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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全国供应链创新与应用示范创建

（城市、企业）

申报书

申报单位

申报类型□示范城市 □示范企业

推荐单位

商务部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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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报说明

一、申报书封面：申报单位为全国供应链创新与应用示范创建城市或企业的

申报主体名称。推荐单位为所在地省（区、市）商务主管部门。

二、申报书内容：申报书由三部分组成，分别为申报表、申报书正文和相应

评价指标内容。除申报书外，申报单位还可提供相关证明材料作为附件。

三、申报单位应根据实际情况认真填写申报表和指标内容，并编写申报书正

文，附件证明材料请使用扫描件（复印件）。其中，评价指标的指标解释请参阅

《商务部等 8单位关于印发〈全国供应链创新与应用示范创建工作规范〉的通知》

（商流通函〔2022〕123号）。

四、申报单位对所填报的相关内容真实性负责。

五、申报书请同时提供纸质版和电子版。纸质材料请使用 A4纸双面印刷，

装订平整，采用普通纸质材料作为封面，一式三份。电子版请根据所提供的模板

进行编辑，其中申报书正文字体为小四号仿宋体，单倍行距。一级标题小四号黑

体，二级标题小四号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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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供应链创新与应用示范城市申报表

申报城市

城市类别 □直辖市 □计划单列市 □副省级城市 □地级市 □县级市

联系人 单位 职务

手机 电子邮箱 传真

辖区概况 人口：万人 辖区面积：平方公里

城市重点产业

重点产业增加值占

全国比重（%）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申报单位意见及真实性承诺：

本申报书所有材料，均真实、完整，如有不实，愿承担相应的

责任。

申报单位（章）

负责人（签章）年月日

推荐单位意见：

单位（章）

负责人（签章）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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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供应链创新与应用示范城市申报书正文

（参考提纲）

一、基本情况。申报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综合情况。

二、供应链发展基础。申报城市供应链创新发展的硬软

件基础设施情况，包括交通、物流、金融等设施和条件；供

应链协同和资源整合能力，集聚技术、资本、人才等支撑要

素资源情况；推动供应链创新发展的组织领导、规划制订、

政策体系、标准规范等情况。

三、供应链创新发展成效。申报城市围绕本市重点产业

供应链，在完善供应链治理机制、加快供应链数字化转型、

健全重点产业供应链生态、推动区域供应链互联互通、加快

供应链绿色发展、提升全球供应链竞争力、提高供应链安全

稳定水平、统筹疫情防控与经济发展等方面的举措与成效，

在全国形成的示范引领效应等。

四、示范创建工作思路。面对日趋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

势，申报城市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围绕提升产业链供应链

现代化水平，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实现经济社会持

续稳步发展等重大战略任务，开展供应链创新与应用示范创

建的工作思路，包括主要目标、关键举措和预期实现的经济

社会效益等。

（字数在 4000 字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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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供应链创新与应用示范申报城市评价指标

序

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申报城市

情况

1
供应链发展基

础

城市国内生产总值（GDP） 亿元

2 重点产业情况 定性评价

3 供应链基础设施 定性评价

4
供应链治理水

平

协同治理机制 定性评价

5 规划和支持政策 定性评价

6 标准规范体系 定性评价

7 培训宣传推广 定性评价

8

供应链生态水

平

核心企业数量 个

9 产业集群发展水平 定性评价

10 供应链协同水平 定性评价

11 供应链管理服务业发展 定性评价

12 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情况 定性评价

13

供应链创新能

力

科技研发经费支出 %
14 人才集聚 人

15 技术集聚 定性评价

16 发明专利申请受理数 件

17 高新技术企业数量 家

18

数字供应链水

平

新型基础设施投入水平 万元

19 产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情况 定性评价

20 供应链协同平台建设情况 定性评价

21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比重
%

22

绿色供应链水

平

单位 GDP能源消耗降低 %
23 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降低 %

24 单位工业增加值工业固体废物

产生量降低
%

25 绿色发展政策 定性评价

26
供应链全球化

水平

重点产业进出口总额 亿元

27 重点产业实际利用外资金额 亿元

28 重点产业海外布局情况 定性评价

29
供应链风险防

范能力

产业链供应链风险预警体系 定性评价

30 供应链安全可控 定性评价

31 重要资源能源掌控力 定性评价

32 建立应急保供体系 定性评价

33 示范创建工作 示范可行性 定性评价



6

思路34 示范创新性 定性评价

35 示范带动性 定性评价

全国供应链创新与应用示范企业申报表

企业名称

申报类别

□农业农产品类 □工业制造类 □商贸服务类

其中，商贸服务类企业细分为：

□批发零售类 □现代物流类 □供应链管理服务类

企业性质 主营业务

注册地址 法人代表

联系人 职务

联系电话 传真

通信地址 电子邮箱

填报单位意见及真实性承诺：

本申报书所有材料，均真实、完整，如有不实，愿承担相应的责任。

单位（章）

负责人（签章）年月日

推荐单位意见：

单位（章）

负责人（签章）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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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供应链创新与应用示范企业申报书正文

（参考提纲）

一、企业基本情况。申报企业简介、发展历程以及目前

经营情况。

二、供应链发展基础。申报企业制定供应链发展战略和

规划情况，企业信息化建设、标准体系建设等情况；企业在

行业中的地位，重点技术、产品、服务在全国以及国际的影

响力，上下游资源整合和协同能力等情况。

三、供应链管理与创新。申报企业在提升供应链管理和

内外协同能力的主要实践，在数字供应链、绿色供应链、全

球供应链、供应链专业服务等方面的建设成效，在引领行业

发展，带动上下游企业融通发展，提高供应链风险防范，以

及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和保障和改善民生等方面的示范作用。

四、示范创建工作思路。面对日趋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

势，围绕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积

极扩大内需促进消费等重大战略任务，开展供应链创新与应

用示范创建的工作思路，包括主要目标、关键举措和预期实

现的经济社会效益。

（字数在 4000 字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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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供应链创新与应用示范申报企业评价指标

（农业农产品类）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申报企业情况

1
企业经营水平

主营业务收入及增长率 亿元，%
2 年度利润增长率 %
3 带动农民就业人数 人

4

供应链管理水平

及时交付率 %
5 库存周转率 %
6 成本利润率 %
7 现金周转期 天

8 标准规范建设水平 定性评价

9

供应链创新能力

研发人员数量 %
10 研发投入水平 %
11 新产品研发水平 %
12 发展模式创新情况 定性评价

13
数字供应链水平

“上云用数赋智”水平 定性评价

14 供应链系统平台建设情

况
定性评价

15

供应链协同能力

冷链体系建设水平 定性评价

16 上下游种养加协同情况 定性评价

17 供应链专业服务拓展情

况
定性评价

18

绿色供应链水平

绿色种养殖 定性评价

19 绿色产品比例 %

20 企业发展绿色供应链的

典型做法
定性评价

21
供应链全球化水

平

进出口规模 亿元；%
22 海外业务收入水平 %
23 海外生产经营布局情况 定性评价

24
供应链风险防范

能力

种子种苗研发培育 定性评价

25 供应链风险预警能力 定性评价

26 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情

况
定性评价

27
示范创建工作思

路

示范可行性 定性评价

28 示范创新性 定性评价

29 示范带动性 定性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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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供应链创新与应用示范申报企业评价指标

（工业制造类）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申报企业情况

1
企业经营水平

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 %
2 年度利润增长率 %
3

供应链管理水平

及时交付率 %
4 库存周转率 %
5 成本利润率 %
6 现金周转期 天

7 标准规范建设水平 定性评价

8

供应链创新能力

研发人员数量 %
9 研发投入水平 %
10 发明专利等数量 定性评价

11 新产品、新技术研发水平 定性评价

12

数字供应链水平

信息化升级改造情况 定性评价

13 工业互联网应用及“上云

用数赋智”水平
定性评价

14 供应链系统平台建设情

况
定性评价

15

供应链协同能力

平台协同用户数量及增

速
家；%

16 产业链供应链协同水平 定性评价

17 生产制造服务化整合能

力
定性评价

18
绿色供应链水平

生态环境守法合规情况 定性评价

19 绿色采购 %
20 绿色制造 定性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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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单位产值能耗下降率 %
22 单位产值碳排放下降率 %

23 单位工业增加值工业固

体废物产生量降低
%

24

供应链全球化水平

进出口规模 亿元；%
25 海外业务收入水平 %
26 先进技术、管理引进情况 定性评价

27 生产力海外布局情况 定性评价

28
供应链风险防范能

力

供应链安全可控 定性评价

29 重要资源能源掌控力 定性评价

30 供应链风险预警体系 定性评价

31
示范创建工作思路

示范可行性 定性评价

32 示范创新性 定性评价

33 示范带动性 定性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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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供应链创新与应用示范申报企业评价指标

（商贸服务类-批发零售）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申报企业情况

1
企业经营水平

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 %
2 年度利润增长率 %
3

供应链管理水平

及时交付率 %
4 库存周转率 %
5 成本利润率 %
6 现金周转期 天

7 标准规范建设水平 定性评价

8

供应链创新能力

研发人员数量 %
9 研发投入水平 %

10 新技术、新模式、新业

态创新水平
定性评价

11

数字供应链水平

“上云用数赋智”水平 定性评价

12 供应链交易平台建设情

况
定性评价

13 线上销售占比 %

14
供应链协同能力

供应链交易平台活跃用

户数量
个

15 引导生产能力 定性评价

16 服务集成能力 定性评价

17
绿色供应链水平

经营绿色商品占比 %

18 企业发展绿色供应链的

典型做法
定性评价

19
供应链全球化水平

买全球卖全球能力 定性评价

20 流通走出去情况 定性评价

21 供应链风险防范能

力

企业风险预警能力 定性评价

22 应急保供能力 定性评价

23
示范创建工作思路

示范可行性 定性评价

24 示范创新性 定性评价

25 示范带动性 定性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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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供应链创新与应用示范申报企业评价指标

（商贸服务类-现代物流）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申报企业情况

1
企业经营水平

主营业务收入增长

率
%

2 年度利润增长率 %
3

供应链管理水平

准时交货率 %
4 平均车辆周转率 次

5 货损率 %

6 全流程物流可视化

水平
%

7 标准规范建设水平 定性评价

8

供应链创新能力

研发人员数量 %
9 研发投入水平 %

10 新技术、新模式、新

业态创新水平
定性评价

11

数字供应链水平

智慧物流建设情况 定性评价

12 物流协同平台情况 定性评价

13 电子单证使用比率 %

14 物流业务数字化渗

透率
%

15

供应链协同能力

网点覆盖率 %
16 共享物流发展水平 定性评价

17 多式联运发展水平 定性评价

18 物流与生产融合发

展情况
定性评价

19

绿色供应链水平

新能源车辆比例 %

20 绿色先进适用技术

应用情况
定性评价

21 可循环使用快递包

装率
%

22

供应链全球化水平

海外物流服务能力 %
23 海外仓建设数量 个

24 海外战略物流资源

掌控情况
定性评价

25 供应链风险防范能

力

供应链风险预测能

力
定性评价

26 应急物流保障能力 定性评价

27 示范创建工作思路 示范可行性 定性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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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示范创新性 定性评价

29 示范带动性 定性评价

全国供应链创新与应用示范申报企业评价指标

（商贸服务类-供应链管理服务）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申报企业情况

1
企业经营水平

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 %
2 年度利润增长率 %
3

供应链管理水平

及时交付率 %
4 客户满意度 %
5 库存周转率 %
6 现金周转期 天

7 标准规范建设水平 定性评价

8

供应链创新能力

研发人员数量 %
9 研发投入水平 %

10 新技术、新模式、新业

态创新水平
定性评价

11

数字供应链水平

“上云用数赋智”水平 定性评价

12 供应链服务协同平台情

况
定性评价

13 服务线上运营比率 %
14

供应链专业服务水平

服务客户数量增速 %
15 供应链组织优化能力 定性评价

16 专业化服务人才比例 %
17 服务业务丰富度 定性评价

18 拥有专业服务资质数量 个

19

绿色供应链水平

经营绿色商品占比 %

20 绿色供应链专业服务能

力
定性评价

21 企业发展绿色供应链的

典型做法
定性评价

22
供应链全球化水平

跨境服务规模占比 %
23 与跨国企业合作情况 定性评价

24 全球经营布局情况 定性评价

25
供应链风险防范能力

供应链风险预测能力 定性评价

26 重要资源能源掌控力 定性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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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数据安全性 定性评价

28
示范创建工作思路

示范可行性 定性评价

29 示范创新性 定性评价

30 示范带动性 定性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