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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理出链上企业当前普遍存在的堵

点、难点问题，以场景化的应用解决方案，

批量化复制应用，以解决改造资金的难

题，是我市目前正在帮助企业开展的相关

工作。

从去年底开始，市工信局已在全市多

个优势产业领域开展摸底。经过前期深度

调研，已整理出首批重点行业数字化转型

问题 105 个，并征集了部分企业数字化转

型需求。

这份问题清单，不仅精准地剖析了各

行业数字化转型的主要问题与挑战，更是

一张可“按图索骥”的商单。

比如，株洲最引以为傲的先进轨道交

通领域，目前也仍存在工艺设计环节中数

据隔离、经验依赖和效率低下等痛点难

点，生产车间也急需实现数字化、透明化

管理，以实现降本增效。中小航空发动机

领域，缺乏高效的数字化排产系统，数据

孤岛现象严重，对生产现场的问题响应速

度慢等等。先进硬质材料领域，则存在产

品种类多但订单执行情况无法及时掌控，

成本超出预期，非标产品生产的标准化和

自动化困难等等。

株洲宜安精密制造有限公司正在建

设的精密新能源汽车镁/铝合金零部件压

铸 5G数字化车间项目，计划通过对数字化

车间整体规划、工艺流程设计和网络架构

规划，构建数字化工厂平台框架，实现新

能源汽车零部件的研发、工艺、制造过程

的数字化，以及制造过程自动化、精益化、

高效化、数字化与智能化。按照计划，该公

司与服务商合作搭建的 5G 内网搭配可柔

性扩展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可轻松实现关

键设备 5G 联网率达 90%以上，通过云边协

同技术、大数据技术的应用，可实现生产

线动态智能调度，建成后可有效降低企业

在生产过程中的运营管理成本。

更多的需求，还在路上。

今年 6 月，株洲成功获批中小企业数

字化转型试点城市。按照计划，我市将推

动 500 家中小企业开展转型改造、打造转

型样板 50家、规上工业中小企业数字化二

级及更高等级比例达 94%以上、培育“小快

轻准”产品 100个以上、培育专业服务商 50

家以上、打造“链式”转型案例 4个。

为此，我市将探索试点工作与工业互

联网、智能制造、技术改造、贯标推广、企

业上云有机衔接，打造中小企业数字化转

型“株洲模式”，同时在“小快轻准”产品方

面，引进一批优质服务商，开发一批标准

化 模 块 化 解 决 方 案 ，推 进 企 业“ 链 式 ”

转型。

“后续我们还将持续征集并及时发布

企业转型升级需求，为供需双方搭建合作

平台。”市工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这份“招募令”，既是面向制造型企

业，也是面向工业服务型企业，在供需双

方间搭好合作平台。收好这份有关智能制

造的“商单”，株洲机遇正虚席以待。

你 上 次 使 用 ATM 机 取 钱 或 存 钱 ，是 什 么

时候？

近日，央行发布《2024 年第一季度支付体系运

行总体情况》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一季度末，ATM

机具数量为 83.71万台，较上季度末减少 8358台。

7 月 4 日，记者走访株洲多家银行网点的自助

服务区发现，部分 ATM 机已停用。有银行工作人

员表示，只要现金消费的需求还存在，ATM 机就不

会退出。

记者注意到，银行在拥抱数字化的同时，不断

优化支付服务、提升支付便利性，也在探索 ATM

机的转型升级路径。

ATM机“坐冷板凳”？

“前几天参加一个朋友小孩的满月宴席，去银

行 ATM 机取了些现金封红包，这应该是今年第一

次使用 ATM 机。”市民小谭说，自己的工资卡绑定

了移动支付软件，每月支出几乎用不到现金，已经

很久没和银行柜员和自动柜员机打交道了。

与小谭类似的情况并不少见。许多居民不经

意间发现，一些银行网点的 ATM 机变少了，自己

使用银行 ATM 机的次数变少了。

记者在黄河路上一家银行网点的 24小时自助

服务区内发现，共设置有 4 个自助服务隔断区，上

方均写有“自动存取款机”，其中 2 个隔断区的上

方，已贴有“此设备已关闭”字条。记者在该网点观

察了 10 多分钟，也没有见到一位市民进入办理自

助存取款业务。

随后，记者又先后进入 3家不同银行网点的自

助服务区。在记者观察的十多分钟时间里，每家网

点最多都只有一两名市民使用 ATM 机。

“你有多久没在 ATM 机上存钱或取钱了？”面

对这个问题，在记者随机采访的 10多名市民中，超

七成的受访市民明确告诉记者，今年以来没使用

过银行 ATM 机。李女士坦言，现在不管是支付还

是转账，直接用手机就可以操作，非常方便，她身

上几乎不带现金。“印象中，上一回去 ATM 机取

钱，还是过年给亲戚家孩子准备压岁钱，一下取了

几千元现金。”

回忆起上一次去银行 ATM 机取钱的日期，市

民刘文已经记不清了。如今，大到买车，小到买早

餐，他几乎所有的交易都是通过手机支付完成的。

某银行工作人员表示，现在使用 ATM 机的客

户确实变少了，“年轻人习惯移动支付渠道，银行

也都有 App，老年人一般都直接到柜台找我们帮

忙。ATM 机一般是春节大家需要取现金包红包，使

用的人比较多些。”

去年全市电子支付5.13亿笔
金额2.24万亿元

ATM，是英文 Automatic Teller Machine 的缩

写，中文为自动存取款机，其基本功能包括存取

款、余额查询、更改密码等。1987 年，我国引进了第

一台 ATM 机，此后我国逐渐发展成全球最大的

ATM 机市场。但在移动支付飞速发展的当下，

ATM 机渐渐失去光彩，其数量也出现了缩减趋势。

6 月 28 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2024 年第一

季度支付体系运行总体情况》数据显示，截至今年

一季度末，ATM 机具数量为 83.71 万台，较上季度

末减少 8358 台，全国每万人拥有 ATM 机具 5.94

台，环比下降 0.84%。

一边是 ATM 机遇冷，另一边，则是电子支付

业务量的持续提升。

央行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银行共处

理电子支付业务 700.54 亿笔，金额 851.46 万亿元，

同比分别增长 3.66%和 2.36%。非银行支付机构处

理网络支付业务 3114.19 亿笔，金额 85.93 万亿元，

同比分别增长 16.86%和 1.50%。

株洲与上述情况一致。

人民银行株洲市分行数据显示，去年，全市实

现电子支付共 5.13 亿笔，金额 2.24 万亿元，同比分

别增长 18.12%、3.57%。其中网上支付业务量 1.32

亿笔，同比增长 9.55%，金额 1.23 万亿元；电话支付

业务量 0.28 万笔，金额 0.67 亿元；移动支付业务

3.35亿笔，金额 0.88万亿元。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ATM 业务量下降，

全年 ATM 业务量 2345.2万笔，金额 872.81亿元，同

比分别下降 3.46%、3.56%。

“一降一升，主要是移动支付的冲击、银行降

本所需和消费者便捷支付需求等多重因素的共同

作用，是技术进步和支付习惯变化的必然结果。”

一位银行人士表示，在此过程中，银行也在加速推

进数字化转型，推出更多智能化便捷服务，这也在

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人们对 ATM 机的依赖。

ATM机不会淘汰
服务升级是趋势

ATM 机数量缩减，是否意味着会消失？

“随着金融消费与服务转型，ATM 机数量减少

是必然结果。”业内人士表示，尽管其数量逐年减

少，但在满足用户存取现金的基础需求方面，ATM

机仍是不可或缺的工具。

比如，老年群体还没有全面“触网”，不习惯电

子支付，他们对现金支付有需求；还有 ATM 机无

论多晚都可以去存款，对一些有夜间存取钱需求

的消费者还是很有必要的。

一国有大行工作人员表示：“只要有现金消费

需求的存在，ATM 机就不会退出。”

记者注意到，银行在拥抱数字化的同时，也在

探索 ATM 机的转型升级路径，赋予其新的使命。

比如建设银行株洲市分行已在全市 6 个网点投入

16台新型自动存取款机，新增取 10元钱的功能，满

足市民更多元的需求。

此外，还有银行在 ATM 机上引入人脸识别、

扫码功能，允许客户通过“刷脸”“扫码”完成存取

款操作；也有银行将 ATM 机的功能扩展至转账、

缴费、货币兑换、投资理财咨询等多个领域，使其

成为银行服务的多功能自助终端。

智能制造，株洲蹚进深水区

数智化转型
带来新需求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高晓燕 通讯员/杨思思

就株洲而言，优势产业龙头企业早已

启动了数智化进程且颇有成效，如今，围

绕龙头企业、集聚在产业链上的大中小企

业，无论主动还是被动，正在快速进入这

一进程。

长期以来，我市持续推动制造业“智

改数转网联”，以新一代信息技术赋能千

行百业，积极为企业搭建数字化转型经验

交流、供需对接的平台。近年来，我市加快

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实施

“智赋万企”行动，持续推动经济高质量发

展。

今年以来，全市已新获评国家级智能

制造专项 5 个，省级智能制造专项 18 个，

数量均居全省第二位。1 月至 5 月，株洲新

增上云企业 4998 家，上平台企业 437 家，

智能制造企业 60 家，智能制造产线（车

间）141 条（个），智能工位 808 个。截至今

年 5月，株洲累计推动企业上云 45734家，

上平台 2827家。

支持企业积极开展数智转型，有政

策，更有资金支持。“省级智能制造政策，

对智能制造标杆企业最高可奖励 100 万

元，智能制造标杆车间最高可奖励 50 万

元。”市智能制造中心相关负责人解释。

今年 4 月，工信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

《推动工业领域设备更新实施方案》，提出

到 2027 年 ，工 业 领 域 设 备 投 资 规 模 较

2023 年增长 25%以上，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关键工序数

控化率分别超过 90%、75%。新一轮的设备

更新正在启动，大中小企业如何抢抓机遇

完成自身升级发展？

上述负责人建议，企业可利用好现有

国家政策开展智能制造，比如，有技术改

造项目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可申请“科技

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政策支持，采用

“先贷后借”模式，可享受按贷款本金的

60%提供的资金支持，利率可低至 1.75%。

同时，新购置单台设备 50 万元、成套设备

（含软硬件）500 万元以上工业企业，还可

申请税收优惠支持。

当下，仍有不少中小微企业面临“不

愿转、不敢转、不会转”难题，对如何开展

数智化转型模糊不清，同时也对改造提升

费用心存疑虑。

工信部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数字化

专家鲁远航分析，不少中小微企业已认识

到数字化转型的战略重要性，但还未制定

相关战略，未确立数字化转型对于企业创

新发展和转型变革的引领地位。在实际运

行中，由于企业当前数据、组织、系统、流程

无法有效支持业务模式创新和跨组织协作

创新，没有形成以数字能力沉淀和按需调

用赋能业务轻量化、协同化的发展模式，难

以响应日益不确定的发展要求。此外，现场

数据采集率普遍不高、不同业务条线间存

在数据壁垒、数据开发和利用水平和能力

不足等等问题，也不同程度存在。

此次对接会上，一批先行企业分享了

自身经验和案例，以卓有成效的改造业

绩，印证数智化带来的巨大变革。

潍柴火炬科技公司是我市的大型火

花塞生产企业。随着国家 5G 智能制造战

略的提出，该公司不断加大科技投入力

度，规划在总部正式部署 5G 网络和 5G 智

能制造创新业务应用，实现产业信息化改

造，建立 5G示范智能工厂。

与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株洲分公

司开展合作后，通过工业私有云+5G 网

络+高速专线的新工厂模式，潍柴火炬科

技公司设备综合管理效率提升 20%，节约

人工成本 459.8 万元以上，能耗较原有能

耗可节约 10%，平均每年节约能耗可达

87.8万元以上。

“企业的数字化应该从治理‘聋哑傻

残’开始入手。”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株

洲分公司行业专家林勇志分析，解决生产

设备没有互联互通这类“听不见”的问题，

生产状态、故障信息、生产信息不透明这

类“说不出”的问题，仅靠人工反馈且不客

观的“决策失误”问题，以及先进的信息系

统“大脑”与生产需求“身体”不协调的“感

统失调”问题。

解决中小微企业最直观的改造资金

难题，也有机构给出了新方案。

宁波银行全资子公司——永赢金融

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赢金租）”，专

门服务于制造业的金融机构，为中小企业

量体开发了多种类型的解决方案。当前，

设备厂商和制造业企业都存在卖设备和

买设备的强烈诉求，设备厂商希望扩大销

售规模、快速回笼资金，而制造业企业希

望低首付购买设备，手续快速便捷，设备

能尽快投产。永赢金租可通过租赁的方式

帮助客户采购设备，最高可到 3 亿元，期

限最长可达 5 年，采购企业仅需提供营业

执照、设备购买合同等即可申请。

目前该公司已在株洲开展了相关业

务，以我市一家年销售额 4000 多万元的

硬质合金企业为例，2023年该企业拟升级

产品结构，进一步向深加工发展，准备升

级一台进口真空镀膜设备，设备已付首付

款同时生产上又接到了一笔大的订单，流

动资金存在一定缺口，亟须一笔贷款解决

燃眉之急。得知企业需求后，永赢金租以

现有生产设备为租赁物，量身订制了两年

期共 400 万元的融资租赁方案，帮助企业

盘活存量设备、快速补充流动资金。

“通过这些实实在在的案例分享，我

们希望能够带给更多企业启发。”市工信

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今年以来，依托全省首家工业软件园

——天元工业软件园、数促会、各行业协

会、市智能制造协会等平台，我市已开展

神农湖畔企业会客厅、产业链数字化转型

座谈、供需对接、技术分享等精准对接赋

能 23场，参加人数超过 1300人次。

以制造为底色的株
洲，正快速推进新一轮的数智

化浪潮。专注数智化转型的株洲优势
企业，正涌现出大量的改造升级需求。

如何帮助制造业企业花最小的成本走
最直的路？如何让真正有价值、有“刷子”的
服务型企业赋能株洲产业并在此实现自身
价值最大化？6月底，市工信局、市智能制造
推进中心、市智能制造协会联合举办了
“智赋万企”之企业数字化转型典型案

例分享暨供需对接会，抛出了一份
智能制造“招募令”。

▲某银行的自助服务区，部分

ATM 机已暂停使用。 刘芳 摄

1 上云企业增至45734家

2 先行者已尝到甜头

3 首批105个痛点
难题等待解决

中车株洲所时代电气制造中心。 企业供图

银行的ATM机变少了
技术进步和支付习惯变化，电子支付业务量持续提升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刘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