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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数字化制造提质增效的对策建议

摘要：南京师范大学沈春苗研究认为，近年来，江苏数字化

制造已取得诸多成效，表现为政策支撑体系日臻完善、基础设施

建设日益加快、经济发展成效日趋显著等，但也存在着制造企业

数据共享不充分、制造业数字化发展不平衡、制造数字转型基础

不坚实等问题。对此，建议健全数字人才培育体系，厚植数字化

制造根基；推进工业数据标准建设，增强数字化制造规范；加强

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夯实数字化制造基础；提升数据安全治理能

力，加快数字化制造转型等，以政策合力提质增效江苏数字化制

造，赋能“强富美高”新江苏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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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加快数字化发展，

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协同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转型。”

作为制造业发展高地和外向型经济大省，江苏数字化制造走在全

国前列，但也存在着一些短板和掣肘。南京师范大学沈春苗主持

的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基地项目“产业融合创新驱动江苏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路径与对策研究”，分析江苏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

发展现状与存在问题，提出促进江苏数字化制造发展的对策建

议，为“强富美高”新江苏建设提供有效支撑。

一、江苏数字化制造发展的基本现状

1.政策支撑体系日臻完善。围绕“数字强省”总目标，江苏

从顶层设计到行动规划再到实施方案，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政

策支撑框架和保障体系。如，2018 年印发了《智慧江苏建设三

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明确了智慧江苏建设的目标、任

务、路径和重点工程；2019 年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第五代移

动通信网络建设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提出了新一代信息

基础设施建设与应用水平提升的政策措施；2020 年出台了《关

于深入推进数字经济发展的意见》，对数字经济发展做了战略性

安排；2021年发布了《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21-2023

年）》，对工业互联网重点工作内容做了系统部署。

2.基础设施建设日益加快。一是信息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据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0年江苏建成 5G基

站约 7.1万座，基本实现各市县主城区和重点中心镇的 5G网络

全覆盖；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 3756.8万户，比去年增长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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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互联网传输流量 109万亿 GB，同比增长 27.9%；长途光缆

线路总长度为 4.0 万公里，较去年增加 1321 公里。二是工业互

联网建设稳步推进。目前，江苏已拥有省级重点工业互联网平台

42 家，并已应用到 30 多个国民经济重点行业，连接到超 4000

万台工业设备；同时，拥有超大规模数据中心 5家，在 15个核

心节点城市调试开通未来网络试验设施。

3.经济发展成效日趋显著。一是数字经济规模不断扩张。据

《数字江苏建设发展报告》统计，2019 年江苏数字经济规模超

过 4 万亿元，在全国名列第 2 位，占全国数字经济规模比重为

11.2%，占江苏 GDP 比重超过 40%；2020 年江苏规模以上软件

业务收入为 10814.6亿元，位居全国第 3位，同比增长 17.5%，

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营业收入也比上年增长 23.5%。二是工业互

联网产业规模显著增加。据《中国工业互联网产业经济发展白皮

书》显示，2019年江苏工业互联网产业增加值达 3573亿元，位

居全国第 2位，占全省 GDP比重为 3.6%，产业规模增速为 21%

左右，带动就业人数超过 250万人。

二、江苏数字化制造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

1.制造企业数据共享不充分。一是数据治理和数据安全风险

制约了数据共享意愿。由于工业数据安全要求远高于消费数据，

因而在采集、存储和应用过程中一旦泄露工业数据，会给企业和

用户带来严重的安全隐患；如果被篡改，不仅会导致生产过程发

生混乱，甚至会威胁产业、城市和国家安全。因而，在数据安全

保障机制和责任划分制度不健全的情形下，数据安全风险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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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问题已成为制约工业企业数据共享的主要因素。二是数据兼

容性问题弱化了数据共享激励。目前，尽管大数据国家标准已经

启动，但尚处于宏观系统层面，尚未细分到行业和产品层面。同

时，工业设备种类繁多、应用场景复杂，导致不同类型的工业数

据格式差异较大，数据接口和格式标准不统一等，导致数据难以

转化为有用的信息和知识，限制了大数据的应用范围，削弱了工

业企业分享数据的内在激励。

2.制造业数字化发展不平衡。一是企业数字化发展不平衡。

调研发现，除少数领域头部企业正在积极推进数字化转型外，大

部分传统制造企业对数字型制造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认识不足，转

型成本高、技术研发弱、新技术应用场景不明朗等问题是降低中

小企业转型意愿的原因。二是地区数字化发展不平衡。据《2020

数字江苏建设发展报告》显示，2019 年江苏全省数字发展评价

指数为 76.0，其中，苏南五市数字化平均水平为 83.4，苏中三市

为 73.9，而苏北五市仅为 69.9，这说明数字发展的地区差距较为

显著。三是行业数字化发展不平衡。据《长三角数字人才与制造

业数字化转型研究报告》测算，2019年南京软件与 IT服务行业、

计算机网络与硬件的数字化渗透率分别为 25.5%和 19.8%，而制

造业数字人才渗透率仅为 5.1%，这一定程度上表明江苏制造业

的数字化渗透率要落后于服务业。

3.制造数字转型基础不坚实。一是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不

足。调研发现，当前江苏工业核心零部件元器件和关键材料大量

依赖进口的现状并未得到根本改变，技术基础薄弱直接制约了数



— 5 —

字化转型成效。二是数字人才出现结构性短缺。江苏虽然是科教

大省，但是高端复合型人才和高水平毕业生流失率较高，并且与

上海数字人才行业分布较均衡、杭州数字人才主要分布在信息通

讯技术行业不同的是，江苏数字人才在传统产业中的就业比重更

高，这与江苏数字经济规模位列全国第 2的地位不相称。三是数

据交易平台发展滞缓。虽然目前国内形成的 14家数据交易平台

中有 1家来自江苏，但是囿于数据定价规则不完善、数据保护不

到位等影响，数据交易成交量远低于预期设想，这不仅降低了数

据供需双方对交易平台的依赖，还制约了数据资源的使用效率。

三、推动江苏数字化制造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1.健全数字人才培育体系，厚植数字化制造根基。一是创新

引进模式。主动融入长三角人才一体化网络体系，对标国内外一

流人才服务标准，创新“城市+产业+平台+项目”引才模式，实

现人才链与产业链和创新链的有机衔接。二是提升培养质量。充

分利用江苏科教资源优势，鼓励高校根据数字化制造发展需求修

订专业培养方案，在课程设置中有机融入数字化制造、智能制造

以及新一代互联网通讯技术等的理论与案例。三是优化培育方

式。鼓励制造企业与职业类院校合作建设数字实训基地和数字生

活学院，为企业员工和院校学生提供专业化技能培训，推进数字

化人才培养的标准化和规模化。

2.推进工业数据标准建设，增强数字化制造规范。一是完善

工业数据标准体系。鼓励江苏企业、研究院所积极参与工业大数

据国标建设，对基础标准、业务标准、治理标准和技术标准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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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统筹，加快数据质量、数据治理和数据安全等关键标准研制。

二是推动大数据标准落地应用。有针对性地选择重点行业、地区

和企业开展标准验证和试点推广，加强优秀案例的标杆宣介，提

升企业主动对接数据标准的积极性。三是创新工业数据标准的场

景应用。通过加大对制造企业智能化技术改造的财政信贷支持力

度，拓宽工业大数据标准应用的新模式新场景，激发企业主动推

进制造业全生命周期数据标准化的内生动力。

3.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夯实数字化制造基础。一是摸清

重点产业关键核心技术的发展现状。围绕江苏重点行业全产业链

布局创新链，翔实梳理各环节配套产品或服务的供应商来源，精

心绘制关键设备或零部件倚重进口的“全产业链标准图谱”和

“卡脖子技术清单”，为精准施策创造条件。二是鼓励头部企业

组建创新联合体。通过优化科技奖励项目、完善科技评价机制等

措施，激发头部企业组建以科研平台为依托、以科研项目为载体

的创新联合体，协同开展关键共性和前沿核心技术的攻关。三是

加强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力度。构建高水平科技成果市场化转化平

台，打通科技成果向市场化转化的中梗阻，推动产业链和创新链

的双向融合。

4.提升数据安全治理能力，加快数字化制造转型。一是健全

数据安全法律法规。依托国家出台的《网络安全法》《个人信息

保护法》《数据安全法（草案）》等，切实推进江苏数据规范交易

和个人信息保护工作，促进大数据交易市场健康发展。二是加大

数据安全技术研发力度。鼓励科研机构开展基于数据安全与隐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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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的技术攻关，强化政府和企业对关键数据资源的保护能力，

进而增强数据安全预警和溯源能力。三是加大数据安全保护执法

力度。严厉打击非法泄露数据和买卖数据等行为，加大对危害数

据安全行为和个人信息恶意泄露的惩戒力度。

（作者沈春苗，系南京师范大学商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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