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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全球化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国家发布“十四五”规划纲要，盐城市紧跟步伐，数字化转型成为提

升传统制造业综合实力的重要途径。以中韩(盐城)产业园为例，辩证分析当前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发展

现状，提出政府部门扶持、完善基础设施、核心技术攻关、助力优势产业、加强国际合作的提速发展的

数字化赋能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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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dvent of the era of global digital economy, the country issued the “14th Five-Year Plan” 
outline, Yancheng keeps up with the pac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way to 
enhance the comprehensive strength of traditional manufacturing industry. Taking China and South 
Korea (Yancheng) Industrial Park as an example, the paper dialectically analyzes the current de-
velopment status of manufacturing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puts forward the digital enab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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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y of accelerating the development by government support, improving infrastructure, solv-
ing key problems in core technology, helping advantageous industries and strengthening interna-
tional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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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前，全球领域内数字化的浪潮与第四次工业革命正面交汇，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成为引领全球经济

社会变革的重要引擎。国家发布的“十四五”规划纲要中提出，“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迎接数字

时代，激活数据要素潜能，推进网络强国建设”。为充分响应国家的号召，盐城市下发《盐城市十四五

制造业发展规划》，伴随着 2021 盐城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论坛的举行，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踏入正轨。 
所谓数字化转型，是指企业利用数字化技术来进行系统、全方位和流程的转型升级过程，数字化技

术是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对于制造业行业，将数字化技术应用在企业传统的研产销过程中，提

高企业的数字化、智能化的生产和管理程度，便是有效的数字化转型。对于产业甚至国家层面，通过推

动传统制造业行业实现新旧动能的转化，有效帮助传统制造行业提高生产效率，可以帮助产业进行转型

升级，最终推动国家的高质量发展。 

2. 中韩(盐城)产业园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发展成就 

2.1. 整体数字化水平显著提升 

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方面，除却从国家到盐城市层面的各项政策支持(如表 1)，盐城市还采取了一系

列信息化、数字化和智能化的举措，推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并取得了显著的数字经济发展成效。盐城

市加快发展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等新业态新模式，“盐城制造”加快向“盐城创造”和“盐城智造”

转变。两化融合发展水平达 59.2，较“十三五”初提高了近 10 个百分点，生产设备数字化率和关键工序

数控化率均超过 60%，建成省星级上云企业 107 家[1]。 

2.2. 工业互联网建设加快发展 

充分给予政策支持，率先出台了《工业互联网平台和标杆工厂培育行动实施方案》，三年来累计入

库培育了 43 家企业，5 家省重点工业互联网平台、5 家省级以上工业互联网应用标杆工厂，累计创建了

9 个省级以上工业互联网示范标杆，位居苏中苏北第一位。盐城 CNC 产能协同共享平台等工业互联网基

础平台现已上线运营，带动了工业企业大数据创新应用、智慧运营管理、网络化协同发展。 

2.3. 智能化技术改造稳步进行 

加强智能制造项目的建设，近三年实施了 500 项投资 2000 万元以上的智能化技改项目，累计完成投

资 93.6 亿元，汽车、光伏等重点行业的机器人密度达 250 台以上，成功建成了 2 家省示范智能工厂、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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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省示范智能车间。引进上电科、德国博世等相关企业，联合建成一批研究实验室和高层次产业创新平

台。创建国家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 3 家、省级 32 家。 

2.4. “千企上云”计划重点开展 

出台“千企上云”行动实施方案，组织开展企业上云专家义诊活动，大力推动中小微企业上云上平

台，着重引导设备联网、数据上云、管理在线，创建了 399 家省星级上云企业，其中 8 家五星级、69 家

四星级上云企业，创建省级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 23 家，省级以上工业设计中心 17 家，实现了低成本、

快捷的数字化改造[2]。 
 
Table 1. Policies related to digital economy 
表 1. 数字经济相关政策支持 

政策发布主体 日期 文件名称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

第五次全体会议 2020 年 10 月 29 日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

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江苏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0 年 12 月 18 日 《关于促进全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质量发展的实

施意见》 

2021 年 8 月 10 日 《江苏省“十四五”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规划的通知》 

2021 年 8 月 10 日 《江苏省“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 

2021 年 8 月 16 日 《江苏省“十四五”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规划的通知》 

2021 年 8 月 26 日 《江苏省“十四五”贸易高质量发展规划》 

2021 年 8 月 31 日 《江苏省“十四五”数字政府建设规划》 

2021 年 9 月 2 日 《江苏省“十四五”科技创新规划》 

盐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1 年 7 月 《盐城市“十四五”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规划》 

“数字盐城”建设领导小组 2021 年 8 月 《“数字盐城”建设白皮书》 

3. 中韩(盐城)产业园制造业数字化转型面临的瓶颈 

中韩(盐城)产业园内有相当的传统制造业基础，并且彼此之间已经形成了相应的产业生态体系。为响

应国家“十四五”规划中对于数字经济时代的号召，部分企业开始尝试数字化，着手制造业的数字化转

型，目前，初步经济形态已经形成，但距离成功转型，让数字化制造业成为经济社会创新发展的重要推

动力量，还有长远距离。 

3.1. 企业认知尚浅 

虽然产业园内制造业企业对于数字化表示支持，也有心尝试与数字技术的融合，但由于一直没有系

统成熟的理论体系作为指导理念，致使企业负责人的转型思维局限于电子商务这一类比较简单的数字化

模型上，并没有意识到数字化的浪潮可以应用在完整产业链的方方面面，带来全面的完善与革新[3]。而

在日常生产应用中，“互联网+”的思路主要局限在销售环节，而在最需要结合数字技术的研发阶段，实

际应用还受到不少的阻碍[4]。 
在政府的引导和少数龙头企业参与的双重作用下，“千企上云”计划逐步走上正轨，但多数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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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在“上云”之后，初级应用多，深度应用少，未能从自身业务需求出发寻求深层理解，导致“上云”

应用的广度和深度仍然不足[5]。 

3.2. 复合型人才短缺 

数字化不仅是技术更新，而且是理念、战略、运营等全方位的变革，需要对现有的业务流程、产品

体系、管理架构、经营方式等有深度了解。在目前数字经济迅猛发展的社会大背景下，中韩(盐城)产业园

内数字技术人才储备上的不足被凸显出来，无论是信息化管理部门还是相关企业，都存在着缺乏既明白

业务的全流程管理方案、产品创新点、数字化切入点，又熟悉数字化工具技术的应用方式的复合型数字

化产业人才的劣势，而根据《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统计，预计到 2025 年全国制造业重点领域人才

缺口将达到 3000 万人，复合型人才成为盐城市当前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关键要素，只有形成成熟的复

合型人才体系，才能将数字化转型落地到实体制造业中去，实际解决行业问题[6]。 

3.3. 基础设施建设缺失 

中韩(盐城)产业园内新型基础设施尚待完善，传统的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所需要的云计算、人工智能等

开发与试验进程落后，高速互联智能控制的基础能力欠缺，工业互联网平台急需加快建设，龙头汽车产

业数字化转型所需要的各项智能化交通基础设施尚在起步阶段，以及企业对制造装备等硬件投入多、对

工业软件及数据分析的投入少，多数制造业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数字化工具普及率、关键工序数控化

率低，智能制造工程尚待开展，智能工厂和智能车间的建设仍需完善，制造业数字化的转型基础不牢固，

多方面所需建设的缺失，以致数字技术在制造业企业的融合缓慢。 

3.4. 关键核心技术缺失 

中韩(盐城)产业园内主要分布是中小型制造业企业，驱动数字化转型的中坚力量是降低成本、提高社

会劳动生产率等方式。制造业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在一些核心零部件和技术上长期受制于韩国供应方。

由于产业园内本土产业对于核心技术的掌握并不深入，即使是引入国外新一代数字技术，大多数产业产

品的关键技术仍然处于无法破解的状态，如何利用数字技术深层次地获取价值创造，仍是产业园发展需

要自我摸索的内容，并且在核心技术外部依赖的情况下，即使利用数字技术，考虑到制造业在产业链中

的中低端位置，产业的潜在高附加值也难以被激发出来，主要利益受益方依然为技术来源国[7]，导致从

实际情况来看，中小型企业的信息化、专业化程度不高，产业协同度不大[8]。 

4. 中韩(盐城)产业园制造业发展的数字化赋能路径 

国家积极把握数字经济浪潮机遇，将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变为引领我国经济社会变革的重要引擎。盐

城市制造业目前面临着新旧动能转换、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问题，许多企业也在尝试依靠自身资金和技术

跟上数字经济的潮流，但目前中韩(盐城)产业园内多数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仍处于起步阶段，仍迫切需要全

方位的协助。 

4.1. 加强政府部门多方位扶持力度 

完善制度建设。在“十四五”专项规划实施过程中，制度严明，明确数字化转型的行政管理服务部

门，避免多头管理，密切协调各部门之间的运作机制，盐城市政府需要多方位加强对于制造业数字化转

型的支持力度，以中韩(盐城)产业园为重点对象铺开全方位政策支持。 
引进技术人才。相关部门要率先建立成熟完备的数字化理论体系，提供人才引进政策，加大对于云计

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基础数字技术的建设力度，借助自贸区优势引进国外的先进人才与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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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企业认知。政府部门应当积极宣传，提供系统培训，增强对数字化的理解与应用能力，让企业

主管了解到制造业数字化探索路径和应用模式的多样性，拓宽企业数字化制造的主要应用和影响力范围。 

4.2. 完善多方面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加快数据标准制定。引领制造业领导行业组织和企业依据现有国家标准，研究制定出符合制造业下

不同细分产业的行业标准，完善整体行业数据体系和评判标准[9]，同时明确企业公开数据和商业机密的

界限，要求企业提交部分必要数据给相关部门，这也是防止龙头企业通过掌握公共数据过分占领市场份

额的有效方法之一。 
推进数字设施建设。推行普惠性“上云用数赋智”服务，创新云量贷和小微企业服务券等服务，培

育数字化转型服务主体，完善智能制造转型支撑，强化工业互联网平台的建设，重点推进 CNC 产能协同

共享工业互联网平台 SUPLINK、DYK 资源整合运营平台的建设，开展网络化协同制造。重点面向汽车

行业的资源优化配置需求和协同共享需求，创造供给端与需求端精准汇聚对接，创造新需求的同时避免

资源分配浪费，调动以汽车企业为中心的生产链，提升企业的共享创造能力，提速数字化发展进程[10]。 
提高数据安全和共享。制造业数据囊括了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信息、政府监管信息和公民基础信息等

多种数据资源，其安全性要求远高于其他行业，强化制造业数据流通过程权限管理，确保数据流通和使

用过程不涉及安全性问题，加强数据安全检查，防止信息窃取或篡改等情况出现[11]，同时内部整合相关

数据资源，由相关部门保障数据收集的规范和数据保管的严密，共享社会数据，企业间形成竞争合作的

良性机制，共同构建数字化的转型历程[12]。 

4.3. 技术创新，加强核心技术攻关 

传统制造业产业数字化转型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核心数字技术供给不足，关键工业软件、底层操作

系统和开发工具等高端技术领域基本被国外垄断，产业园内相关技术和产品只能依赖进口[13]。加大对工

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领域的技术研发支持，加强底层操作系统、核心工业软件等技术攻关。完善智能

制造转型支撑，创新智能制造免费诊断、中小企业生产要素数字化采集等服务形式。加强平台的大数据、

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主要数字技术支撑能力，推广 5G+工业互联网的应用。增加企业科研项目数量，从

供给侧拉动需求，帮助新技术、新产品进入市场[14]。 

4.4. 扶持龙头企业，助力优势产业发展 

培育数字化转型服务主体，加快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特色数字化的运营和推广。在盐城技术开发区

建立特色数字化基地的基础上，大力推进龙头汽车企业数字化升级，完善东风悦达起亚等企业内无人车

间、无人工厂和智能生产线的建设，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探索发展社区化运作、网络化协同的“虚

拟”产业集群，持续优化相应的配套设施，率先打造出一批带头企业，率先助力制造业龙头企业的生产

装备智能化升级，继而依据产业关联机制，利用“带头效应”推动重点企业将先进数字化发展模式沿着

产业链向下游延伸渗透，其次依靠产业辐射的运行机制，促进非关联产业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

型。形成由龙头企业带领、协同大中小企业共同发展的格局，创造更好产业生态[15]。 

4.5. 国际合作 

目前世界正处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时代，数字全球化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逆的趋势。中韩(盐城)产业园

内中韩合资和韩方独资企业占据大多数，中外合作也是助力数字化转型的途径之一。 
韩国是盐城市第一大外资来源地和第二大贸易合作国，投资领域遍及一、二、三产业，主要集中在

制造业，其中，汽车制造业是盐城市利用韩资的重点行业，为助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韩方可提供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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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派遣人才指导，授予技术和管理模式等优势，拓宽合作领域，密切人文交流，美国、德国正在合

作探讨工业互联网参考架构和工业 4.0 参考架构模型的一致性，在中国制造 2025 与德国工业 4.0 初步对

接合作基础上，中韩(盐城)产业园可发挥贸易往来便利、市场规模大、人力资源丰富、数据资源丰富等优

势，谋求与韩国、美国、德国等深入合作，提高参与度，提升国际影响力。 

5. 结语 

盐城作为依靠制造业发展的城市，顺应时代潮流，实现制造业的数字化赋能对于其自身发展与传统

制造行业转型都是至关重要的，但企业的认知程度、复合型人才、基础设施建设、关键核心技术等的缺

失，阻碍了传统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步伐。加强政府部门扶持力度，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技术创新，扶

持龙头产业，提高国际合作，既是盐城市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必然选项，也是当前全国数字化赋能的客观

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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