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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推动我国制造业数字化发展
□ 李 杨 高 媛

目前，全球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各国纷纷推进制

造业数字化转型进程，明确我国制造业数字化发展方

向尤为重要。在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影响下，制造业

企业生产经营遭受了一定的打击，但同时也发掘出制

造业数字化的机遇和问题。未来，可以通过培育数字

化体系能力、强化各行业对数字化进程的共识，培育

龙头企业搭建工业互联网平台，积极参与国际制造业

数字化合作等举措，推动我国制造业数字化发展，进

而提升我国制造业的竞争力。

一、全球制造业数字化发展现状及趋势

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和国际分工不断深化，

制造业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但与此同时，世界经济

结构的深刻调整促使许多发达国家采取措施吸引制

造业回流，并依托全球价值链实施数字化战略来提升

本国制造业的竞争力。联合国发布的《数字经济报告

2019》显示，全球数字经济发展主要呈现以下特点：第

一，数据传输、收集和处理能力成为数字经济发展的

直接驱动力。全球互联网协议流量从 1992 年的每天

100GB 增长到 2017 年的每秒 4.5 万 GB，预计 2022 年

全球互联网协议流量将达每秒 15.07 万 GB。第二，数

字平台革新传统商业模式。全球市值排名前八的公司

中有 7 家使用基于数字平台的商业模式，全球大型数

字平台主要集中于北美及亚洲地区，中美共拥有 70 多

家大型数字平台。第三，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地域差异

较大。北美及亚洲地区占有全球 95%的数字经济市场

容量，最不发达国家数字化普及程度普遍较低。

制造业数字化变革并非开始于德国等传统制造

业大国，而是在数字经济基础良好的美国“初现端

倪”。德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适中，大型数字平台相对

较少，制造业存在信息化转型困难问题。相对而言，美

国早在 1998 年就首次公开采用“数字经济”来描述信

息技术对美国经济带来的变革影响。借助于良好的数

字经济基础，美国将数据收集、传输和处理的能力与

大型制造业企业有机结合，开发制造业适用的数字平

台商业模式，实现了以通用电气为首的大批制造业企

业数字化转型升级。随着各国对制造业重视程度不断

提高，其在制造业强国战略中都强调了结合数字经济

实现高效高质的转型升级，抢占新一轮工业革命新高

地。

二、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现状

由于我国劳动力成本及土地成本的提升，再加上

发达国家实施了一系列制造业回流政策，全球制造业

巨头不断追求产业链的合理布局，使严重依赖传统比

较优势的我国制造业发展受限。在此背景下，中央政

府在 2013 年至 2019 年间共出台 40 多项政策法规推

动数字经济发展，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大幅提升。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与就

业白皮书（2019 年）》显示，2018 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

达 31.3 万亿元，同比增长 20.9%，占 GDP 的 34.8%。其

中产业数字化规模超过 24.9 万亿元，同比增长

23.1%，占 GDP 的 27.6%；工业、服务业、农业数字经济

占行业增加值比重分别为 18.3%、35.9%和 7.3%。

虽然我国在全球数字经济市场中的地位举足轻

重，但相较数字经济市场总量第一位的美国仍存在较

大差距。联合国发布的《2019 全球数字经济报告》显

示，美国占全球数字经济市场份额的 68%，我国占

22%，位列世界第二。对比发达国家制造业数字化发展

进程，我国制造业数字化仍存在总体发展水平偏低、

核心技术缺位、数据标准建设、数据安全保障和数据

开放共享程度较低等问题。

三、当前我国制造业数字化发展的机遇与问题

64 2020 年 7月上



中国经贸导刊

（一）新冠疫情短期内会冲击我国制造业

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各行各业都造成了冲击。疫

情限制了人员流动，工人无法返回工作岗位，导致制

造业企业复工困难。企业产业链条上下游供应商延期

复工，中间品延期发货以及相应生产性服务业暂缓经

营，导致制造业企业复产困难。最终，制造业生产经营

损失比较严重。以汽车制造业为例，2020 年 1—3 月，

我国汽车类消费品零售总额 6326 亿元，同比下降

30.3%，汽车制造业工业增加值同比下降 26%。再加上

制造业企业多为重资产行业，资金链上下游联系紧

密，生产经营活动难以开展势必影响企业现金流动

性，造成资金周转困难。

（二）新冠疫情将促进我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

第一，由于疫情期间企业无法复工复产，劳动力

短缺，线上办公需求猛增，未来的企业转型势必会降

低劳动力需求，改进技术化生产流程，同时会增加对

工业信息数据收集、处理能力的需求，进而推进数字

化发展。

第二，疫情催生了制造业互联网远程服务的新型

数字化业态模式，通过与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搭建工业

信息平台，基于工业互联网远程开展原材料及设备等

物资的调动及生产检测、技术指导、故障预警等业务。

第三，为应对此次疫情，各级政府出台了一系列

应急性产业政策，不仅保障了信息技术服务业、互联

网行业等生产性服务业的稳定经营，也为这些数字产

业未来发展提供了助力引擎。数字产业要实现蓬勃发

展，必然寻求同制造业的产业融合发展，以获得长足

的产业协同发展动力。

（三）新冠疫情下制造业探索数字化发展中的问题

首先，为应对突发疫情，制造业企业都以较高成

本实施应急性的信息化措施，造成短期内运营成本增

加，数字化转型措施不够常态化。

其次，疫情下各企业推进数字化进程的能力存在

显著差异。基于企业规模、流动资金及发展战略等的

差异，大型制造业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表现相对较

好，能够较顺畅地推进产业融合发展，而中小型制造

业企业由于面临资金、技术以及上下游数据交互等多

方面的限制，难以采取大规模的合作举措。

最后，新一代信息技术企业与传统制造企业对产

业融合的认知仍存在差异，制约着制造业数字化进

程。部分制造业企业只是浅层地借助新一代信息技术

企业的信息处理技术或数字平台，但新一代信息技术

产业希望通过打造产业链上下游信息交互平台，真正

嵌入到制造业产业链条中。

四、推进我国制造业数字化发展的政策措施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我国制造业今年的开

局艰难，尤其需要紧抓数字化转型机遇，深化产业融

合发展，搭建工业互联网，提升自身创新技术水平。

第一，培育数字化体系能力以推进制造业数字化

转型。通过研发支持加强核心技术攻关，包括安全技

术，夯实技术基础。推进制造业领域“公共数据库工

程”建设，推进共有云服务开放共享与公平对接，夯实

数字共享能力。依托工业互联网统筹部署“产业大脑”

开放平台，加强数据标准建设，夯实数据对接能力。

第二，强化各行业对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与制造

业产业融合的共识，实施常态化的制造业数字化措

施。改变对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仅能提供信息处理工

具的表层认知，重视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在构建工业

互联网中的作用，将疫情中切实可行的临时性数字化

举措转化为长期性产业融合措施。

第三，培育龙头企业搭建综合性工业互联网平

台。结合发达国家细分行业数字化经验，考虑培育龙

头企业搭建跨行业、跨领域的综合性工业互联网平

台，发挥龙头企业示范效应，提供公共服务，引导中小

企业连接平台以提升数字化水平。

第四，加强国际合作，积极参与国际制造业数字

化架构模型构建。借鉴主要发达经济体制造业数字化

推进的经验，加快搭建我国制造业数字化架构，提升

我国智能制造的竞争力。加强国际制造业交流与合

作，引导行业组织在制造业数字化国际合作方面进一

步发挥作用。◆

（本文受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

资助）

（李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高

媛，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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