 

企业应具有一

定的生产效率。 

通过企业人均产值来衡

量，其计算方法见式（1）。 

人均产值在 10 万元（含）以上

20 万元以下，得 0.5 分； 

人均产值在 20 万元（含）以上

40 万元以下，得 1.0 分； 

人均产值在 40 万元（含）以上

80 万元以下，得 1.5 分； 

人均产值在 80 万元（含）以上，

得 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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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指标要求 验证方法 赋值方法 

生产 

管理 

10 分 

标准

化生

产 

4 分 

企业应实现生

产过程标准化

的全面覆盖。 

通过考察企业在生产过

程中各工序的岗位标准、

技术标准、操作标准等标

准覆盖情况来衡量。 

单个生产工序实现标准化，得 1

分； 

关键生产工序实现标准化，得 2

分； 

全部生产工序实现标准化，得 3

分； 

每个（类别）产品生产都具有

标准作业程序（SOP），得 4 分。 

生产

计划 2

分 

企业应实现生

产计划排产的

信息自动化。 

通过考察企业实现信息

化生产计划排产的情况

来衡量。 

工序常规生产计划由人工排

产，得 0.5 分； 

工序常规生产计划借助信息平

台人工排产，得 1.0 分； 

工序常规生产计划实现自动排

产，得 2.0 分。 

生产

监控 2

分 

企业应实现生

产过程的信息

系统监控。 

通过考察企业实现生产

全过程信息系统监控的

情况来衡量。 

能够在一台或多台设备层面实

现生产过程监控，得 0.5 分； 

能够在一道或多道工序层面实

现生产过程监控，得 1.0 分； 

能够在一条或多条生产线层面

实现生产过程监控，得 1.5 分； 

能够在一个或多个车间层面实

现生产过程监控，得 2.0 分。 

风险

管控 2

分 

企业应有效辨

识生产过程中

的危险源，并采

取正确的风险

管控措施。 

通过考察企业对生产过

程中的危险源辨识和采

取的风险管控措施来衡

量。 

对照 GB/T 13861，辨识生产过

程中的危险源，最高 0.5 分，

最低 0 分。 

针对危险源，设置或配置安全

防护设施、应急设施、安全标

识、防护用品等，最高 0.5 分，

最低 0 分。 

明确安全管理员，确定一线工

作人员的安全作业要求和安全

管理人员的岗位职责，并组织

实施，最高 0.5 分，最低 0 分。 

按照 GB/T 29639 的要求编制相

关应急预案，按照 AQ/T 9007

要求开展应急演练，最高 0.5

分，最低 0 分。 

生产 

环境 

5 分 

空间

布局 2

分 

企业应对设备

设施、生产工序

和生产物料进

行合理的空间

布局。 

通过考察企业对设备设

施、生产工序、生产物料

和工作区进行的规划和

实际定位情况来衡量。 

充分考虑设备安装、使用、检

修及拆卸所需的空间要求和半

成品所需的存储堆放要求，最

高 0.6 分，最低 0 分。 

设备设施、生产工序、生产物

料有序衔接，布局合理，最高

0.8 分，最低 0 分。 

有分区标识、分区摆放、定点

区隔，使车间生产物料搬运方

便、通畅、节能，最高 0.6 分，

最低 0 分。 

生产

条件 2

分 

企业应具备规

范化的生产条

件。 

通过考察生产场所的温

湿度、噪声、粉尘、观样

台照明情况来衡量。 

生产场所相对密闭，温度、湿

度可精确调控，实现集中供气、

供水，最高 0.5 分，最低 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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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指标要求 验证方法 赋值方法 

车间噪声工作区域不大于 85分

贝或公共区域不大于 70 分贝，

且有对应的防护设施，最高 0.5

分，最低 0 分。 

车间粉尘工作区域不超过

10mg/m
3
或公共区域不超过

4mg/m
3
，且有对应的防护设施，

最高 0.5 分，最低 0 分。 

车间观样台区域照明应采用

D50 标 准 光 源 ， 且 符 合

GB/T34690.2-2017 中 4.5.2 和

4.3.1 要求，最高 0.5 分，最低

0 分。 

仓储

物流 1

分 

企业应实现高

效、安全、准确、

经济的仓储物

流运作。 

通过考察企业对货物的

储存、管理、配送情况来

衡量。 

对入库货物进行质量检查、分

类、编码、标识等处理，最高

0.3 分，最低 0 分。 

应用仓储管理系统，对库存货

物的库存量、库龄、库存状态

等进行全面监控和实时更新，

对仓库的设备、设施、安全等

进行管理和维护，最高 0.4 分，

最低 0 分。 

应用运输管理系统，按照订单

需求，在生产过程中进行精准

配送，实现货物流转的全程跟

踪，最高 0.3 分，最低 0 分。 

产品 

质量 

7 分 

质量

管理 3

分 

企业应制定并

持续完善产品

质量管理体系。 

通过企业的质量管理体

系建设情况来衡量。 

企业通过 GB/T19001 质量管理

体系认证或同类体系认证，满

足得 1 分，否则 0 分。 

企业配备了专业人员和仪器设

备，质检记录完备，最高 1 分，

最低 0 分。 

企业建立了完整的质量管理体

系并采用高于行业标准的指

标，最高 1 分，最低 0 分。 

质量

控制 3

分 

企业应采用有

效的质量控制

手段。 

通过考察企业产品全周

期的质量控制手段来衡

量。 

企业应用数字化、智能化手段

采集产品原料质量信息，实现

产品质量全过程精准追溯，最

高 1 分，最低 0 分。 

企业应用数字化、智能化手段

实现关键工序的质量检测、数

据分析、结果判定,最高 1 分，

最低 0 分。 

企业应用数字化、智能化手段

实现缺陷产品追溯与质量影响

因素分析,建立产品质量的持

续改进机制，最高 1 分，最低 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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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指标要求 验证方法 赋值方法 

产品

荣誉 1

分 

企业应自觉树

立质量意识，持

续提升产品质

量水平。 

通过企业产品荣誉指数

来衡量，其计算方法见式

（2）。 

产品荣誉指数在 0.5（含）以上

1.0 以下，得 0.5 分； 

产品荣誉指数在 1.0（含）以上，

得 1.0 分。 

供应

保障 

3 分 

供应

商管

理 

1.5分 

企业应合理选

择供应商，并进

行有效的管理。 

通过考察企业对供应商

的了解、选择、开发、使

用和控制等情况来衡量。 

建立有效的供应商考核分级机

制，最高 0.5 分，最低 0 分。 

搭建规范、统一的供应商管理

系统，实现采购过程管理、采

购需求精准决策或采购方案动

态优化，最高 1.0 分，最低 0

分。 

风险

预警 

1.5分 

企业应保持供

应链稳定且具

有韧性。 

通过企业开展供应链风

险隐患识别、定位、预警

或处置的情况来衡量。 

关键原辅材料、重要设备设施

零部件有库存风险应急机制和

应用处置措施，最高 0.5 分，

最低 0 分。 

关键原辅材料、重要设备设施

零部件有检验准入机制,最高

0.5 分，最低 0 分。 

关键原辅材料、重要设备设施

零部件由两个以上的供应商提

供，由单一供应商提供的，有

备用供应商。最高 0.5 分，最

低 0 分。 

客户

服务 

5 分 

服务

机制 3

分 

企业应制定更

为贴近客户的

服务方案。 

通过考察企业落实客户

服务机制的情况来衡量。 

有客户服务管理机制和对应服

务团队，最高 1 分，最低 0 分。 

定期开展客户体验调查和客户

满意度调查，最高 1 分，最低 0

分。 

有客户关系管理系统，应用数

字化技术，实现挖掘分析客户

信息、构建用户画像，实现精

细化管理或主动式客户服务，

最高 1 分，最低 0 分。 

增值

服务 2

分 

企业宜为客户

提供更多优质

的增值服务。 

通过考察企业根据客户

的个性化需求，提供增值

服务的数量来衡量。 

服务内容宜包括但不限于产品

创意设计服务，印刷产品数字

档案、数字资产管理及运营，

印刷产品仓储代管分发，技术

合作开发，产品项目策划、预

研设计等。每有一项增值服务，

加 0.5 分，最高 2.0 分，最低 0

分。 

获国内/国际 500 强企业（500

强品牌榜）战略合作伙伴或优

秀供应商称号，二级指标“客

户服务”项直接得 5 分。 

管理 

能力 

23 分 

管理 

机制 

5 分 

规章

制度 2

分 

企业应建立和

完善公司规章

制度体系。 

通过考察企业落实各项

规章制度的情况来衡量。 

每建立一项企业管理规章制度

和相应的执行记录清单，得 0.4

分，最高 2.0 分。 

管理

体系 3

分 

企业宜通过管

理体系认证强

化品质管理、提

通过企业获得管理体系

认证的数量来衡量。 

每获得一项管理体系认证，得

0.5 分，最高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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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指标要求 验证方法 赋值方法 

高企业效益、改

善企业形象、增

强客户信心。 

企业

经营 

3 分 

主营

业务

收入

复合

增长

率 

1 分 

企业应有一定

的发展潜力和

长期增长趋势。 

通过企业近三年主营业

务收入复合增长率来衡

量，其计算方法见式（3）。 

复合增长率正增长，得 0.5 分； 

复合增长率正增长，且高于行

业平均水平，得 1.0 分。 

平均

利润

率 

1 分 

企业应具备一

定的盈利能力。 

通过企业平均利润率来

衡量，其计算方法见式

（4）。 

平均利润率正增长，得 0.5 分； 

平均利润率正增长，且高于行

业平均水平，得 1.0 分。 

经营

性现

金流

增长

率 

1 分 

企业应有良好

的经营情况，有

稳定的资金链。 

通过企业近三年经营性

现金流增长率来衡量，其

计算方法见式（5）。 

现金流增长率正增长，得 0.5

分； 

现金流增长率正增长，且高于

行业平均水平，得 1.0 分。 

人才 

建设 

8 分 

培训

活动 

2 分 

企业应定期对

员工进行培训，

提升员工整体

素质。 

通过考察企业培训活动

覆盖率来衡量，其计算方

法见式（6）。 

培训活动覆盖率在 30%（含）以

上 50%以下，得 1 分； 

培训活动覆盖率在 50%（含）以

上，得 2 分。 

技术

技能

人员 3

分 

企业应弘扬科

学家精神、工匠

精神，具有一定

数量的专业化

技术技能人才。 

通过企业技术技能人员

占比来衡量，其计算方法

见式（7）。 

技术技能人员占比在 5%（含）

以上 10%以下，得 1 分； 

技术技能人员占比在 10%（含）

以上 20%以下，得 2 分； 

技术技能人员占比在 20%（含）

以上，得 3 分。 

每有一名技术技能人员近三年

任职期间获国家级以上奖项或

称号，二级指标“人才建设”

项直接加 1 分。 

大专

及以

上学

历人

员 

3 分 

企业应具有一

定数量素质优

良的印刷业高

学历人才。 

通过企业大专及以上学

历人员占比来衡量，其计

算方法见式（8）。 

 

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员占比在 5%

（含）以上 10%以下，得 1 分； 

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员占比在

10%（含）以上 20%以下，得 2

分； 

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员占比在

20%（含）以上，得 3 分。 

企业 

文化 

7 分 

发展

战略 2

分 

企业应具有发

展规划，支撑企

业可持续发展。 

通过考察企业制定发展

战略及具体实施情况来

衡量。 

组织制定中长期发展战略，明

确发展定位及发展目标，制定

具体的实施计划，确保战略的

有效落地，最高 1 分，最低 0

分。 

主动开展使命、愿景、价值观

等发展理念的宣传实践活动，

最高 1 分，最低 0 分。 

企业

党建 3

分 

企业应加强党

建工作，促进党

建工作与生产

通过考察企业党组织建

设、党组织活动、党建促

进业务情况来衡量。 

企业党组织健全，最高 1 分，

最低 0 分。 

按照党建活动标准开展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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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指标要求 验证方法 赋值方法 

经营融合发展。 最高 1 分，最低 0 分。 

党组织成员参与企业经营、管

理、决策等，最高 1 分，最低 0

分。 

企业

荣誉 2

分 

企业应重视品

牌建设，树立良

好形象。 

通过企业荣誉指数来衡

量。其计算方法见式（9）。 

荣誉指数在 0.3（含）以上 0.6

以下，得 0.8 分； 

荣誉指数在 0.6（含）以上 1.0

以下，得 1.2 分； 

荣誉指数在 1.0（含）以上，得

2 分。 

创新 

能力 

23 分 

研发 

投入 

6 分 

研发

经费 2

分 

企业应加大研

发经费投入力

度，增强自主创

新能力。 

通过企业研发经费占比

来衡量，其计算方法见式

（10）。 

研发经费占比在 1%（含）以上

2%以下，得 0.5 分； 

研发经费占比在 2%（含）以上

3%以下，得 1.0 分； 

研发经费占比在 3%（含）以上

得 2.0 分。 

研发

设计

人员 2

分 

企业应拥有一

定数量的研发

设计人员。 

通过企业研发设计人员

占比来衡量，其计算方法

见式（11）。 

研发设计人员占比在 4%（含）

以上 6%以下，得 0.5 分； 

研发设计人员占比在 6%（含）

以上 8%以下，得 1.0 分； 

研发设计人员占比在 8%（含）

以上，得 2.0 分。 

研发

设施 2

分 

企业应具有专

用的研发场所。 

通过企业拥有的研发机

构的情况来衡量。 

企业设立研发机构（包括自建

和共建），得 0.5 分； 

企业拥有市区级研发机构，得

1.0 分； 

企业拥有省部级研发机构，得

2.0 分； 

企业拥有国家级研发机构，二

级指标“研发投入”项直接得 6

分。 

创新 

成果 

8 分 

授权

知识

产权 2

分 

企业应有较强

的知识产权意

识,重视和支持

知识产权工作。 

通过企业的知识产权指

数来衡量，其计算方法见

式（12）。 

知识产权指数在 0.5（含）以上

1.0 以下，得 0.5 分； 

知识产权指数在 1.0（含）以上

1.2 以下，得 1.0 分； 

知识产权指数在 1.2（含）以上，

得 2.0 分。 

编制

标准 2

分 

企业应积极参

与各级标准起

草和修订工作，

应主动制定相

关技术指标高

于国家标准和

行业标准的企

业标准。 

通过考察企业的标准指

数来衡量，其计算方法见

式（13）。 

 

标准指数在 0.5（含）以上 1.0

以下，得 0.5 分； 

标准指数在 1.0（含）以上 1.5

以下，得 1.0 分； 

标准指数在 1.5（含）以上，得

2.0 分。 

科技

奖项 2

分 

企业宜积极申

报科技奖项，获

得各级政府支

持。 

通过企业的科技奖项指

数来衡量，其计算方法见

式（14）。 

科技奖项指数在 0.5（含）以上

0.8 以下，得 0.5 分； 

科技奖项指数在 0.8（含）以上

1.0 以下，得 1.0 分； 

科技奖项指数在 1.0（含）以上，

得 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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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指标要求 验证方法 赋值方法 

创新

荣誉 2

分 

企业应积极推

动创新活动，推

动创新成果转

化。 

通过考察企业所获创新

荣誉情况来衡量 

获“高新技术企业”、省级“专

精特新”或同级别称号得 1 分，

获国家级“专精特新”或同级

别称号获 2 分。 

数字

化、智

能化

建设 

9 分 

生产

设备

数控

化率 

4 分 

企业应积极提

升生产设备的

数字化水平。 

通过考察企业生产设备

数控化率来衡量，其计算

方法见式（15）。 

生产设备数控化率在 30%（含）

以上 40%以下，得 1 分； 

生产设备数控化率在 40%（含）

以上 50%以下，得 2 分； 

生产设备数控化率在 50%含）以

上（，得 4 分。 

智能

化应

用 

4 分 

企业应积极开

展智能化的具

体场景应用。 

通过考察企业的智能化

应用场景级别来衡量。 

企业有智能车间、智能工厂或

其他智能化场景应用，得 0.5

分； 

企业智能车间、智能工厂或其

他智能化场景应用获地市级称

号，得 2 分； 

企业智能车间、智能工厂或其

他智能化场景应用获省部级称

号，得 2 分； 

企业智能车间、智能工厂或其

他智能化场景应用获国家级称

号，得 4 分。 

信息

安全

保障 1

分 

企业应保障自

身及客户的信

息安全。 

通过考察企业信息安全

保障情况来衡量。 

保障内容宜包括但不限于具有

独立服务器机房、使用了工业

级网络安全产品及服务、建立

了网络及信息安全保障制度、

配备了信息安全加密系统、配

备了产品赋码溯源系统等措

施。每有一项，加 0.25 分，最

高 1 分，最低 0 分。 

社会

责任

能力 

14 分 

环境 

责任 

4 分 

环境

管理 2

分 

企业应当自觉

履行环境保护

的社会责任。 

通过考察企业及供应商

的环境管理体系认证情

况来衡量。 

企业通过 GB/T 24001 环境管理

体系或同类体系认证,得 0.5

分； 

企业主体及 30%以上承印物、油

墨、版材供应商通过 GB/T 24001

环境管理体系或同类体系认

证,得 1.0 分； 

企业主体及 50%以上承印物、油

墨、版材（及额外 3 类）材料

供应商通过 GB/T 24001 环境管

理体系或同类体系认证,得 2.0

分。 

清洁

生产

审核 2

分 

企业应积极推

行清洁生产。 

通过考察企业的清洁生

产审核评估等级来衡量。 

企业通过清洁生产审核或相关

评估，得 0.5 分； 

企业在清洁生产审核或相关评

估中获得最高等级，得 1 分； 

企业获得国家级绿色工厂或同

级别称号，得 2 分。 

社会 

责任 

5 分 

社会

效益 2

分 

企业应重视社

会效益，实现社

会效益和经济

效益相统一。 

通过考察企业积极响应

国家政策，为行业与社会

所做贡献来衡量。 

企业主动贯彻落实国家重大战

略，积极承担党和国家各类重

点或紧急印刷任务，最高 1.0

分，最低 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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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指标要求 验证方法 赋值方法 

企业建有爱国主义、科学普及、

研学实习等社会教育实践基

地，最高 0.5 分，最低 0 分。 

企业积极组织参与具备行业影

响力的各类活动，最高 0.5 分，

最低 0 分。 

职工

权益 2

分 

企业应关心关

怀职工，为员工

创造和谐舒心

的工作环境。 

通过考察企业职业健康

安全体系认证、关注员工

身心健康、组织工会活动

等情况来衡量。 

获得 GB/T 45001 职业健康安全

管理体系或同类体系认证,得 1

分，否则得 0 分。 

关注员工身心健康，保护员工

合法权益，关怀特殊员工，最

高 0.5 分，最低 0 分。 

依法建立工会并正常开展工会

活动，最高 0.5 分，最低 0 分。 

公益

慈善 1

分 

企业应积极参

与公益活动，支

持公共建设，促

进社会发展。 

通过考察近三年企业公

益捐赠和公益活动支出

来衡量。 

公益支出在 1 万元（含）以上

10 万元以下，得 0.4 分； 

公益支出在 10 万元（含）以上

30 万元以下，得 0.6 分； 

公益支出在 30 万元（含）以上

得 1.0 分。 

公司 

治理 

5 分 

商业

诚信 2

分 

企业应诚信经

营，合规生产。 

通过考察企业领导层和

企业自身的业绩、行为、

信用、所获荣誉来衡量。 

企业领导层人员的市场行为、

历史业绩和信用记录良好，最

高 0.5 分，最低 0 分。 

企业的市场行为、历史业绩和

信用记录良好，最高 0.5 分，

最低 0 分。 

企业在相关部门获得诚实守信

相关荣誉，最高 1.0 分，最低 0

分。 

纳税 2

分 

企业应增强纳

税意识，支持国

家建设。 

通过考察企业最近一年

的纳税信用级别来衡量。 

企业最近一年的纳税信用级别

为 C 级，得 0.5 分； 

企业最近一年的纳税信用级别

为 B 级，得 1.0 分； 

企业最近一年的纳税信用级别

为 A 级以上，得 2.0 分。 

吸纳

就业 1

分 

企业应提供更

多就业岗位，积

极吸纳退伍军

人、残障人士等

特殊群体就业。 

通过考察企业吸纳退伍

军人、残障人士等特殊群

体占比来衡量，其计算方

法见式（16）。 

特殊人群就业占比在 3‰（含）

以上 5‰以下，得 0.4 分； 

特殊人群就业占比在 5‰（含）

以上 7‰以下，得 0.6 分； 

特殊人群就业占比在 7‰（含）

以上得 1 分。 
a
：胶印、凹印、柔印机以具体色组数计算；数字印刷机以印刷颜色数量计算色组数；网版印刷机以单一

印版数量计算。
 

6.2 验证分值计算方法 

6.2.1 人均产值 

人均产值的计算公式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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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人均产值（万元） 

E———企业主营业务收入（万元）； 

P———企业在岗员工数量。 

6.2.2 产品荣誉指数 

产品荣誉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2) 

式中： 

———产品荣誉指数； 

———产品荣誉权重，取值如下：国际级为 1.5、国家级为 1、省部级为 0.8、地市

级为 0.5； 

Q———荣誉等级权重，取值如下：最高级为 1、次一级为 0.8、第三级为 0.5； 

———近三年 对应的产品获奖数量。 

6.2.3 主营业务收入复合增长率 

主营业务收入复合增长率的计算公式为： 

…………………………………………………………………(3) 

式中： 

———主营业务收入复合增长率； 

E———企业主营业务收入（万元）； 

———企业上一年度主营业务收入（万元）； 

6.2.4平均利润率 

平均利润率的计算公式为： 

…………………………………………………………………………(4) 

式中： 

———平均利润率； 

R———企业利润总额（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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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企业主营业务收入（万元）。 

6.2.5 经营性现金流增长率 

经营性现金流增长率的计算公式为： 

……………………………………………………………………(5) 

式中： 

———经营性现金流增长率； 

B———企业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万元）； 

———企业上一年度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万元）。 

6.2.6 培训活动覆盖率 

培训活动覆盖率的计算公式为： 

………………………………………………………………………(6) 

式中： 

———培训活动覆盖率； 

———企业参加培训活动员工人次； 

P———企业在岗员工数量。 

6.2.7 技术技能人员占比 

技术技能人员占比的计算公式为： 

………………………………………………………………………(7) 

式中： 

———技术技能人员占比； 

———企业技术技能人员数量； 

P———企业在岗员工数量。 

6.2.8 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员占比 

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员占比的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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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式中： 

———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员占比； 

———企业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员数量； 

P———企业在岗员工数量。 

6.2.9 企业荣誉指数 

企业荣誉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9) 

式中： 

———企业荣誉指数； 

———获奖等级权重，取值如下：国家级为 1、省部级为 0.8、地市级为 0.5； 

———近三年 对应的企业获奖数量。 

6.2.10 研发经费占比 

研发经费占比的计算公式为： 

………………………………………………………………………(10) 

式中： 

———研发经费占比； 

M———企业研发经费投入（万元）； 

E———企业主营业务收入（万元）。 

6.2.11 研发设计人员占比 

研发设计人员占比的计算公式为： 

………………………………………………………………………(11) 

式中： 

———研发设计人员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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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研发设计人员数量； 

P———企业在岗员工数量。 

6.2.12 知识产权指数 

知识产权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12) 

式中： 

———知识产权指数； 

———知识产权权重，取值如下：发明专利为 1、实用新型专利为 0.5、外观设计专

利为 0.1、注册商标为 1、著作权为 0.8； 

———近三年 对应的授权知识产权数量。 

6.2.13 标准指数 

知识产权指数计算公式为： 

…………………………………………………………………(13) 

式中： 

———知识产权指数； 

———标准等级权重，取值如下：国际标准为 1.5、国家标准为 1、行业标准为 0.7、

团体标准为 0.5、企业标准为 0.2； 

———标准贡献度权重，取值如下：主持为 1（排名 1-3）、主要参与为 0.5（排名 4-6）、

参与为 0.3（排名 6以后）； 

———近三年 和 C对应的标准数量。 

6.2.14 科技奖项指数 

科技奖项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14) 

式中： 

———科技奖项指数； 

———获奖等级权重，取值如下：国家级为 1、省部级为 0.8、地市级为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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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贡献度权重，取值如下：主持负责为 1（排名 1-3）、主要参与为 0.5（排

名 4-6）；参与为 0.3（排名 6以后）； 

———近三年 和 C对应的项目获奖数量。 

6.2.15 生产设备数控化率 

生产设备数控化率的计算公式为： 

………………………………………………………………………(15) 

式中： 

———生产设备数控化率； 

———企业数控化生产设备数量； 

F———企业生产设备数量。 

6.2.16 吸纳特殊群体就业占比 

吸纳特殊群体就业占比的计算公式为： 

………………………………………………………………………(16) 

式中： 

———吸纳特殊群体就业占比； 

———企业吸纳退伍军人、残障人士等特殊群体就业数量； 

P———企业在岗员工数量。 

7.评价结果 

印刷企业综合能力根据评价指标总分进行等级划分，其中 AAA级、AAAA级、AAAAA级企

业需同时满足限定性指标要求和总分要求。当出现企业满足某一等级总分要求，但不满足限

定性指标要求时，以限定性指标为准。具体要求见表 2。 

 

表 2 印刷企业综合能力等级评价要求 

等级 限定性指标要求 总分要求 

A 级 不要求 15 分以上 

AA 级 不要求 30 分以上 

AAA 级 近三年内无重大质量、安全及环保责任事故； 60 分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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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产值在 30 万元（含）以上； 

已实现生产工序的标准化； 

企业最近一年的纳税信用级别为 C 级（含）以上。 

AAAA 级 近三年内无重大质量、安全及环保责任事故； 

人均产值在 40 万元（含）以上； 

研发经费占比 2%（含）以上； 

有数字化车间或数字化场景应用； 

企业最近一年的纳税信用级别为 B 级（含）以上。 

80 分以上 

AAAAA 级 近三年内无重大质量、安全及环保责任事故； 

人均产值在 50 万元（含）以上； 

研发经费占比 3%（含）以上； 

有智能化车间、智能工厂； 

企业最近一年的纳税信用级别为 A 级。 

90 分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