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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中小企业面临着多元化的激烈竞争环境，数字化转型是企业提升核心竞争力、抵

御风险、促进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本文分析了中小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必要性、发展现状和

面临的困境，并提出了数字化转型的路径。研究表明，尽管我国有政策支持和试点示范加快了中小企业

数字化步伐，但仍面临资源不足、技术薄弱、人才匮乏、认知局限等严重障碍。在此背景下，提出了以

下优化路径：政策引导资金支持，优化税收政策以降低创新成本；技术创新驱动转型，利用低成本数字

化工具优化业务；建设数字化人才能力、通过校企合作弥补人才不足；提升企业转型认知、鼓励管理者

制定长期数字化战略。通过助力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突破资源约束，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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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SMEs are facing a diversified and fierce competitive envi-
ronment, an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s an inevitable choice for enterprises to enhance their core 
competitiveness, resist risks and promot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ne-
cessity, development status and dilemmas faced by SMEs in the process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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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proposes a path for digital transformation. The study shows that although China has policy sup-
port and pilot demonstrations to accelerate the pace of digitalization of SMEs, they still face serious 
obstacles such as insufficient resources, weak technology, lack of talent and cognitive limitations. 
In this context, the following optimization paths are proposed: policy-guided financial support, op-
timizing tax policies to reduce innovation costs; technology innovation-driven transformation, us-
ing low-cost digital tools to optimize the business; building digital talent capacity, making up for the 
lack of talent through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and improving the cognition of enterprise 
transformation, encouraging managers to develop a long-term digital strategy. By assisting the dig-
ital transformation of SMEs, we will break through resource constraints and achieve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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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数据作为一种资源，已经成为经济发展中的关键要素之一，引发了经济

社会的深刻变革。数字经济的发展速度之迅速、影响程度之深远、推广范围之广泛，正在逐步改变着社

会各方面的生产、生活以及现代化治理方式，成为一国在全球重塑经济结构、改变竞争格局、拓展经济

发展空间、进而成为数字强国的关键力量。我国《“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中明确了我国数字经济

发展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等，强调了要大力实现产业数字化转型。

企业作为各行各业的主力军，是推进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环节，尤其是中小企业能否在数字经济背景下

得到赋能，实现数字化转型，是值得关注和研究的问题[1]。 
在全球经济格局调整以及数字经济迅猛发展的大环境下，数字化转型不仅仅是中小企业自身发展过

程中内在的需求，更是它们优化自身资源配置、提升产业创新能力、助力经济达成高质量发展目标的核

心要点。中小企业作为推动经济与社会进步的主要力量，不仅是带动全球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还是社

会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向以及主流的产业组织模式。从全球企业的总数来看，中小企业的占比高达百分之

九十，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占据着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在促进就业岗位增加、推动科技创新以及带动

区域经济发展等诸多方面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2]。 
中小企业作为数量最为庞大、最具发展活力的企业群体，是我国实体经济的重要基础。根据第四次

全国经济普查所获得的数据发现，中小企业呈现出“五六七八九”的典型特征，贡献了超过百分之五十

的税收、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城镇劳

动就业岗位，以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企业数量。由此可看出，中小企业在国家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极其重

要，其数字化转型能否取得成功，将会直接影响到我国数字经济的整体发展程度，以及经济实现高质量

发展的推进过程。 

2. 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必要性 

2.1. 数字化转型是中小企业“助企纾困”之举 

当前，“数字鸿沟”是目前难以克服的障碍，它不仅减缓了中小企业生产力的增长，而且阻碍了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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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经济活力的释放，进一步加剧了企业和地区之间的不平等[3]。然而，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是推进新型

工业化进程不可或缺的前提，也是实现专精特新发展目标的重要手段。据中国中小企业协会相关统计数

据显示，2023 年中小企业发展指数总体趋势向好，累计增长 11 分，平均得分为 89.2 分，较 2022 年的

88.4 分有明显提升。在中小企业中，“专精特新”企业表现突出，在技术创新、模式创新、运营效率提

升、国际化发展战略等几个关键方面优势明显、进步较快。工信部数据显示，“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营

业利润增速全面高于中小工业企业 8.8 个百分点，整体利润增速更是高出 35.4 个百分点，体现了数字化

转型带来的强劲动力和发展潜力。 
中小企业在利用市场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许多的挑战。近年来，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不

断增加，给中小企业带来了各种压力，包括资金短缺、消费需求下降、市场竞争加剧等压力，增加了中

小企业持续发展的难度。为了克服这些挑战，中小企业将业务发展作为改革重点，选择将业务流程与数

字技术全面整合，通过促进业务流程和生产方式的创新，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方案，促使数字化业务运

营各个环节的运营效率，都得到显著提高。这种数字化转型不仅是中小企业适应市场变化的重要途径，

也是提升中小企业核心竞争力、实现高附加值增长的重要方式。 

2.2. 数字化转型是中小企业提升竞争力、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 

随着新一代技术的发展，数字化已成为现代社会的基础，开拓了数字经济快速增长的市场，并对企

业的竞争力产生了重大影响。数字化加速推动中小企业产业各环节及产业链跨界融合，实现了企业组织

架构和商业模式变革和重塑。企业以数字化转型升级生产方式、管理模式、组织形式，纾解企业困境，

能够显著地降低企业的研发成本、生产成本、流通成本和金融成本[4]。据中工网数据显示，2024 年我国

中小企业加快转型升级步伐，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成为主要转型方向。中小企业有效发明专利产业

化率达到 55.1%，连续两年上升，体现了中小企业创新成果的高效转化。同时，“小巨人”企业平均研发

投入占营业收入比重达到 7%，表明中小企业在创新投入方面的积极性。目前，我国已有专精特新中小企

业超过 14 万家，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超过 60 万家，这些数据充分展现了中小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的

积极成效和巨大潜力。 

2.3. 数字化转型是传统制造业转型的关键，是完善产业链共生发展生态的根本要求 

以数字技术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智能技术和智能化，是我国制造业改革发展的重要方向。我国中小企

业主要从事传统制造业，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下游，集中在价值链最底层的加工组装环节。企业可以发

挥作用，通过数字化推动自身结构和组织的变革，放大、复制和再造数据要素，促进经济发展。这样，它

们可以通过降低运营成本、加快流程重组和提高生产效率，从所有要素、回路和链条中获益。据工信部

数据显示，通过实施智能制造示范项目，建立先进的数字化工作场所和智能工厂，有效提高了制造业生

产率[4]。305 个示范项目的前后对比显示，制造业生产率平均提高了 37.6%，能源使用量平均降低了

16.1%，运营成本平均降低了 21.2%，产品开发周期平均缩短了 30.8%，产品缺陷平均降低了 25.6%。产

品开发周期平均缩短了 30.8%，产品缺陷平均减少了 25.6%。 

3. 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现状 

近年来，我国将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纳入国家发展战略重点领域，不断加强顶层设计，充分激发中

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内生动力，强化相关政策落实。工信部印发了《中小企业数字化水平评价指标》《中

小企业数字化提质增效专项行动方案(2025~2027 年)》等重要文件，联合财政部实施中小企业数字化试点

工程，支持近百个城市，推动 4 万多家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全国 20 多个省级政府也制定了支持中小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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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数字化转型的战略和措施，不断加强服务能力建设。对全球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实践的深入研究表明，

中国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成熟度显著提高[5]。 

3.1. 数字化水平整体提升 

我国中小企业的数字化水平不断提高，截至 2024 年 6 月底，参与数字化水平自我评估和自我诊断的

中小企业已超过 23 万家，这些企业在数字化基础设施、数字化运营和管理、数字化流程优化等方面都取

得了重要进展。一方面，这些中小企业的数字化水平迅速提高，数字化能力显著增强；另一方面在数字

化转型过程中，中小企业不断增加资金投入，积极寻求适合自身发展的转型路径，转型的主观意愿和内

在动力不断增强，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 

3.2. 区域与行业差异明显 

我国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中小企业数字化水平存在明显差异。东部地区资源较好、发展环境较好，

研发投入高、高技能人才多[6]，数字化转型起步早、水平高，智能制造和数字化管理的中小企业普遍存

在。相比之下，中西部地区资源相对有限，数字化基础设施薄弱，存在明显的“数字鸿沟”，中小企业数

字化转型整体水平有待提高；东北地区中小企业增速虽有明显提升，但数字化转型水平仍有待提高。从

行业来看，不同行业由于发展的基本原理、技术要求等不同，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进程和发展趋势也不同；

行业之间的数字化转型水平存在明显的不平衡现象[7]。其中，工业服务和信息技术行业的中小企业数字

化转型较为成功，生产、订单和销售的数字化程度较高，而传统制造业的中小企业由于设备陈旧、利润

空间较小，在数字化应用和智能化转型方面面临较大挑战，整体进展滞后。 

3.3. 专精特新优势明显 

国家级制造业“小巨人”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取得显著成效，已成为推动中小企业高质量成长的重要

力量[8]。截至 2024 年，我国有超过 14,600 家的专业技术型“小巨人”企业，在数字化转型方面投入大

量资金并取得突出成绩，成为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标杆。同时，这些“小巨人”企业，专注研发、设

计、生产、制造、运营和管理等关键领域，数字化程度远远高于一般的中小企业，其中有 70%以上的企

业简化了供应链关键环节的可见性，进一步推动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这些成长型企业不仅在数字化转

型方面投入大量资金，而且在技术应用和管理优化方面表现出色，成为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典范。 

3.4. 生态协同转型成效显著 

近年来，集群发展已成为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趋势。截至 2024 年，我国已建成国家级中小企

业集群 200 个，省级中小企业集群 688 个。这些集群以龙头企业为引领，在提升中小企业协同能力方面

取得了显著进展，在 2024 年 1~4 月实现了产值 1.9 万亿元，同比增长 8.6%；同时推动“链式改造”成效

显著，“链主”企业通过效率提升和业务协同，鼓励产业链上的中小企业转型和现代化，增强了全产业

链的能力。通过深入分析工信部遴选的 120 个“链改”典型案例，揭示了中小企业集群具有典型的示范

和带动作用，同时数字化供应体系实现了上下游协同，进一步提升了产业链整体竞争力。 

4. 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面临的困境 

4.1. 转型资金不足 

中小企业融资难极大地限制了其高质量发展和数字化转型。一方面，由于资金少、资产有限、风险

承担能力低、放贷能力差，中小企业很难从金融机构获得足够的资金支持，融资渠道受到限制，特别是

在疫情过后，金融机构信贷标准提高的背景下，导致流动资金严重不足[1]。另一方面，数字化转型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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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技术研发、培训和基础设施升级方面投入大量资金。然而，由于中小企业能力不足，外部融资困难，

转型成本高，试错风险大；同时，中小企业在网络、设备、IT 系统等方面的资源配置远低于大企业，资

源投入不足以满足数字化转型的需要。此外，消费市场疲软和商品价格上涨进一步增加了企业运营成本，

加剧了资金的严重不足，延缓了数字化转型的进程。 

4.2. 技术基础薄弱 

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面临技能基础薄弱的困境，主要表现为资金、技能和数据的缺乏。从资金因素

来看，数字化转型需要全新的数字化技术、高水平的数字化人才、充足的资金储备，但中小企业往往缺

乏数字化设备、数字化技术、运营维护等必要的资金[9]，导致中小企业难以推行数字化转型战略，正所

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在技术要素方面，中小企业自主研发能力较弱，难以有效利用数字技术推动

创新，且多数企业缺乏基本技能和创新能力，难以将数字技术深度融入企业活动，限制了数字技术对创

新的支撑作用。在数据要素方面，中小企业数据资产积累水平较低，数据应用尚处于认知阶段，数据驱

动创新和现代化的路径缺失；多数企业尚未实施覆盖全生命周期、全流程的数据采集；数据碎片化、孤

立化，难以整合利用，形成“数据孤岛”[10]，难以充分挖掘数据的潜在价值，进一步加剧了数字化转型

的挑战。 

4.3. 人才短缺难题 

中小企业在数字化转型方面，面临着严重的人才短缺问题，这大大延缓了其数字化转型和现代化发

展的进程。我国中小企业普遍面临着高技能技术人才短缺和非技术劳动力过剩的结构性矛盾，导致无法

在激烈的数字化人才竞争中占据优势，也无法招聘到创新所需的技术人员。此外，由于中小企业规模较

小，难以在内部形成有效的数字人才培养体系。虽然一些企业建立了人才培养体系，但大多侧重于培养

人才的基本软件技能，忽视了技术创新、管理运营、战略规划等全方面的综合培养，这进一步体现了创

新所需的复合型人才供不应求，加剧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人才短缺难题[11]。人才匮乏导致中小企业数字

化转型过程中出现一系列问题，阻碍了中小企业的有效和可持续发展。 

4.4. 认知战略局限 

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在认知和战略上都面临着很大的局限性。一方面大多数中小企业的管理层对

数字化转型的认识不足，缺乏基本的理解和意愿，对数字化转型的前期投入和改革存在抵触情绪，同时

也没有意识到数字化转型所能为企业带来的技术赋能和长远利益，导致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各个项

目的实施、推进和实践难度加大。同时管理层对转型的认识大多停留在表面，无法从战略层面系统规划

转型路径，企业难以找准数字化转型定位，明确数字化转型的方向和执行路径，转型步伐停滞不前[12]，
陷入“转型失败”的困境。另一方面数字化转型投入巨大、风险大，中小企业对创新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认识不全面，缺乏经验和相关知识，难以验证创新价值，犹豫不决、步履蹒跚[13]，形成了“不敢转”的

问题。这些问题密切相关，严重威胁着数字经济时代中小企业的竞争力。 

5. 数字经济背景下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路径 

5.1. 政策引导资金支持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小企业是国家创新体系的必要和重要组成部分，对提高国家创新水平、

增强经济竞争力具有关键作用，同时报告指出要深化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和人才链的融合，全面支

持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这进一步要求政策法规提供框架和导向，党和政府支持数字经济的政策措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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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健全[14]。针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政府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入手： 首先，要通过加强融资与财政支

持的协同性，设立专项资金，提供低息贷款或补贴，推广税收减免、信贷优惠、补贴等优惠政策，拓宽融

资渠道，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促进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其次，要提高政策的精准性，根据企业规模、

行业特点、发展阶段等，完善分级、定向、分层的政策，对不同行业的企业进行差异化扶持。最后，建立

转型绩效评价体系，多维度评估数字化转型对中小企业的影响，加强政策执行监测，建立反馈机制，优

化政策内容和服务方式。 

5.2. 技术创新驱动转型 

中小企业应根据自身发展和行业特点，选择符合自身特点的数字技术，如 SaaS、云计算、低代码平

台等技术，精准解决业务问题，提高效率[15]。通过申请政府专项资金和补助金、与技术提供商建立联合

实验室分担成本等方式，克服经济挑战。利用外部资源采用成熟的解决方案，在关键部门优先考虑并逐

步扩大数字试点工具的规模，利用 RPA 和 AIoT 等轻量级技术优化流程，从而提高技术的利用率。通过

整合 ERP、CRM 等系统的数据，打破“数据孤岛”，借助数据分析优化仓储和精准营销，打造“小数据

–小循环–大价值”模式，激活数据价值。同时，引入多层次数据保护机制，打造内生创新生态系统，借

助外部技术顾问，弥补资源稀缺，实现业务与技术的紧密结合，通过标准化流程和数字化工具整合经验。 

5.3. 数字人才能力建设 

随着数字经济的兴起，企业对数字人才的需求急剧增加，尤其是既精通技术又精通业务的人才。然

而，中小企业在人才竞争中处于劣势，受资源和规模的限制，难以建立完善的内部人才培养体系[16]。中

小企业可以完善中小企业创新人才引进制度，健全人才引进服务机制和配套措施，鼓励中小企业引进高

技能数字人才。支持高校和科研机构开展数字化转型创新和培训，为中小企业培养高级技能型数字化人

才。发展多元化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开发实用、经济的场景化数字化解决方案，提高工业互联网服务中

小企业的整合能力，促进资源整合与共享。推动基地、园区、集群等工业互联网平台整合，促进资源整

合共享。鼓励更多专业服务机构基于实用创新技术，分步骤、分场景开发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工具，培

训相关中小企业人员，加快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进程[4]。 

5.4. 提升企业转型认知 

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需要强化转型意识，形成数字化思维意识，这是实现企业基础数字化、经营数

字化、管理数字化、效益数字化的主要指导思想和改革方向。数字化转型对于发展相对成熟的中小企业

来说，是一项系统而长期的工程，也意味着面临二次转型的挑战，改革的复杂性和阻力较大，因此，企

业决策者和企业管理团队必须形成统一的思想和深刻的启迪，对数字化转型的成果保持积极的态度，愿

意为成功实现企业的转型升级而努力。 
要强化这种转型意识，不仅需要企业高层决策者和管理者的参与，还需要销售部门、供应链和物流

部门、信息技术部门、产品研发部门、产品营销部门、人力资源部门负责人等关键业务部门领导的参与。 
只有关键部门负责人共享数字化思维意识，才能通过推进管理、营销、产品、业务流程的数字化，充分

理解和认识数字化转型的困难和挑战，从而有效推动和实施数字化规划和实施。 

6. 结语 

在新型工业化背景下，加快推进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于推动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深化制造业

数字化转型、鼓励新动能培育新的高质量生产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在调研分析中小企业转型发

展现状、特点和难点的基础上，提出优化支持方式的建议，包括政策驱动的资金支持、推动转型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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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数字人才的能力建设以及提升企业转型认知等路径优化建议，为中小企业发展打造坚实管用的基

础。未来，企业将全面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培育质量新生产力和新动能，为通过数字化转型推动中小

企业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有益的基础，提供坚实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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