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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选择题”到“必答题”，抢滩数字经
济、推动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中小
企业已箭在弦上。

通过“标杆引领”和“示范带动”形成智
能制造推广梯队，系统推进智能制造生态
体系建设，我市正在逐步扩大全市企业开
展数字化改造、网络化协同、智能化升级的
创建格局。

去年一年，我市新增国省市级智能制
造专项分别达到 5 个、2 个、29 个，梯次覆
盖的智能制造创建格局日趋壮大。

政策引导力度也在加大。出台《株洲市
智能制造三年行动计划（2021-2023年）》，
实施智能化改造“5423”工程，重点支持株
洲齿轮有限责任公司等 6家企业全力创建
我市首批中小企业智能制造标杆。对服务
能力较强、业绩突出且推动我市制造业企
业数智化转型成效明显的 7家市级智能制
造服务提供商，还给予一定奖励。

辅助企业开展智能化升级的“外脑”也
在加强。去年，我市新认定市级服务商 24

家。其中，株洲嘉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成为
我市第一家国家级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
润伟智能等 9家企业进入湖南省第三批智
能制造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推荐目录，总
数排全省第二。

发挥企业优势，本土企业构建数智转
型生态也在加快。加快工业 App、通用和专
用工业软件以及应用解决方案的研发推
广，湖南精益传动软件科技有限公司“基于
风电齿轮传动系统实时寿命预测的智能运
维工业 App”获批国家级工业互联网 App
优秀解决方案，嘉成智能互联 APP获评省
级优秀工业 App。

去年 10月，市工信局通过预演赛推选
了 5家企业报名参加全国首届智能制造创
新大赛·南部分赛决赛，最终，中车株洲车
辆有限公司车辆节拍化生产运营管控平
台、湖南三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陶瓷自动
成型线产业化应用 2个项目，成功从南部 6
省 52家参赛团队中脱颖而出，进入本次大
赛全国总决赛。

更多的新计划还在筹备中。
“依托重点企业，积极筹建智能制造研

究院等创新平台，组建株洲市智能制造协会
以及专家委员会。”雷学文介绍，今年我市还
将新认定 10家左右市级智能制造服务提供
商，支持智能制造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与用
户联合开发面向典型场景和细分行业的解
决方案，开发针对中小企业的解决方案。

此外，智能制造合作交流也将更加频
繁。我市还将继续组织企业代表赴发达地
区实地观摩学习，并组织企业信息化负责
人或核心高管参加智能制造专题培训，打
造一支本地化智能制造企业专家队伍。同
时还开展省外游学、现场观摩会、供需对接
会等多种对接活动。

通过开展国家智能制造先行区创建活
动，进一步完善政策体系，创新要素保障机
制，加快新技术融合应用，构建完善区域智
能制造发展生态，打造智能制造创新技术
策源地、示范应用集聚区、关键装备和解决
方案输出地，形成智能制造“株洲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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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数字经济是创
新发展的潮头。作为经济建设“金字塔”的塔
基，量大面广的中小企业，则是产业转型和跃
升的微观基础。

过去一年，制造株洲围绕智能化改造、数
字化转型，株洲以一系列的赋能行动，帮助中
小企业抓住“数字红利”、完成数字化转型、激
发发展新动能，打通中小企业迈向智能制造的
“卡脖”环节，为经济转型增添澎湃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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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经济中，有个词叫“用户画像”，是说各类互联网平台，
可以根据用户在平台上的操作和使用偏好，将其按一定逻辑进行
分类与分层，从而开展更加精准有效的个性化推送。

2021年，为了能更好地摸清底数、帮助中小企业加速数字化
转型的进程，我市也对这一群体开展了一次“画像”。

从去年 3月份开始，市工信局课题组选取株洲产业体系中具
有代表性的 65家中小企业进行调研，由点入面分析问题、自上而
下对标对表，并提出了中小企业智能化转型的建议。

调研报告显示，瞄准智能制造的主攻方向，我市遵循重点突
破、示范带动、分类推进的原则，以生产换线、设备换芯、产品换代
为重点，率先启动大中型企业智能化转型试点示范，累计实施智
能化改造项目 382 个，总投资达 200 多亿，截至 2020 年，株洲 90
多家大中型企业“两化”融合贯标率、工控设备互联率、关键工序
自动化率已达到 95%以上。

在实施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战略过程中，我市已实现主城区
和工业园区 5G网络全覆盖，成立全省首个智能制造产业联盟，遴
选发布智能制造服务商和方案解决商 12 家，为企业智能化改造
提供全过程、精准化指导。同时，智轨列车 5G智能系统、天桥嘉成
无人天车、国创自复位液磁断路器等一批智能产品成功投入市场
运营。

调研报告提到，目前株洲中小企业智能化水平总体处于初级
阶段，智能化改造的路径还不清晰，存在“宏观清晰-中观薄弱-微
观缺失”问题，比如，受重视程度、地方财力、企业实际等因素影
响，智能制造政策的主要受益群体集中在龙头企业，多数企业缺
乏顶层设计，影响智能化转型的整体性、连续性和协调性。从 65
家企业的调研情况来看，仅 9%的企业制定了明确的信息化智能
化改造中长期规划，有 64%的企业进行了生产环节的智能化改
造，有 24%的企业选择从优化设计环节入手，对物流、销售、服务
等环节进行升级的企业均不到 10%。

人才支撑也是个大问题。有 92%的企业在智能化改造方面缺
乏专业人才的支撑，有 94%的企业需借助外力进行智能化改造，
仅有 8%的企业具备生产管理类信息系统的研发团队。

“我们建议，对中小企业开展智能诊断，帮助他们明确转型路
径，提升创新能力。市级层面也要加大支持力度，提升服务质效，
组织专家团队服务帮助中小企业选择符合自身需求的智能化转
型升级战略。”市智能制造推进中心主任雷学文说。

数字化转型，政府扶持是辅助，企业的内
生驱动是主力。中小企业迈向智能化困在哪
一关？思路是第一关。

引导中小企业转变发展理念，实现精准
行业定位，将智能化转型作为企业发展的长远
战略，根据实际需求布局企业智能化转型进
程。2021年 12月底，市工信局组织全市42家成
长性较好、质量较高的智能制造企业核心高管
及相关负责人，深入长沙中南智能、中联重科、
中软国际、楚天科技、大汉集团和威胜电器 6
家智能制造标杆企业学习考察，并邀请湖南大
学、中南大学等专家教授进行授课。

去之前，有些企业认为年底事情多，安排
不出时间，有些企业认为“没什么好看的”。学
完之后，这些企业高管的想法都变了。

“听了专家和几位同学对数字孪生、深度
学习与神经网络等知识的分享，有了不同感
受，日后还要对这些知识进行补充学习。”汉德
车桥（株洲）齿轮有限公司持续改善部部长常
江表示，课堂上、参观中见到的新案例，让他想
到自己所在企业内部存在的类似问题。现阶
段，汉德齿轮已基本完成自动化，但数字化方
面还任重道远。到底如何打造智能化企业，暂
时还没有标准方法与可复制的经验，是我们每
个企业人应该认真思考与探索的问题。

湖南恒茂高科股份有限公司信息中心副
总监兰宇认为，学习之前，企业对国家战略政
策的理解一直停留在表面，没有深刻领悟宏
观政策产生的背景以及底层逻辑，学习之后，
对发展战略及趋势的理解更加深刻。而一系
列具体可感的参观，更让他领悟：“黑灯工厂
和自动化都不是最终目的，目的是倒逼研发
管理进行技术的标准化、模块化、通用化。自
动化的前提是自己要研究摸透所有的工艺，
将自动上下料，水电气废全部考虑在内。自动
化带来的不仅是效率的提升，更重要的是产
品质量的保障。”

这样的学习，贯穿了去年一整年。去年 4
月下旬，市工信局赴昆山、苏州、无锡等地学
习借鉴推进智能制造的先进经验和做法。6
月下旬，组织部分工业园区分管负责人、智能
制造实施企业、市智能制造服务提供商、湖南
工大工业互联网专家等 20余名代表，赴中国
联通（江西）工业互联网研究院及赣州数字化
转型成效显著的企业参观交流学习。

这些活动，获得企业家高度认可和一致
好评。

为中小企业进行数字“画像”

智 能 制 造 形 成 梯 次 覆 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