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内 部 资 料

领 导 参 阅

决策参阅
第 21 期

（总第 435 期）

许昌市科技创新公共服务中心 二Ｏ二二年十一月十五日

破解中小企业智改数转“不想”“不会”“不敢”难题

编者按：近年来，各地大力推进“制造”向“智造”转型升级，

智能化改造和数字化转型在实现高质量发展中频频发力，但仍有一

大批中小企业在数字化转型改造工作方面存在不想转、不会转、不

敢转等现象。要进一步了解和准确把握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意愿、现

状、难点和政策需求，建立赋能升级机制，对企业开展科技、数字、

品牌、资源赋能。智能化改造和数字化转型工作主体是企业，但无

法靠企业自身实现完全转型，其中涉及政府、企业、金融、技术支

撑等诸多主体，只有各司其职、通力协作，形成政府主导、企业主

责、金融保障、机构支撑的良性互动，方能推动智能化改造和数字

化转型工作见行见效。

数字经济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当前,智能化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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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数字化转型工作刚刚步入轨道、企业数智化转型是一项长期的系

统性工程,要以推动小微企业加快“入局”和“破局”数字化转型

为突破口,实现产业链全方位、全角度、全链条改造升级。

一、围绕“不敢转”出台转型支持政策

1、智能化改造和数字化转型是一场企业与政策的双向奔赴。

政府部门要在到位不越位、参与不干预的前提下主动搭建平台,为

企业转型升级保驾护航、提供便利。要加强统筹相关部门单位承担

服务和保障责任,明确任务分工,形成上下联动、区域协同、部门协

作的工作机制。打造标杆案例,组织现场观摩、解决方案供需对接

会等活动,举办工业互联网创新应用、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评估等

专项教育培训,提升企业对智能化改造和数字化转型的认识水平和

应用能力;出台专项政策、安排专门资金,有序引导企业金融机构、

服务支撑机构参与智能化改造和数字化转型目标任务。

2、加大财政资金支持,为企业转型发展增添新活力。安排专项

资金,支持制造业企业加大智能制造标杆示范培育、智能制造装备

和工业软件攻关、重大技改投资等项目投入。比如，今年 8 月 31

日,福建省就印发了《关于推进工业数字化转型的九条措施》,从九

个方面支持福建工业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并从推进标识解析建设

应用、加强金融服务、引培数字技术人才、提升“党企新时空·政

企直通车”服务效能、加强数据安全保障等方面推出“真金白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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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举措。

3、打造金融产品、服务库，支持传统产业设备更新和技术改

造。要密切关注制造业企业融资需求变化，扩大制造业中长期贷款、

信用贷款规模。重点支持高技术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着力缓

解小微企业流动性资金困难,着眼企业特点，创新金融服务,探索个

性化、定制化的金融产品,切实降低企业在实施智能化改造和数字

化转型过程中的融资成本,发挥好金融的血脉作用。同时,围绕产业

链堵点、痛点、难点,完善“信贷+非信贷”综合金融服务,打造制

造业综合金融务“立交桥”。例如,江苏打造的省综合金融服务平

台,为科技型中小微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推出基金项下“小微

贷”“苏科贷”“苏信贷”等政策性产品。

二、围绕“不会转”加强转型指导服务

1、制定符合行业特性的转型指南，壮大转型服务供给能力。

分行业制定实施指南，通过编制重点工业互联网平台、标杆工厂、

智能工厂、智能车间、星级上云企业和“互联网+先进制造业”特

色基地建设指南，推动相关建设及应用示范标准化。组织数字化转

型服务商、工业互联网平台等机构，主动对接企业，开展数字化转

型诊断服务，根据企业需求，有针对性地组织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

培训等举措，理清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框架、目标、实施过程和转

型内容，同时形成一批可复制、可借鉴的优质解决方案，助力中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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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数字化转型。例如，南京在“智改数转"实施方案中明确提出，

建立“智改数转”服务商资源池，培养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和

工业互联网服务商，为企业提供一站式对接服务。

2、完善智能化和数字化转型服务方式，培育服务主体。智能

化改造和数字化转型离不开服务机构的技术支撑和智力保障，特别

在咨询诊断、提供解决方案等环节，服务机构实力尤为重要。不同

服务机构擅长的行业领域各不相同，要根据自已的特色和专长，拿

出让企业信服的标杆案例，提供技术和智力保障，计对性开展咨询

诊断活动，拿出切实可靠的解决方案，帮助企业改造实施，做好后

续运维服务。对于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要围绕中小企业全方位需

求，遴选和推广一批“用得起、用得上、用得好、能用出效益”的

优质数字化服务产品。提升数字化公共服务平台服务中小企业的能

力，打造一批小型化、快速化、轻量化、精准化的数字化系统解决

方案和产品，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数字化转型典型模式。

3、构建智能化改造和数字化转型创新体系。加快建设本地化、

全域性普惠型工业互联网，加大在研发设计、生产加工、经营管理、

物流售后等环节的数字化转型服务供给，带动中小企业“上云-用

数-赋智”。支持产业链龙头企业建设工业互联网平台，面向行业

不同企业的差异化需求，加强云服务解决方案研发和推广，以点带

面引领行业应用。例如，全国首个政府和企业联合打造的青岛市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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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互联网企业综合服务平台，将企业串联成面、产业集结成网，构

建起以数据为底层支撑，以平台为顶层设计的工业互联网赋能新生

态。今年 7月，平台升级钊 2.0,胶州打造的工业互联网国际化创新

示范区正是青岛工业互联网进一步下沉的最好例证，借此将为工业

互联网更好触达中小企业、实现区域产业资源更加优化配置探路。

此外，要支持工业互联网创新服务载体建设和引进。要支持标准体

系建设，实施标准引领战略，完善重点产业智能化和数字化相关标

准体系。

三、围绕“缺人才”优化梯度人才培养

1、加强人才引培和培育基地建设。支持高校、技工院校引进

国内外先进职教理念、职教模式、培训项目，开展智能化改造和数

字化转型学科体系和人才培养体系建设。鼓励企业与学校合作开展

智能化改造和数字化转型实训平台、基地建设。实施数字技能提升

行动，建设集培训、评价、选拔、使用、激励于一体的人才培育机

制。

2、完善数字经济人才选拔培养和开发投入机制。完善工程系

列各专业评价标准条件，推进协会（学会）承接职称评审，支持制

造业企业自主开展技能人才技能等级评价。鼓励开设智能制造相关

专业的学校参加“学历证书+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l+X） 试点。

例如，苏州在建立技术经纪人职称评价标准后，组建全省首个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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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探索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与企业

权威技能认证“一试两证”的人才评价模式

3、建立健全数字化人才的选拔机制。树立数字化人才选培理

念，营造良好“赛马”氛围。针对数字化人才的特性，充分发挥好

技能竞赛、学术创新等活动激励和选拔人才的作用。突破身份限制、

层级限制等，从基层选拔优秀人才，挖掘存量人才潜力，激活潜在

的数字化人才“基因”，为转型之路注入“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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