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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全球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进一步推进，数字化转型已成为制造业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本研究聚

焦云南省制造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路径，深入分析当前云南省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现状、面临的主

要挑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研究表明，近年来，云南省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产

业供给能力提升等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然而，目前云南省制造业企业在推进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仍面

临技术、资金与人才等多重瓶颈，转型速度和深度存在一定滞后。针对这些挑战，本文提出几项政策建

议，旨在加速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进程。通过实施这些措施，有望帮助云南省实现制造业的智能化、高

端化发展，推动产业结构优化与升级，为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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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further advancement of the globa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and industrial 
chang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has become a necessary path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path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in Yunnan Province, analyzes in-depth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in Yunnan Province, the main challenges they face, and puts forward prac-
tical policy recommendations on this basis. The study shows that in recent years, Yunnan Province 
has made significant progres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infrastructure and the improvement of 
industrial supply capacity. However, at present,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in Yunnan Province are 
still facing multiple bottlenecks, such as technology, capital and talent, in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there is a certain lag in the speed and depth of transformation. In response 
to these challenge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everal policy recommendations aimed at accelerating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process of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Throug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se measures, it is expected to help Yunnan Province realize the intelligent and high-end develop-
ment of manufacturing, promote the optimization and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region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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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加快建设制造强国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主线之一。我们应

始终把发展实体经济作为经济工作的主战场，努力推动新型工业化进程。制造业不仅是国民经济的支柱

产业，也是现代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前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国正在经历新一轮的挑战与机

遇，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正席卷全球。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我们必须抓住数字化发展的机遇，加快

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这也是实现科技创新能力提升、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由之路。数字

化转型不仅关乎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发展模式的转型，更直接关系到国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产业竞争能

力和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只有加快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打造战略性、前瞻性的产业能力，才能为中国经

济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云南省于 2022 年发布了《云南省数字经济发展三年行动方案(2022~2024 年)》，《行动方案》提出

实施 8 大行动 26 项工程，推动云南省数字经济发展再上新台阶。工业和信息化部在 2023 年启动了全国

数字化转型贯标试点工作，云南省作为首批试点省份被列入其中。试点工作开展以来，昆明市充分借鉴

重庆、成都等城市推广经验，建立“1 + 1 + N + X”的数字化转型组织架构；整合中央、省、地、县资金，

设立专项试点资金。截至 2023 年底，云南省已累计培育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标杆企业 23 家、工业互联网

示范应用 16 个、智能制造和企业“三化”改造示范 88 个，征集遴选云南省工业互联网服务商 160 余家，

重点培育的省级工业互联网平台达到 29 个，70 个项目入选工信部试点示范项目，在首批中小企业数字

化转型试点城市中，昆明市榜上有名。2024 年 1~11 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2.9%，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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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增加值增长 2.2%。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均同比增长 18.4%，能源工业同比增长 3.6%。 

2. 文献综述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深入发展，数字化转型已成为学术界日益关注的关键议题。作为国民经济的

支柱产业，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已势在必行。针对我国传统产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面临的现状与挑战，

学者们从多维视角提出了切实可行的路径和策略，旨在推动制造业的创新升级与全面转型。吕铁(2019)认
为，针对当前我国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实践中面临的问题，应从加快推进企业智能制造、行业平台赋能

和园区生态构建三条路径，积极务实地推动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1]。孔存玉，丁志帆(2021)认为，目前

我国制造业企业存在着“不想转型”“不能转型”“不会转型”三重困境，鉴于此，应采取多重措施加快

推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2]。孙小宁(2024)通过实证研究得出结论：数字化转型带来了企业实体投资和金

融投资的共同增长，宏观上实现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共同发展[3]。张天，易明，李霞(2024)的研究发

现：数字化转型明显促进了制造业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且企业规模越大，数字化转型的提升作用越明

显[4]。 
关于数字经济引领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径与机制，学者们从多维度分析了数字化转型的不同驱动因

素及其对制造业的深远影响。祝合良，王春娟(2020)从成本节约效应、规模经济效应、精准配置效应效率

提升效应和创新赋能效应五个方面剖析数字经济引领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机理，认为中国应从创新构

建数字化产业体系和政府引导产业数字化转型两方面来推进产业高质量发展[5]。张靖凯，陈军，邢炜(2024)
的研究表明单个因素无法单独发挥作用实现较高水平的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存在五条路径均可驱动高制

造业数字化转型，覆盖度由大到小分别为：技术创新赋能下市场驱动型、市场–技术双元驱动型、政府

–市场–技术多元驱动型、低人力资本和低数字基础设施下政府支持型、低政府支持下技术–市场双元

驱动型[6]。李璨，陈博等(2024)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可行路径划分为技术生产、商业模式与组织架构三种

导向，并认为制造业样本企业最倾向采取的数字化转型路径为商业模式导向；技术生产导向的数字化转

型路径对企业综合绩效增长的促进作用最大，是制造业企业长期竞争优势的来源[7]。 

3. 云南省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现状分析 

3.1. 顶层设计逐步完善 

云南省先后出台了《“十四五”数字云南规划的通知》《数字经济发展三年行动方案(2022~2024 年)》
《推动数字经济加快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云南省支持区块链产业发展的若干措施》等一系列政策文

件，明确要加强对数字经济主要行业中“专精特新”企业的培育和扶持，加快制造业、物流业、旅游业、

能源业、农业等行业数字化转型，积极推进“上云用数赋智”行动。鼓励企业加快推广网络营销、远程协

同、数字办公、智能生产线等应用，逐步实现从局部到全局的所有项目和流程的数字化转型。推进惠企

政策申报系统建设，探索创新惠企政策精准直达市场主体举措，拓展延伸各级企业服务队伍作用。预期

到 2025 年，全省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显著增强，数字化转型机制初步建立，转型进程明显加快，数字

化、智能化、网络化在各领域广泛应用。两化融合发展指数达到 75，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主要业务流程

数字化率达到 60%。届时，全省将建成各类工业互联网平台 85 个，为 2000 家企业提供数字化转型服务，

实现 10 万家中小企业上云上平台，连接 100 万台(套)设备上云[8]。 

3.2. 数字化进程和产业供给水平进一步提升 

随着《云南省数字经济发展三年行动方案(2022~2024 年)》目标任务的逐项落实，云南省的数字化进

程不断得到推进。数字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已连续三年保持增长，2021至 2023年间，年均增长率达到 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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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的营业收入持续增长，过去三年的年均增速为 26.4%，2023 年营收较 2020 年实现了翻

倍增长。与此同时，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的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稳步上升，2020 至 2022 年期间，增加值

年均增长率达 16.4%，其在 GDP 中的占比逐年提高。 
数字经济产业生态持续培育壮大：截至 2024 年，全省建成 34 个工业互联网平台，打造 20 个数字化

转型标杆企业和 25 个工业互联网应用示范项目，221 家企业达到“两化”融合管理体系标准，全省中小

企业上云上平台户数突破 9 万户。促成华为、腾讯、字节跳动等多家数字经济领军企业在云南设立子公

司，推动闻泰科技、北方夜视、南天信息、昆船科技等代表性企业提质增效，不断扩大数字经济中主要

行业的覆盖范围，提供数字技术、产品、服务、基础设施和解决方案，推动企业的数字化转型。 

3.3. 数字网络基础设施支撑有力 

云南省以支撑和推动数字经济发展为目标，聚焦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建设高速度、广覆盖、高

质量的网络体系，打造数字创新应用平台，推动传统基础设施的升级与改造，形成行业融合和赋能的新

型发展载体。 
截至 2023 年，省内各大基础电信企业已完成移动物联网的 IPv6 改造，具备了为物联网终端分配 IPv6

地址的能力。IPv6 活跃用户占比 81.1%，高于 68.3%的全国平均水平。16 个州(市)的 7 项千兆城市化指数

全部达标，以千兆光网、5G 为代表的“双千兆”数字基础设施基数不断扩大。全省已建成并在用 50 个

数据中心。截至 2024 年 9 月，全省年度新建 5G 基站 4.08 万个，5G 基站总量达 14.65 万个，超额完成

5G 基站建设任务。目前，云南省正大力打造昆明呈贡万溪冲智算产业园，园区已入驻昆明人工智能算力

中心、昆明国际算力中心等 9 个算力项目。 

3.4. “标杆工程”推动其他企业对标看齐 

自云南省开展数字化转型以来，省内越来越多的制造业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取得了重要的阶段

性成果。这些企业通过积极推进技术创新和管理提升，逐步攻克了各项转型难题，为全省制造业数字化

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2022 年，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配合中国移动云南公司在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锡业分公司落地 5G

专网，基于 5G 专网本地分流功能，为云锡智慧工厂建设赋能。结合新一代信息技术和工艺生产的需求，

云锡搭建了“1 + 1 + 1 + N”平台，即“一张精准行业专网+有色金属冶炼厂数据中台 + 智慧集控中心 + 
创新应用的融合方案的整体架构”。平台可支撑厂区运营、生产任务统一调度、生产资源统一分配，实

现生产运营智能化，制造数字化；发挥企业内部数据共享协同的效益，解决传统公司系统林立、功能重

叠、效率低下等问题。 
“十四五”期间，云天化集团聚焦数字化与绿色化融合发展支撑业务发展战略，着力完善数字化管

理体系，从组织结构建设、管控体系建设、管理机制建设等方面搭建符合集团数字化转型需求的管理体

系，最终构建绿色、创新、敏捷、智慧、安全的云天化数字生态圈。下属各企业对齐这一战略目标，围绕

数据能力共享平台的建设，以数据驱动化肥与现代农业、玻纤及复合材料、精细化工及新材料三大板块

的数字化转型，不断促进云天化集团的企业竞争力、影响力和创新能力的全面提高。云南省工业和信息

化厅公布的 2023 年云南省数字化转型标杆示范名单中，云天化集团下属的三环中化凭借其在数字化转型

方面的突出表现，成为石化化工领域唯一获评“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标杆企业”的公司。同时，云天化石

化的工业智慧工厂平台也凭借其独特的创新和应用，荣获“工业互联网示范平台”称号。 
2023 年 9 月，云南公路联网收费管理有限公司研发的“云通数聚”系列数据产品，在上海数据交易

所成功挂牌，成为云南在上海数据交易所挂牌交易的首个数据产品。2023 年的“数据要素×”大赛全国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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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赛上，云南白药与华为云联合参赛的“中医药行业雷公大模型”项目，在医疗健康赛道的竞赛中获得

二等奖，引领带动大模型及人工智能技术在中医药行业中的创新应用和发展。 

4. 云南省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面临的主要挑战 

2024 年中国软件行业协会发布的《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发展指数报告》显示，目前我国数字化转型呈

现出东部地区较为领先，而西部地区相对滞后的发展态势。云南省处于西部地区数字化转型的第五梯队，

仍面临着数字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不足、数字人才短缺以及高昂的转型成本等挑战[9]。 

4.1. 数字基础设施不完善 

根据《云南省数字经济发展规划(2021~2025 年)》报告，尽管云南省在加快推进 5G 网络建设和光纤

宽带覆盖方面取得了初步进展，但与沿海发达地区相比，云南的网络覆盖依然存在明显差距。特别是在

偏远地区，5G 网络的建设进度缓慢，很多地区仍然仅能依靠 4G 或 3G 网络连接，限制了高带宽、大数

据传输的应用。《云南省互联网发展报告(2024)》显示，2024 年云南省互联网普及率达 70%。同时期，

北京、上海等中东部发达地区网络覆盖率已达到 90%以上。这种差距导致了数字化应用在云南省的普及

速度较慢，尤其是在边远地区，信息化建设仍面临严重挑战。 
另一方面，在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化技术的支撑下，云南省的数据存储和处理能力仍不够完善[10]。

数据中心建设滞后影响了工业大数据的收集、分析和应用。根据《云南省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报告(2023)》
的研究，云南的数据中心数量和存储能力均落后于全国大部分省份，且大部分数据中心位于昆明市及周

边地区，尚未实现全省范围内的均衡布局。这使得云南省的工业大数据收集和分析能力受到局限，许多

企业无法依靠数据中心获得所需的高效计算和存储能力，进而影响了生产和决策的智能化水平。此外，

云南的电力供应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大规模数据中心的建设。由于地理位置和资源分布的不均衡，

一些区域的数据中心建设和维护成本较高。 

4.2. 制造业企业融资难融资贵 

除少数作为“标杆”企业的制造业外，云南省大多数制造业企业仍属于中小型企业。在数字化转型

过程中，这些企业普遍面临较为严峻的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数字化转型需要投入大量资金来升级设备、购买软件系统、培训员工以及调整企业内部结构。尽管云

南省政府已经出台了一些政策鼓励中小企业的融资，但传统的融资渠道(如银行贷款)对于中小企业来说依

然存在较大门槛。银行对企业贷款的审批标准较高，尤其是要求较为严格的资产担保和信用记录，这对许

多中小企业来说无疑是巨大的压力。对于数字化转型项目，银行通常会认为这种投资风险较高，缺乏短期

的收益保障，进而提高融资难度。即使企业能够获得融资，融资成本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由于许多

中小企业在融资中承担着较高的利息负担，这使得企业在进行大规模数字化转型时，面临较大的资金压力。

特别是对一些高技术、长期投资的数字化项目而言，较高的融资成本往往会加剧企业的财务负担。 

4.3. 数字化意识薄弱，管理模式脱节 

尽管“数字化转型”这一概念在很多云南省的制造业企业中已逐渐被提及，但其理解和落实的深度

仍然存在显著差异。许多企业只是把数字化转型视为引进新设备、实施部分自动化，而未能真正认识到

数字化转型是一个涉及技术、管理、文化及组织结构等多个层面的系统性变革。具体来说，许多企业的

管理层并非技术背景出身，对数字化技术的理解多停留在理论层面，缺乏对技术背后原理的深入认识。

例如，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应用在许多企业中仍是较为模糊的概念，管理层不清楚这些技

术如何具体落地，如何帮助企业提升生产效率或降低成本。由于缺乏对数字化技术的充分理解，很多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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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层在制定数字化转型战略时，未能依靠数据驱动的决策模式，依然依赖于传统经验和直觉判断。这种

管理模式往往导致转型目标不明确、实施过程缺乏灵活性和适应性。更严重的是，缺乏清晰的战略规划

会使企业在转型过程中走弯路，浪费时间和资源。由于以上原因，许多企业在实施数字化转型过程中，

无法获得理想的效果。企业的数字化应用往往只是表面化的，更多的是为了“效仿”而实施的技术导入，

缺乏系统性的深入应用。这导致了企业在实现智能化、数字化的过程中，无法在生产效率、成本控制、

产品创新等方面得到实质性的提升。 

4.4. 产业链协同难度大 

云南省的许多制造业企业的产业链尚未实现数字化的高度融合。产业链的上游包括原材料供应商、

零部件供应商等，下游则涉及到渠道分销商、终端客户等。然而，许多上游企业和下游企业的信息化水

平较低，甚至存在信息孤岛现象，导致整个产业链的数据共享与协同效率非常差[10]。 
上游原材料供应商大多数是传统行业中的小型企业，这些企业缺乏数字化管理工具、信息系统和数

据处理能力。尽管一些大企业已经开始使用信息系统(如 ERP、供应链管理系统等)，但多数中小型原材料

供应商仍在使用传统的手工记录和管理模式。由于这些企业的数字化程度较低，信息传递和数据共享的

速度和准确性难以保障，导致上游企业的生产计划、交货时间、库存管理等方面的信息传递往往存在滞

后和误差。同样，云南省的许多下游渠道分销商也未能实现数字化转型。许多分销商仍依赖传统的手工

订单和销售记录，缺乏实时的库存管理和数据分析能力。这使得在销售预测、库存管理、供应链协同等

方面的决策效率较低。随着各环节的数字化程度不同，信息孤岛现象在产业链中显得尤为突出。上游供

应商、制造企业、下游分销商等之间的独立性较强，缺乏有效的信息对接机制。这导致了数据的不对称，

企业无法基于实时数据进行精确的决策。 

5. 对策建议 

5.1. 政府层面 

5.1.1. 加强政策落实与动态评估 
云南省围绕制造业“两化融合”和数字化转型需要[11]，加强政策落实与动态评估，推动制造业向高

端化、绿色化、智能化方向发展。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会同有关部门定期对规划实施情况进行检查，

督促落实工业发展规划、政策措施和年度实施方案，及时向省政府报告重点环节的落实情况。建立动态

评估机制，落实年度动态调整机制，组织开展规划调整中期评估，确保规划在宏观与微观上的需求相一

致。 

5.1.2. 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发挥数据要素优势 
一是加大对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特别是在 5G、光纤宽带等关键领域。重点推动偏远地区的网

络覆盖，降低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10]。通过政府引导、公共–私人合作等方式，推进 5G 网络和光纤的

建设与普及，提高网络带宽和连接的质量，确保工业大数据能够快速传输和应用。二是推进全省范围内

的数据中心建设，推动数据中心向昆明市之外的其他城市扩展，确保各地企业能够享受到高效的存储和

计算能力。三是推动数字化技术(如云计算、大数据)在企业中的应用，尤其是在工业数据采集、分析和应

用方面的提升。通过政策支持、资金补助等方式，帮助企业开展数据采集、清洗和分析工作，并推动工

业互联网平台的搭建，帮助企业实现智能生产、预测性维护和供应链优化。 

5.1.3. 构建协同联动的政策资金支持体系 
遵循“规划引领、资金保障、资助支撑、政策协同”的协同联动机制，推进“精准招商”。建立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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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政策支持体系，牵头对接国家相关战略和规划，坚持项目跟着规划走，资源要素跟

着项目走。建立相关部门、城市、园区联合招商支持机制，提升新发展阶段下招商引资的能力，重点关

注上下游企业、项目和平台，有针对性地支持产业链完善。落实重大项目清单，保障项目规划选址、土

地供应和资金需求，简化相关行政手续。统筹省级财政资金，加大对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支持力度，通

过财政奖励、土地提供、税收优惠、技术支持、首轮首购风险补贴等措施，帮助龙头企业培育建设大型

项目，发展产业关键共性技术。 

5.1.4. 建立多元化金融支持体系，助力数字化转型 
设立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专项基金，支持核心技术研发和大型项目建设，利用金融手段带动社会资本

积极参与制造业数字化改造项目投资。引导金融和实体经济为产业供应链提供金融服务，以完善供应链

金融服务平台。鼓励金融机构开发创新型金融产品，为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提供定制服务。鼓励保险和担

保机构为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提供创新型保险产品和担保业务。加大对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和重大项目

发展的金融支持力度，对重点领域和行业企业实行清单制管理和定向信贷，降低中小微企业综合融资成

本。 

5.1.5. 优化人才引进与培养机制，促进产业升级 
优化实施云南省培育和引进高素质人才、支持人才发展的相关措施[10]，着力于解决精通数字化转型

技术的人才及其家庭的生活、住宿和教育问题。大力实施“筑巢引凤”工程，根据企业实际需求完善人

才引进制度，建立健全高层次人才引进目录，建立高层次人才招聘联络站和技术合作平台，加强重点领

域和主要产业链薄弱环节关键人才的引进。坚持人才引进与本土政策相结合战略，制定制造业数字化转

型缺失人才目录。省内企业与省内外高校校企合作，着力培养学习技能、综合素质和行业需求相关知识，

大力培养先进装备制造业高端技术技能人才。 

5.2. 企业层面 

5.2.1. 发挥龙头企业引领作用，构建数字化产业生态 
行业龙头企业充分发挥引领带动作用，重点提高产业链的合作效率以及供应链的整合和协同程度。

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竞争力，带动上下游企业协同转型[11]。建设面向行业或产业集群的工业互联网平台，

开发标准化、模块化、解耦化的数字工具，打造贯通工具链、数据链、模型链的数字底座。引导上下游企

业开放制造能力、设计创意、专业知识，推动订单协同、研发协同和服务协同，提升社会制造资源配置

效率。鼓励龙头企业强化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预警分析，提升风险联动预测和协同处置能力，增强产业链

供应链韧性和风险防范能力。 
鼓励企业建设企业级工业互联网平台，实现不同层级企业之间的数据融合、互通与共享，从而提升

业务管理的协同效率。支持行业龙头企业在铜、铝、锡等重点领域建设具有特色的工业互联网平台，推

动各业务系统的实时监测、知识模型化管理以及智能化决策控制，进一步提升企业的整体运营效能和市

场竞争力。 

5.2.2. 分层次推进中小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产业融合 
中小制造业企业应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因“企”制宜、分层次推进数字化转型。对于基础较好的“专

精特新”企业或“小巨人”企业，应强化关键业务系统的部署与应用，围绕产品数字孪生、设计制造一体

化、个性化定制等复杂场景开展系统化的集成改造，提升核心竞争力[12]。同时，小微企业可以依托普惠

型上云服务与数字赋能，通过云计算和订阅式产品服务，提升研发、设计、生产管理和运营优化水平，

逐步实现数字化转型。此外，中小企业应加强与龙头企业的合作，推动标准适配、信息共享与业务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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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融入产业链和供应链。通过这种分层次的数字化转型路径，中小企业不仅能在自身资源条件下实现

转型，也能在整个产业链中获得更大的协同效应和竞争优势。 

5.2.3. 培养管理层数字化能力，推动业务决策变革 
企业应积极推动管理层加强对数字化技术的学习与培训，尤其是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

技术的应用。通过举办行业研讨会、培训课程、技术讲座等活动，提升管理层对数字化转型的认识，帮

助其理解数字化不仅仅是技术的引入，更是企业文化、组织结构和管理模式的全面变革。根据企业自身

的业务特点和市场需求，制定明确的数字化转型战略[13]，并建立以数据为核心的决策机制，减少对传统

经验和直觉判断的依赖。通过推动企业内部信息系统(如 ERP、CRM、SCM 等)与外部大数据平台的深度

对接，建立以数字化为驱动的业务决策模式[14]。 

6. 结语 

云南省的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作为推动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战略之一，正处于加速推进的关

键阶段。从政府政策的引导到企业的积极响应，云南省在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企业转型示范和技术创

新等方面已取得初步成效。然而，仍然面临着数字化认知不足、产业链协同困难、融资问题以及人才短

缺等挑战。为了进一步突破这些瓶颈，云南省需要加强政策支持，优化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同机制，提升

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并解决融资和人才问题[15]。 
随着数字经济的不断发展，数字化转型将成为提升云南省制造业竞争力和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核

心动力。通过深入实施数字化转型战略，云南省将能够在全国乃至全球制造业格局中占据更加重要的位

置，为实现经济结构优化、产业升级和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力量。展望未来，云南省应继续加大改革力度，

完善数字化基础设施，推动企业深化数字化应用，逐步实现制造业的智能化、绿色化与高端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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