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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

济深度融合”的重要战略方针①，强调数字化转型对

经济发展的重要性。2023年 7月发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提出：

“加快推动数字化转型和技术改造”的具体措施②，标

志着中国企业数字化转型进入了新的时代。中小企

业作为经济体系中极具活力的单元，其数智化转型

不仅是企业自身适应市场变化、增强核心竞争力的

战略选择，更是对宏观经济结构优化和增长动力转

换的重要贡献。中小企业的数智化转型对提升企业

的运营效率、降低成本、加速创新周期、增强市场适

应性和竞争力具有显著效果。同时，中小企业的数

智化转型也是推动产业升级、促进新业态发展、激发

经济新动能的有效途径，对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具有深远影响。然而，中小企业在数智化转型的过

程中，面临着技术、资金、人才等层面的挑战。因此，

如何有效推进中小企业数智化转型，已成为学术界

和实务界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文探讨中小企业

数智化转型的实践要求与推进路径，以期为加快中

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一定的借鉴。

一、我国中小企业数智化转型的实践要求
中小企业是推动经济增长和创新的关键力量，

在全球经济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它们不仅是

就业的主要来源，也是创新和技术进步的重要推动

者。根据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发布的《中小企业

数字化转型分析报告》，中小企业作为数量最大、最具

活力的企业群体，是我国实体经济的重要基础③。根据

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的数据显示，中小企业具有“五

六七八九”的典型特征，即贡献了 50%以上的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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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中小企业作为经济体系中最活跃、最具创新精神的组成部分，其数智化转型进

程对企业自身生存与发展至关重要，同时也在整个经济体系的创新与活力中扮演着至关重要

的角色。我国政府相继发布了《中小企业数字化赋能专项行动方案》《中小企业数字化水平评测

指标（2022年版）》以及《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指南》等一系列政策举措，旨在推动中小企业数

字化转型试点工作，不仅有助于指导和规范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进程，也为其提供了具体的

政策支持和指导。本文通过分析中小企业数智化转型实际，结合我国现阶段对中小企业数智化

转型的相关政策，梳理我国加快中小企业数智化转型现状，指出我国中小企业数智化转型面临

“不愿转、不会转、不敢转、不能转”的挑战。基于此，应加强政策支持与资源配置、优化行业需求

与成本控制、提升基础设施与数据安全、培养人才与更新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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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以上的 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城

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①。面对全球化和技

术快速发展的挑战，中小企业需要通过数智化转型

来提升自身的竞争力。数智化转型可以帮助中小企

业更好地理解市场需求，提高决策效率，降低运营

成本，并创造新的商业模式（吴江和陈浩东等，

2024）。同时，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小企业在全球

大多数经济体中占据了企业总数的 90%以上，并且

贡献了相当一部分的 GDP和就业机会②。

（一）数智化转型为中小企业发展提效率

数智化转型在中小企业中的实施，能够显著提

升其运营效率。通过引入先进的信息技术，中小企

业能够实现生产自动化、管理信息化，从而在各个方

面带来显著的优势。一方面，数智化转型能够有效减

少人力成本。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

重复性、低附加值的工作可以通过自动化系统来完

成，从而释放出人力资源用于更高层次的创新和管

理活动（李永涛，2024）。另一方面，数智化转型有助

于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通过数字化管理生产

过程，企业可以更加精准地监控生产环节，及时调整

生产计划，精细化管理和生产，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和

产品质量（孙杰贤，2023）。例如，引入企业资源规划

（ERP）系统可以帮助企业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优化

生产流程，提升供应链管理效率，进而降低库存成本

和运营风险。

（二）数智化转型为中小企业发展拓市场

数智化转型为中小企业带来了广阔的市场机

遇，并为它们探索新的商业模式提供了有力支撑。

一方面，数智化转型让中小企业更容易地接触到广

泛的客户群体，实现了产品的在线销售和推广（宋艳飞

等，2024）。通过建立在线销售平台，中小企业得以将

产品推向全球范围内的潜在客户，打破地域限制，拓

展销售渠道，提升市场覆盖率。另一方面，数智化转

型使得中小企业能够更精准地把握市场需求，从而

进行精准营销和产品创新（曹晓丽等，2022；盛明泉

等，2022）。通过对大数据的深度挖掘和分析，中小企

业可以制定更为精准的营销策略，为客户提供个性

化的产品和服务，从而增强企业的竞争优势（黄丽华

等，2021）。

（三）数智化转型为中小企业发展增活力

数智化转型是中小企业应对激烈市场竞争的关

键策略。在全球化的市场环境下，中小企业不仅面临

着来自同行业大型企业的竞争压力，还需应对国际

竞争对手的挑战。针对这一挑战，数智化转型能够使

中小企业形成竞争优势，助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

立于不败之地。一方面，通过数智化转型，中小企业

能够利用数字技术提升自身的竞争力。通过引入先

进的信息系统、智能设备以及数据分析工具，推动数

字经济与中小企业的深度融合，为数字产业集群创

新发展提供强劲动力的同时（夏杰长，2024），也可

以提高生产效率、优化资源配置、加强产品创新，从而

在市场上获取更多的竞争优势（董志勇和李成明，2021）。

另一方面，数智化转型使中小企业能够实现快速响应市

场变化，增强企业的灵活性和适应性。通过数字化技

术，企业可以实现对市场信息的快速获取、分析和处

理，及时调整生产计划、优化供应链、灵活调整营销

策略，以满足市场的不断变化（陈冀，2023）。

（四）数智化转型为中小企业发展防风险

数智化转型对于中小企业更好地管理风险具有

重要的意义。在数字化的基础上，企业能够构建更为

完善的风险管理体系，通过实时监控和数据分析，及

时发现潜在风险并采取应对措施。这对于保障企业

的稳健运营至关重要。首先，数智化转型为中小企业提

供更加全面和准确的风险监控手段，为企业的风险应

对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持和决策依据（张守凤和刘德胜

等，2024）；其次，数智化转型能够帮助企业更及时地发

现并应对潜在风险，提醒企业管理层及时采取行动；最

后，数智化转型为企业提供更为科学和有效的风险管理工

具和方法。通过数据分析和模型建立，企业能够更全面

地评估各类风险的潜在影响和可能性，为企业的风

险决策提供科学依据（王会艳和段琼洁，2024）。

二、我国中小企业数智化转型的政策支持与效应
近年来，我国政府和相关部门致力于推出一系

列政策措施，旨在全方位构建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

的政策框架（王雪冬和聂彤杰等，2022）。这些措施覆

盖了战略规划、基础设施建设、技术解决方案、人才

发展和财政资助等多个维度，以期实现中小企业数

字化转型的加速发展、扩大覆盖范围、提升转型质量

和提高效率（部分支持政策见表 1）。

在战略规划层面，“上云用数赋智”行动计划已

被纳入国家“十四五”发展规划，确立了以数据驱动

全产业链协同转型的战略方针。此外，政府鼓励中小

企业专注于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和创新能力（“专

精特新”）的发展道路，并建立了分层次的培育机制，

同时跟进相应的基础设施建设。

在人才培养方面，政府致力于推动数字经济领

域的就业和创业活动，加强数字化人才的培养和发

展（云雄和鲍斌，2022）。

在财政支持方面，政府安排了超过 100亿元的

奖励补贴资金，优化信贷支持政策，并设立了专项纾

困基金，以缓解中小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的资金压力

（张一林等，2021；赵绍阳等，2022）。

①刘元春，邵智宝，孙文凯，耿黎.中国小微经济发展研究报告（2021)———促进中小微企业创新发展[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

②国际贸易中心,帕米拉·柯克 -汉密尔顿，中小微企业是包容性可持续未来的关键[ EB / OL ] .（2023 . 6 . 26）. https : / / www . un .
org / zh / 2073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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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些综合性的政策措施，政府旨在为中小

企业的数智化转型提供坚实的政策支持和资源保障，

促进其在数字经济时代的健康发展和竞争力提升。

2023年 6月，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印发

《关于开展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工作的通

知》明确提出：“将通过分批组织试点工作，以城市为

单位，支持中小企业开展数字化转型”①。这一政策的

目标是通过试点城市的实践，探索形成可复制、可推

广的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模式，从而带动全国范围

内中小企业的数字化水平提升，促进数字经济和实

体经济深度融合。为了降低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成

本，中央财政对试点城市给予定额奖励。这一奖励机

制通过财政资金的引导，鼓励地方政府和企业共同

参与到数字化

转型中。奖励资

金可以用于支

持中小企业的

数字化改造、技

术升级、人才培

养等方面，从而

降低企业的转

型门槛和风险。

政策还特别强

调了产业链合

作的重要性，鼓

励大中小企业

之间的融通发

展。通过产业链

上下游企业的

合作，可以实现

资源共享、技术

互补，促进整个

产业链的数字

化水平提升。这

种合作模式不

仅有助于中小

企业获取更多

的市场机会，还

能够提升整个

产业链的韧性

和竞争力②。中

国工业互联网

研究院发布的

《中小企业数字

化转型发展报告

（2023年）》显示：截至 2023年 7月，已有 15.9万家企业

参与了这项评估，其中大部分为优质中小企业，包括

超过 8万家专精特新企业。这一评估结果主要展示了

优质中小企业在数字化方面的发展水平③。

2024年 4月，财政部办公厅和工业和信息化部办

公厅联合下发了《关于做好 2024年中小企业数字化转

型城市试点工作的通知》财办建（〔2024〕23号）。再

次强调要“强化数字赋能，培育高水平“小快轻准”产

品。充分调动地方政府、中小企业、数字化服务商等

各方积极性，积极推进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全

面提升中小企业数字化水平。开发推广一批符合

中小企业需求、高性价比的数字化产品、服务和

解决方案。鼓励试点城市支持数字化服务商，面

资料来源：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表 1 近年来我国发布的部分支持中小企业转型的政策

①中国政府网.关于开展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工作的通知[EB/OL].(2023-06-12).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
202306/content_6886368.htm.
②中国商报.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启动[EB/OL].（2023-11-01）.https://www.zgswcn.com/news.html?aid=159350.
③中国工业新闻网.探索有效发展路径 加速中小企业数智化转型[EB/OL].(2023-11-20).https://www.cinn.cn/p/27618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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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市场需求强烈但供给相对

不足的领域，研发攻关一批“小快轻准”数字化产品

和解决方案①。

我国政府对中小企业数智化转型的支持政策，

体现了国家对中小企业发展的高度重视和对数字经

济发展趋势的准确把握。通过财政奖励、产业链合

作、实施策略指导、保障措施完善以及绩效管理监督

等综合措施，旨在为中小企业提供一个良好的数智

化转型环境，帮助它们克服转型过程中的困难，实现

高质量发展。

三、我国中小企业数智化转型的成绩与挑战

中小企业数智化转型能够驱动整个商业模式创

新和商业生态重构，在我国已经取得了一定进展。

（一）我国中小企业转型取得的成绩

1.总体来看，我国中小企业对数智化转型持积

极态度。根据《中国中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状况分析

报告》，绝大多数企业已经认识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

发展的重要性，并在企业管理层中形成了清晰的认

知②。这一认知源于对市场竞争的深刻理解以及对

未来发展趋势的敏锐洞察。企业管理者意识到，随

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数字化转型不仅是企业生

存与发展的需要，更是应对激烈市场竞争、提升企业

核心竞争力的关键路径之一（余澳等，2023）。

在数智化转型的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已经建立

了面向中小企业的数字化服务平台，并设立了覆盖

逾 160万家企业的第三方专业化服务机构。这些平

台和机构为中小企业提供了从咨询到系统集成等一

系列数字化转型所需的专业服务和支持。通过数字

化服务平台，企业可以获取到最新的数字技术资讯，

了解行业发展趋势，同时还可以获得定制化的数字

化解决方案，帮助企业快速、高效地实现数字化转型

（周适，2022）。

在实际操作层面，超过七成的中小企业的数字

化水平已达到局部优化及以上阶段，其中半数以上

企业实现了超过 60%的关键业务生产过程的可视化

和精益管理③。这表明大量中小企业已经在数字化

转型道路上迈出坚实的步伐，并取得一定的成效。

数字化转型不仅仅是理论上的概念，更是企业实

践的需要和市场竞争的要求。这些企业通过数字化

转型，实现了生产、管理、销售等方面的效率提升，进

而增强了企业的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张新和徐

瑶玉等，2022）。

《中小企业数字化赋能专项行动方案》（下文简

称《行动方案》）的实施进一步推动了数字化转型的

深入发展。以数据价值化为核心，聚焦于产品研发、

生产制造、市场推广等领域，为企业提供了数字化转

型的全方位支持和服务。以“互联网 +先进制造业”

为例，通过数字化技术的应用，企业可以实现生产过

程的智能化、信息化，进而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生产

成本，从而在市场竞争中占据更有利的地位。《行动

方案》还为企业提供了数字化转型的具体路径和解

决方案。通过推广“上云”“用云”“云上企业”等数

字技术，帮助企业加速数字化转型的步伐。企业通过

建立云端信息平台，可以实现企业信息化管理的全

面覆盖，提高决策效率和执行效率，进而增强企业的

市场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这些行动不仅为中小企

业的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政策支持和资源保障，更为

企业未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从行业分类来看，中小企业在数字化转型方

面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化趋势。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业以及工业等行业的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

比例处于较高水平。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业作为信息化程度较高的行业，其内的中小企业在

数智化转型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这些企业本身就

是数字技术的应用者和提供者，对于数字化转型有

着更深刻的理解和更积极的态度。通过应用先进的

信息技术，这些企业能够实现生产、管理过程的高度

自动化和智能化，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成本，进而加

强市场竞争力（罗仲伟和陆可晶，2020）。工业领域的

中小企业也在数智化转型方面表现出较高的水平。

随着工业互联网的兴起和智能制造的发展，越来越

多的工业企业意识到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性。通过引

入先进的数字化技术，这些企业能够实现生产过程

的智能化和柔性化，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满足

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例如，采用物联网技术可以实

现设备的远程监控和故障预测，提高设备利用率和

生产效率；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可以优化生产计划和

调度，降低生产成本和能耗。

3.从区域角度来看，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在

我国呈现出明显的地域差异。东部地区的数字化转

型比例最高，中部次之，东北地区再次，而西部地区

的数字化转型水平相对较低。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

冀三大城市群的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比例高于全国

平均水平，尤其以长三角城市群的表现最为突出。杭

州、深圳、广州等城市的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比例居

①中国政府网.财政部办公厅 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做好 2024年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工作的通知[EB/OL].(2024-04-30).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405/content_6948798.htm.
②中国中小企业协会.中国中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状况分析报告[EB/OL].(2023-9-27).https://aimg8.dlssyht.cn/u/551001/ueditor/file/276/551001/
1701048561181582.pdf.
③中国工业新闻网.探索有效发展路径 加速中小企业数智化转型[EB/OL].(2023-11-20).https://www.cinn.cn/p/27618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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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工业互联网联盟.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研究报告（2023）[EB/OL].(2024-05-08).http://www.aii-alliance.org/uploads/1/20240508/b
b198e74ef7147debda303c3c834e781.pdf.

于领先地位①。

东部地区一线城市的数智化转型优势主要体现

在以下方面：首先，这些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

高，拥有较为完善的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和产业链条，

为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和支

持；其次，这些城市的科技创新能力较强，吸引了大

量的数字科技人才和资金投入，为中小企业的数字

化转型提供了强大的技术和人才支撑；最后，这些城

市的市场需求旺盛，对数字化技术的需求也较为迫

切，推动了中小企业主动采取数字化转型措施以适

应市场竞争的需要。

杭州、深圳、广州等城市的中小企业数智化转型

表现突出。这些城市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和科

技创新的主要阵地，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数字化

产业生态系统，为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提供了丰

富的资源和机会。例如，杭州作为中国的电子商务

之都，拥有众多的互联网企业和创新孵化器，为中小

企业提供了丰富的数字化转型路径和平台；深圳作

为中国的硅谷，集聚了大量的高科技企业和创新团

队，为中小企业提供了前沿的数字化技术和应用案

例；广州作为中国的商贸中心，拥有丰富的市场资源

和商业环境，为中小企业提供了广阔的数字化转型

市场和机会。

（二）我国中小企业数智化转型面临的主要挑战

尽管数智化转型为企业带来显著优势，但中小

企业在此过程中面临诸多挑战，这些挑战涵盖了资

金、技术、管理、文化和战略等多个关键层面。

1.资金短缺，不愿转。虽然国家和地方层面已经

出台了很多资金支持政策，但中小企业由于规模较

小，部分中小企业信息化、自动化基础较弱，仍无法

承担前期昂贵的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和软件投资。一

方面，相对于大企业，中小企业存在自有资金和融资

能力不足的弱点，更加注重数字化转型的直接财务

回报，对“改智转数”这种具有投资大、周期长特点的

投资动力不足；另一方面，数智化转型的成本不仅包

括技术和人才投资，还涉及业务流程重组、企业文化

变革和客户关系管理等多方面，这些成本可能超出

中小企业的预算，特别是在转型初期，这会提升企业

经营的不确定性，从而降低企业数字化转型意愿。

2.人才、技术短缺，不会转。中小企业往往具有

缺人才、缺技术的典型特征，单纯依靠自身能力无法

实现数字化转型。一方面，企业数字化转型需要熟练

应用数字技术的人才，但由于资源有限，中小企业难

以进行充分的员工培训和引进，限制了员工技能的

提升和知识的更新，难以满足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前

提条件；另一方面，低成本数字技术供给不足。虽然

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市场上软件、云计算、大数据

等技术服务商增多，但技术标准的不统一，造成其质

量良莠不齐，高质量、低成本的数字技术服务供给不

足，企业选择难度较大。

3.基础设施的陈旧和数据不安全，不敢转。许多

中小企业的数智化基础设施落后，仍在使用效率低

下、难以与新技术兼容的老旧硬件和软件系统。数据

安全和隐私保护是中小企业亟需关注的重要问题，

由于缺乏足够的投入和意识，这些企业容易受到网

络攻击和数据泄露的威胁。随着数据保护法规的强

化，中小企业还需确保其数据处理活动符合法律要

求，以规避法律和财务风险。

4.管理和企业文化的滞后，不能转。数智化转型

不仅是技术变革，也需要在管理层面进行革新。中小

企业需要建立新的组织结构和管理流程以适应数智

化运营的要求。这包括领导风格的转变、团队协作方

式的创新以及绩效评估体系的重新设计。企业文化

对于转型的成功至关重要，但许多中小企业缺乏鼓

励创新和变革的文化氛围。此外，中小企业在制定清

晰的转型战略时面临挑战，需要明确转型的目标、路

径和预期的成果，同时应对长远规划和战略思维的

不足等问题。

四、促进我国中小企业数智化转型的推进路径

中小企业数智化转型不仅是技术上的创新，更

是一场深度的组织变革，涉及战略规划、组织结构和

运营模式的全面革新。中小企业数智化转型优化了资

源配置，提高了业务效率，使中小企业能够更快地适应

市场的变化。政府的政策引导、企业的管理层理解和社

会的支持共同构成了推动这一变革的关键因素。

基于上述认识，提出以下四条对策建议，以确保

中小企业能够高效地进行数智化转型：

1.加强政策支持与资源配置。政府应进一步细

化和完善数字化转型政策体系，确保政策的精准性

和实效性。这包括提供财政补贴以降低企业的技术

升级成本、实施税收减免以增强企业的再投资能力，

以及提供优惠贷款以缓解企业的资金压力。加强与

金融机构合作，开发符合中小企业特点的金融产品，

如基于数字化项目的信贷评估体系，降低融资门槛，

提供更加灵活的融资渠道。企业应根据自身的核心

竞争力和市场定位，制定科学的数字化转型规划，明

确转型目标、优先级和阶段性成果，确保资金与技术

的有效对接，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和效果。

2.优化行业需求与成本控制。政府应强化行业

研究基金，支持中小企业深入分析行业发展趋势和

内在需求，通过提供大数据分析工具和行业咨询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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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帮助企业识别和解决行业痛点。企业要积极参与

市场调研和消费者行为研究，基于数据驱动的洞察

来优化产品和服务，同时通过精益管理和流程再造

来降低运营成本。行业协会和科研机构应建立合作

平台，共享行业知识和最佳实践，提供技术指导和市

场分析，促进企业间的协同创新和资源共享。

3.提升基础设施与数据安全。政府继续加大对

数字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稳定高效的网络服务、云

计算资源和大数据处理能力，为中小企业提供必要

的技术支撑和服务平台。制定更加全面的网络安全

法规和标准，加强对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的监管，确

保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数据资产安全。技术

服务供应商为中小企业提供安全可靠的数字化解决

方案，帮助企业建立和维护高效的技术基础设施和

数据保护机制。

4.培养人才与更新观念。政府加强与教育机构

合作，开发和实施针对数字化转型的专业课程和培

训项目，培养具备前沿数字技能和创新能力的专业

人才。企业管理者应加强数字化领导力的培养，通

过引入数字化转型专家或建立内部转型团队，推动

数字化理念和实践的深入实施。教育机构和培训机

构要提供多样化的数字化培训课程，包括在线教育

和在职培训，帮助员工掌握新的数字技能，同时促进

企业文化的创新和适应数字化时代的持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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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elerate the Digital and Intelligent Transformation of SMEs: Practical
Requirements and Promotion Pathways

BAI Yantao

Abstract: As the most dynamic and innovative part of the economic system, the digital and intelligent transformation of
SMEs is crucial for their own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and plays a vital role in the innovation and vitality of the entire eco-
nomic system.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successively issued a series of policy measures, including the“Special Action Plan
for Digital Empowerment of SMEs,”“Digitalization Level Evaluation Indicators for SMEs (2022 Edition),”and the "Guide to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SMEs," aiming to promote pilot work for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SMEs. These measures not
only help guide and standardize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process of SMEs but also provide specific policy support and guid-
anc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the digital and intelligent transformation of SMEs, combines the relevant poli-
cies on the digital and intelligent transformation of SMEs in the current stage of China, and sorts out the current status of Chi-
na’s acceleration of SMEs’digital and intelligent transformation. It points out the challenges faced by China’s SMEs in digital
and intelligent transformation, which are“unwilling to transform, unable to transform, afraid to transform, and unable to trans-
form.”Based on this,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policy support and resource allocation, optimize industry demand and cost
control, improve infrastructure and data security, and cultivate talents and update concep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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