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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电器输出模块 1769-OB16P 高负载启动

从工业经济时代走向数字经济时代，世界经济发生着全方位、革命性的变化，产业数字化便是显著的表
现之一。当前，产业数字化不断深入发展，平台经济、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等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
现，成为了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传统经济相比，我国产业数字化发展现状如何？面临哪些挑战
？如何促进产业数字化发展？

中国产业数字化发展现状

从产业数字化的总体统计来看，产业数字化主导地位进一步巩固，在经济社会中的贡献水平不断提升。
根据中国信通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0年，我国产业数字化规模达31.7万亿元，占G
DP比重达31.2%。其中，产业数字化占数字经济比重达80.9%。相较而言，数字产业化规模为7.5万亿元，
占数字经济的比重仅为19.1%，占GDP的比重仅为7.3%。产业数字化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也
成为了国民经济发展新动能的重要来源，在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除此之外，
各地产业数字化稳步推进，但发展不平衡问题仍较为突出。

■ 从省级层面来看，广东产业数字化发展处于全国地位，整体规模近3.5万亿元。此外，江苏、山东、浙
江等地产业数字化规模也处于前列，整体规模超过2万亿元。但仍有近半数地区产业数字化规模不足1万
亿元，与前述省份规模相比差距较大。



■ 从占GDP比重来看，上海的产业数字化规模占整体GDP的比重达45.1%，福建、浙江、天津、北京等
地区占比近40%，山东、湖北、辽宁、重庆、广东、河北等地区均超过30%，而其余省份占比均未超过30
%。

从产业数字化的分行业统计和描述来看，三次产业数字化稳步推进，服务业整体发展水平较高。根据《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0年，我国农业、工业、服务业数字经济占行业整体增加值比重分别为8.
9%、21.0%和40.7%，约为1:2:4，同比分别增长0.7、1.6和2.9个百分点。大量企业利用物联网、工业互联网
等数字技术加快推进数字化转型，工业数字经济渗透率得到稳步提升。而得益于我国强大的消费市场和
服务业数字化转型的发展需求，服务业的数字化发展水平显著高于其他行业。

从产业数字化的企业层面统计来看，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整体处于起步阶段，且更加专注于细分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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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中小企业在数字
化转型程度方面，处于探索阶段的占比为89%，处于践行阶段的占比为8%，而处于深度应用阶段的占比
仅为3%。整体而言，我国中小企业还处于数字化转型的起步探索阶段。此外，相较于大型企业，中小企
业更专注于细分市场，更强调化生产、服务和协作配套能力。

从产业数字化的国际比较来看，中国产业数字化占比位居列。根据中国信通院发布的《全球数字经济白
皮书》，2020年，全球产业数字化占数字经济比重为84.4%，占GDP比重为43.7%。其中，德国产业数字
化占数字经济比重达91.3%，中国产业数字化占比为80.9%，英国、美国、法国、日本、南非、俄罗斯、
巴西、挪威等13个国家产业数字化占比超过80%。此外，我国第二三产业渗透率略低于全球平均水平。
《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显示，2020年，全球农业、工业、服务业数字经济占行业整体增加值比重分别
为8%、24.1%和43.9%。而中国一二三次产业占比分别为8.9%、21.0%和40.7%，产业数字化渗透率相对较
高，而第二三产业数字化渗透率不及全球平均水平。相较而言，德国、英国和美国等发达国家三大产业
数字化渗透率较高。其中，德国农业、工业、服务业的数字化渗透率为24.8%、43.9%和67.9%，而英国分
别为29.9%、32.0%和66.1%。

发展趋势

一是数字技术赋能产业数字化转型提档加速。数字技术的不断成熟形成了科技驱动的新产业生态，推动
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加速，数字技术也因此成为传统实体经济与数字化经济的重要“连接器”。一方面
，数字化基础较好的传统产业，由原来小范围探索阶段步入规模化应用阶段，提升产业整体绩效。另一
方面，数字化基础较薄弱的传统产业，也将利用数字技术重塑产业格局、改造产业生态，从而实现弯道
超车。

二是产业价值创造突出终端消费者需求导向。数字时代下，终端消费者在商业价值链中的地位越来越重
要，拥有较高数字技能与素养的数字化消费者广泛参与到研发、设计、生产、销售等各个环节并成为连
接产业链诸多环节的关键节点，在商品生产创新及商业模式变革中的话语权不断增强。因此，产业数字
化价值创造将更多地以终端消费者为导向，通过更加高效、柔性、的营销模式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
。

三是产业组织关系从线性竞争向生态共赢转变。数字技术的发展推动产业组织形态不断变革，改变了其
原有的线性竞争态势，平台化、共享化、多元化的特征愈加凸显。以用户价值为出发点建立合作关系而
形成的数字化生态，使得企业的边界逐渐扩张，从而推动要素资源流动自由化和产业分工精细化，从“
效率”和“效能”两方面发挥价值，达到政策、技术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终实现向生态共赢关系的转
变。

四是场景化应用引领产业数字化发展新方向。目前，数字技术的应用场景越来越广，其在数字城市、数
字医疗、数字制造、数字交通、数字制造等方面的落地实施不断推动着新一轮的数字创新，也充分体现
了数字技术的价值。随着数字技术对企业商业流程的重新构建，更多的新需求、新业态将被激活，未来
场景化应用也将呈现出深度化等特点，从而推动产业数字化加速落地以及引领产业数字化的发展方向。



五是共建共享共生成为产业数字化转型关键。产业数字化是一项以共建共享共生为发展关键的长期过程
，企业只有通过构建起广泛联盟、合作共赢的跨界多边融合生态模式，才能真正实现产业数字化转型。
在转型中，处于不同产业领域、不同产业链层级的企业所拥有的数字基础设施和掌握的数据资源不尽相
同，且大多处于割裂状态，难以适应数字经济下的发展需要。随着数字经济在传统产业中的渗透融合度
不断提升，企业通过共建共享共生代替原有的封闭生态，从而实现跨界融合优化。

面临哪些挑战？

首先是产业数字化产生的不确定性问题。数字化在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同时，带来更多不确定性。
一是产业数字化自身带来的不确定性。产业数字化转型正在经历从基于传统的ERP、CRM等企业资源信
息系统的信息化管理，到基于云计算、大数据和物联网等新兴数字技术的价值体系重构。但数字化转型
所构建系统的复杂性和影响因素相较传统产业而言都在增加，因此，在推进数字化的同时也带来不确定
性。二是数字化的结果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在产业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高成本和高风险会给企业带来
较大压力，并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终的转型结果。即便转型成功，数字化应用是否能对企业绩效带来提
升，有待进一步观察，这也提升了数字化的不确定性。三是产业数字化对监管带来的不确定性。数字化
普遍存在各领域相互融合的特点，而现有的政府治理体系在职能设置上主要面向特定区域、特定领域。
因此，产业数字化的发展对政府职能部门的监管带来一定挑战，对监管手段的跟进与更新提出更高要求
。

其次是产业数字化产生的不平衡问题。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产业数字化不平衡问题日益突出。一是形
成特定数字鸿沟。数字经济背景下，参与者要生存和发展，需要掌握充足的信息资源和先进的数字化技
术。而新一代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进度和数据资源的丰富程度差异较大，主要集中在资金和技术基础充足
的原生数字企业。传统经济组织受多种因素制约，难以获取相应资源，从而形成发展障碍。二是一些头
部企业存在垄断现象。在产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由于数字经济存在梅特卡夫法则现象，即网络价值以
用户数量的平方的速度增长。因此，在网络外部性的作用下，数字化转型容易形成“赢者通吃”局面，
市场结构趋于垄断。三是企业间数字化程度差异较大。据IDC统计，我国目前仍有超过55%的企业尚未完
成基础设备数字化改造，并且企业间数字化发展水平差距较大，超过50%的制造企业的数字化尚处于单
点试验和局部推广阶段，难以产生协同效应。

再次是产业数字化面临的技术壁垒问题。产业数字化过程中存在的技术壁垒阻碍着数字化的进程。一是
技术成本难以负担。一般而言，中小企业的技术难以达到数字化的要求，往往都是依赖第三方数字平台
整合自身资源。但外部的数据平台难以满足企业的个性化需求，在使用中存在诸多限制，且使用成本较
高，在无形中增加了企业技术壁垒。二是缺乏对数字化的认知。不少企业对于信息技术的应用认知还停
留在ERP、CRM等传统信息技术的应用阶段，而新兴技术发展迭代速度较快，传统制造企业理解、应用
、掌握这些技术存在一定困难。三是缺乏数字化人才。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面临的重要问题在于
缺乏合适的数字化人才。技术人才的缺乏也导致了企业在转型过程中受阻，加大了企业面临的技术壁垒
。

后是产业数字化产生的就业影响。产业数字化对原有的就业形态造成较大冲击。一是数字经济影响传统
就业方式。数字经济的不断发展，对传统经济运行模式带来较大影响，如网络购物的兴起对传统零售行
业的冲击等。相对于传统经济从业者，新兴数字企业因其在技术和资金上的明显优势，能够快速，影响
传统行业从业者的利益，冲击传统行业的就业。二是数字经济的发展降低了对低技能人才的需求。数字
经济增加了对高技术人才的需求，增加了高技术人才的就业，提高了技能溢价，但低技能人才就业数显
著降低，劳动要素的工资所得不断下降，扩大了高技术人才与低技术人才的收入差距。三是数字经济的
发展使得越来越多的资本替代劳动。财富在资本和劳动的分配不平衡，加剧了拥有不同资产人群的财富
不平等。尽管人工智能增加了劳动生产率，提升了产出效率，但是技术的替代效应会降低劳动在经济增
加值中的份额，从而减少对劳动者的需求，并增加劳动者之间的不平等。四是数字经济会加剧人才的“
马太效应”。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区域之间的数字基础设施存在差
异、人才的受教育程度更是存在较大差异，这种差异会使得高质量人才不断向数字化程度较高的区域集
聚，加剧不同区域在产业数字化上的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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