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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两化”转型 南海如何持续领跑？
“委员聚焦”首次走进企业，纵论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当前，国内数字化、智能化

浪潮正由线上向线下奔涌，大

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和5G

技术等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加

快融合，各大城市开展数字化

智能化转型呈现加速快跑的比

拼态势。

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不再是“选择题”，而是一道“必

答题”。近日，南海区政协联合

珠江时报开展“委员聚焦”融媒

协商议政活动，聚焦数字化智

能化转型。

聚焦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是

2022年南海区长督办重点提案

的议题，也是南海区政协5月份

将推出的“月度协商议政会”议

题，这是南海区政协坚持“一题

到底”协商议政的创新模式。

以全新的形式首次走进企

业开展的“委员聚焦”，政协委

员、专家们围绕制造业数字化

智能化转型过程中企业面临哪

些瓶颈制约和困惑、如何继续

保持领跑姿势等话题，提出了

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制造业

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发展，2021
年制定出台专门扶持政策，三年将

投入超100亿元。

对于以制造业见长的南海而

言，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的重要性更

不言而喻。从结构来讲，南海12
个超200亿元的产业集群中，超

过一半是传统产业，企业主务实且

守成意识浓厚，“不愿转、不敢转、

没能力转”的现象较为突出。从集

群来讲，南海产业发展多而分散，

重点产业集聚度不高。

在此背景下，2021年底，南

海区落实《佛山市推进制造业数字

化智能化转型发展若干措施》行动

方案（2021～2023年），结合区

内实际情况进行了自我加压，制定

了“持续领跑”的目标。

未来三年，南海制造业数字化

智能化转型将投入超60亿元，把

中小微企业和产业集群作为南海

推动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的

重心，投入力度之大，可谓前所未

有。

在具体指标中，南海提出了系

列领跑指标：到2023年，5G基站

建设突破6000个，全区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实现5G全覆盖；建设4
个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二级节点；

打造30个数字化示范工厂、100
个数字化示范车间；推动1100家
制造企业实施数字化转型；带动4
万家各类企业“上云用云”，新增技

术改造项目1000个，机器人应用

累计突破9000台；开展不少于7
个产业集群数字化转型试点；引入

培育数字化转型服务商60家等。

显而易见，南海正以最高维

度、最大力度、最强决心答好数字

化这道“必答题”。

政策礼包为
“两化”转型
全面赋能

南海区政协委员、广东东方

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东方精工”）副总裁谢威炜表

示，“两化”转型没有标准答案，

但可以通过打造“两化”转型的

样本+多元评定转型企业，助力

装备制造业企业“两化”转型。

他认为，从市场的角度看，

企业首要目标是追求利润，在

“两化”转型过程中要考虑投入

和产出。对企业而言，数字化是

一种方向和手段，如果只为数字

化而数字化，会导致企业内生力

不足，如何取得两者之间的平衡

点非常重要。

在谢威炜看来，数字化智能

化转型是企业在升级发展过程

中的必然途径。东方精工是南

海制造业全国“隐形冠军”之一，

根据布局，东方精工早已迈开

“两化”转型步伐，并有了一些成

功探索，且这些探索成果对下游

企业也有一定的帮助，“我们也

看到了，在‘两化’转型过程中，

上下游联动起来，转型之路会更

加顺畅。”

他指出，装备制造业是南海

的一个优势产业，但装备制造包

括许多细分类型，许多企业都属

于“非标”企业。这些企业的“两

化”转型倾向于个性化定制，不可

能有一个放之四海皆准的转型模

板去适用于所有企业。因此，相

比3C行业等行业，装备制造业

的“两化”转型之路走得更艰难。

“‘两化’转型没有标准答案

等我们去抄，各企业有各自不同

的方法，不同的行业有不同的转

型评定标准。”谢威炜建议，在各行

业树立“两化”转型标杆，打造“两

化”转型的样本；政府在制定扶持

政策时，对“两化”转型的奖励评定

可以更多元化，除了认定技术标

准，也需要根据企业实际需求而

定，将企业投入成本作为依据。

“两化”转型中，人才也是关

键一环。谢威炜还建议，政府可

以为企业提供公共培训服务，对

企业工程师和产业人才进行专

项培训；组织学校开展对口培训

服务，推动产学研结合。

“两化”转型没有标准答案，各行业都需要转型标杆

从最痛点入手

南海区政协委员、广东朝野

科技有限公司（下称“朝野科

技”）董事长吴燕平认为，传统制

造业企业对“两化”转型的认识

存在几个类别：企业普遍认知不

足，不知道这种转型能给企业带

来什么效益；有企业了解“两化”

转型，但不相信这种转型会为企

业带来效益；有企业相信这种转

型能为企业带来效益，但没有实

力去转型；还有企业居安思危意

识不足。

“机会不会上门来找，只有

人去找机会。”吴燕平表示，在走

访群志光电、科日超声等“两化”

标杆企业之后，对“两化”有了不

一样的认识。

“对3C产品制造业企业来

说，数字化智能化是必经之路，

如果跟不上就会被时代所淘

汰。”吴燕平表示，朝野科技已经

对两个车间进行了“两化”改造，

一共投入了1000万元，升级后

的车间，可以承接更高端的产品

订单，生产效率也大大提高，节

省人力等各方面成本。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

春满园。身为南海区家电行业

协会会长的吴燕平建议，南海区

要支持企业推进数字化智能化

转型，不妨发挥商协会的力量。

“政府未必了解所有企业，

也很难直接服务到每一家企

业，但是行业商协会是很懂企

业的，可以借助商协会的力量

推动‘两化’转型，加强产业集

群。”吴燕平表示，商协会在强

化行业宣传、发掘和打造行业

转型标杆、推动资源共享等方

面都有明显优势，且商协会中

不乏头部、优秀会员企业，这些

会员企业对其他会员企业有示

范带动作用，就像“先进带动后

进”，也能推动会员企业积极转

型，实现共赢。

作为南海区首批隐形冠军

企业之一，广东阳晨厨具有限公

司不断加大智能化设备的投入，

持续引导员工参与数字化转型，

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

南海区政协委员、广东阳晨

厨具有限公司总经理姚中沃认

为，从纵向发展来看，企业要做

好机械化、自动化转型，在此基

础上为数字化智能化转型赋能；

从横向发展来说，企业需要打通

产品研发、加工制造、物流仓储、

经营管理、品牌推广、销售服务

等全产业链的数字化闭环，确保

整个产业链的数字化畅通。

“从整体上看，‘两化’转型

是一次对企业发展理念、经营手

段、组织方式、盈利模式的深刻

变革。”姚中沃表示，“两化”转型

是一项大工程，首先需要企业做

好整体规划，以顶层设计精准推

动“两化”转型层层落实。

在姚中沃看来，当前南海

区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挑战

中，还有对人的挑战。“数字化

转型是一把手工程，企业家首

先要做到心中有数、总揽全

局。”姚中沃表示，“两化”转型

需要既懂数字技术又懂企业生

产的复合型“紫领人才”，以及

熟悉机器维修、电工等数字化

设备运行维护专业人才。他建

议，企业家一方面要提升自己，

另一方面要培育和引进数字化

人才，重建企业的人才结构。

“产业数智化的过程也是数

智产业化的过程。”对于3月25
日发布的《佛山市南海区制造业

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服务资源白

皮书（1.0版）》，姚中沃表示这

对推进南海企业“两化”转型非

常有帮助，希望能够将其打造成

数字化智能化服务商的官方平

台，像“淘宝”一样实时更新信

息，发布服务商资质、服务工程

师收费标准、第三方服务合同范

本、用户评价满意度等内容，协

同推动“两化”转型。

转型不能光“撒胡椒面”
政企要同频共振

国信（佛山）数字技术应用

研究院院长李建平在“委员聚

焦”现场连抛金句，为南海“两

化”转型贡献智慧。

一直对南海颇有研究的李

建平表示，南海区制造业规模庞

大，体系完备。数据显示，传统

制造业规上增加值及其占比逐

年上升。尽管企业众多，但是

“星星多、月亮少”，中小微企业

占比突出。

“也就是精而不强、精而不

大。”李建平分析，南海的制造业

企业在“两化”转型中面临4大难

点：企业缺乏数字化的意识和素

养；企业缺乏核心技术，转型成

本更高；企业“两化”人才短缺，外

部供给和内部培育均不足；企业

缺乏转型资金，陷入“不数字化

是等死，数字化是找死”的窘境。

在此背景下，南海加快传统

制造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已不是

“选择题”，而是“必答题”。“在这

过程中，需要南海的企业家重拾

‘洗脚上田’的干劲，快速提升数

字化意识和素养，加入转型队

伍。”李建平建议，推动“两化”转

型不能光“撒胡椒面”，企业、政

府要同向发力、同频共振。

李建平建议，从企业层面来

看，同一产业链“两化”转型需上

下游协同发展，形成产业集群。

同时，企业家应通过自身学习、

行业交流等形式，提升企业一把

手的数字化意识和素养；企业内

部则需做好数字化发展战略和

顶层设计，探索创新资金管理模

式，做好短中长期使用规划，培

育既懂管理、业务又懂信息化技

术的复合型人才，提升企业转型

的综合实力。

从政府层面看，政府要侧重

于解决企业在“两化”转型中普遍

遇到的痛点问题。一是加大宣

传，及时为企业提供专业培训，从

普适性培训到细分行业培训都要

兼顾。二是助力企业解决资金问

题，可以成立数字化产业基金，鼓

励社会资本参与其中，降低企业

的转型风险。

值得注意的是，李建平提出

在推进产业数智化的同时，也要

把数智产业化当做新兴产业去

培育和扶持。“不仅要扶持转型

的制造业企业，而且要为技术服

务商提供成长的土壤，支持他们

快速做大做强。”李建平表示，南

海还可以构建一个虚拟的或实

体的产业园，打造完整的数智化

产业生态圈。

文/珠江时报记者戴欢婷

图/珠江时报记者刘勇斌

“两化”转型可发挥商协会力量，“先进带动后进”

发挥产业优势

把“两化”服务商平台打造得像淘宝一样方便

政策精准到位

企业竞争进入唯快不破高频竞争时代，“两化”转型不能

胡子、眉毛一把抓，建议充分发挥行业组织的作用，促进跨界

融合与交流；深入挖掘行业先行企业的相关经验和案例，趁

着强劲的政策春风，让企业借力“两化”转型崛起，对于整个

南海制造业转型有示范价值。

——南海区政协常委、经济科技委员会主任张志勇

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也

是一道必答题。建议各企业要让自身不断沉淀以不变应万

变，在攻与守的发展之道中走向新的高度。

——南海区政协狮山镇工委会主任麦永维

加强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的宣传力度，让企业家了解转型

带给企业的好处，包括对提效率、降成本、提升竞争力等方面

的帮助。如此一来，除了政策驱动，企业家才会产生主动转

型的内驱动力。

——南海区政协委员、佛山市博晖机电有限公司总经理梁海果

发挥隐形冠军的示范引领作用和行业协会的组织作用，让

更多企业大步迈向“两化”转型之路。建议引导有需求、更易转

型的行业先转，再将经验分享给其他行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

降低其转型的试错成本和难度。

——南海区政协委员、佛山市南海永隆五金有限公司总经理熊光仁

■南海区政协《委员聚焦》大型融媒体协商议政首次走进企业。

■企业家认真聆听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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