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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产业链优化升级的数字化路径
◇赵西三

一、全产业链数字化的中国实践

近年来，中国由消费端驱动的数字技术和商业

模式创新逐渐向全产业链拓展延伸，大数据、云计

算、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以及5G等新一代信息技

术在研发、制造、管理、服务等各环节被广泛应用，为

中国加快全链条、全要素、全流程、全场景的高效连

接，破解产业链对接难题，提升全产业链运行效率，

促进制造转型升级提供了新平台、新路径。基于中

国经验的全产业链数字化转型呈现以下两大特点。

一是从消费互联网向产业互联网延伸。中国数

字经济的蓬勃发展起源于消费端，拥抱互联网的消

费者促进了消费互联网平台的崛起，庞大的在线消

费数据催生了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

息技术，这些在消费领域兴起的数字技术和商业模

式正在向产业领域延伸渗透，加快了全产业链的数

字化转型。例如，阿里巴巴在2017年推出了ET工

业大脑，把基于消费互联网的数据分析能力、人工智

能算法向工业领域拓展，成功服务了协鑫光伏、中策

橡胶、正泰新能源等一批细分行业龙头企业，稳步提

升了企业的运行效率、产品质量，降低了生产成本。

目前，该平台已经形成了3大行业知识图谱、7个行

业数据模型、19个业务模型，打通了全产业链数字

化应用。京东2017年完成工业品上线，通过搭建

“墨卡托”工业品数字化平台，构建工业品知识图谱，

助推制造业企业整合新品开发、供应链、物流、服务

等上下游资源，打通内外部数字化系统，为工业品供

应链上下游互联互通提供一站式数字化技术支撑。

二是从企业内部数字化向平台赋能产业链拓

展。近年来，一批制造业企业积极拥抱信息技术变

革，成立智能化部门加快企业数字化转型，形成了一

批符合行业特点和企业实际的数字化解决方案，部

分龙头企业依托内部数字化改造经验整合相关资

源，打造工业互联网平台，为产业链上中下游企业提

供低成本、快部署、易运维的数字化解决方案，有力

推动了全产业链优化升级。例如，海尔集团2012年

开始探索智能制造转型，2017年着力打造“卡斯奥”

工业互联网平台，实现制造能力和工业知识的平台

化，通过“母平台+X+N”模式，成功把海尔在家电领

域积累的智能化方案复制到陶瓷、玻璃、橡胶、装配

式建筑等15个行业，推广到12个区域，为细分行业

全链条优化升级深度赋能。三一集团2017年正式

发布“根云”工业互联网平台，目前该平台已经接入

工业设备72万台，打造了工程机械、农业机械、纺织

服装、节能环保、家居定制等20多个行业云平台，赋

能80多个细分行业，形成了工业互联网生态效应。

二、以数字化推动全产业链优化升级面临的新

机遇

中国依托数字化转型推动全产业链优化升级取

得明显成效，庞大的产业规模、丰富的应用场景、海

量的设备数据在数字平台上汇聚，新产业、新业态、

新模式持续催生，数据驱动协同效率提升、生产模式

转变、组织方式优化、品牌价值重塑、企业形态再造

的新格局正在形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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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推动全产业链优化升级、数字经济和实体

经济深度融合、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等方面做

出战略部署，以数字化推动全产业链优化升级面临

新机遇。

一是数字新基建全面展开的机遇。以数字基础

设施为核心的新基建全面展开，各区域纷纷推出数

字新基建方案。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的信息显示，

中国已经建成全球最大的5G网络，累计建设5G基

站71.8万个，5G+各行业融合应用场景全面打开。

中西部地区更加重视以5G为代表的新一轮数字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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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设施建设。5G网络建设有利于消除区域“数字鸿

沟”，为沿海发达地区已经成熟的数字技术和解决方

案向内地企业扩散提供了新机遇，有利于形成跨区

域的链式数字化转型格局，实现全产业链协同优化

升级。

二是工业互联网深度赋能的机遇。2017年可

以被称为工业互联网的发展元年，国务院发布《关于

深化“互联网+先进制造业”发展工业互联网的指导

意见》，阿里巴巴、海尔、三一等企业启动工业互联网

平台发展战略。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的数据显

示，目前中国已经拥有工业互联网平台600多个，连

接工业设备数量超过4000多万台（套），服务工业企

业超过40万家，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服务体系加快

构建，未来将实现为制造业深度赋能。2020年 12

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行动

计划（2021—2023年）》，工业互联网发展进入了汇

聚工业数据、沉淀工业机理、构建工业模型的新阶

段，工业互联网为全产业链优化升级赋能的潜力将

会进一步释放。

三是云平台打通“数字底座”的机遇。阿里云、

华为云、腾讯云等云平台加快铺开，为产业数字化提

供技术一致、算力稳定、生态丰富的云化基础设施，

向生态伙伴全面开放，以统一的技术底座赋能行业

数字化，为全产业链向云端迁移提供了“数字底座”，

有利于整合数字技术，引导更多企业采用云计算模

式部署信息系统，打通产业链、价值链、创新链，降低

企业数字化转型成本，提高产业数字化转型效率，实

现全产业链云上协同升级。

三、以数字化推动全产业链优化升级的建议

未来一段时期，中国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将会加

速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趋势将会更加明显，上云上

平台意识将会持续增强，而以数字化推动全产业链

优化升级需要从以下3个方面发力。

一是突破数字化技术瓶颈环节。尽管中国在数

字技术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但很多数字技术和标

准仍由国外企业主导，如在产业数字化转型中需求

较大的高端数控机床、工业软件等领域，欧美国家仍

然控制着制高点，本土数控机床和工业软件层次不

高，市场占有率低。中国可以抓住本土需求升级和

工业软件云化的机遇，发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

能、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后发优势，引导企业在

智能装备集成、关键零部件、协同机器人、云化软件、

工业APP等领域实现突破，真正做到自主可控。

二是依托工业互联网平台推广行业数字化方

案。依托已经形成的工业互联网平台，集聚数字化

技术资源，引导数字化服务商和平台分行业开发数

字化转型方案和新模式，打造一批能够打通产业链

上中下游、供需两端数据的行业性工业互联网平台，

引导平台开发轻量化数字转型方案，培育协同化研

发、智能化制造、个性化定制、平台化服务等新模式，

加快成熟解决方案和新模式的跨行业、跨领域、跨区

域复制推广，加快全产业链资源在工业互联网平台

集聚，挖潜工业数据资源对数字化解决方案进行迭

代升级，提高数字生产力。

三是推广链式数字化改造模式。引导开展产业

链“链主”企业引领下的全产业链协同、大中小企业

联动的数字化改造，支持龙头企业把自身的数字化

改造方案向供应商延伸推广，带动全产业链数字化

转型和优化升级。支持工业互联网平台跨区域落

地，引导工业互联网平台与地方产业集群中的龙头

企业共建数字化转型联合体，带动产业集群整体数

字化转型，培育一批数字化转型的集群标杆和产业

链标杆，加快标杆经验示范推广，提升产业集群协同

效率，推动优势产业集群和特色产业链优化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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