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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升级问题研究 
杜玲燕 1 

（广州工商学院  广东  广州  510850） 

摘要：制造业是佛山市的基础和重要产业，对佛山市的经济发展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数字化转型是“十四五”时期提升佛山制造
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途径，也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当前，佛山制造业数字化转型须顺应创新趋势和发展要求，有效应
对数字化深度转型面临的挑战，加快数字化转型速度，培育佛山制造业产业核心竞争力，打造数字经济发展新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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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关制造业转型升级本身的思考 
（一）制造业转型升级内涵 

殷醒民（1998）将制造业转型升级表述为“制造业内部结构

的升级”和“制 

造业的深化”，认为一个国家（区域）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

问题是科学技术不断的进步；胡迟（2012）则认为制造业的转型

升级，就是在科学技术不断升级的基础上，促使现有的产业结构

相继的优化和调整。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过程的重点问题就是资

本产品不断的由低附加值、高污染和高消耗向高附加值、低污染

和低消耗升级。 

（二）制造业转型升级主要基础理论 

1.产业结构升级理论 

该理论认为产业结构的升级主要是生产要素由第一产业不

断向第二产业转移，再向第三产业转移。 

2.产业内转型升级理论 

产业内转型升级理论主要有迈克尔·波特提出的国家竞争优

势理论和“价值链”理论。波特认为一个企业原材料供应、设计、

生产、销售、技术等活动在生产经营中相互作用和联系，从而构

成企业价值链。 

二、佛山市制造业发展现状 
（一）佛山数字经济总体态势向好，但发展不够充分 

腾讯研究院联合腾讯云发布的《2020 数字中国指数报告》指

出，2019 年佛山 GDP 迈入万亿俱乐部，数字经济在其中发挥

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增速达到 64.5%；21 世纪经济研究院与阿

里研究院共同发布的《2020 粤港澳数字大湾区融合创新发展报

告》显示，佛山市数字经济指数处于珠三角九市的第二梯队，其

中数字产业方面佛山得分达 72 分，排名第三，与领先的广州、

深圳差距正在缩小。虽然佛山数字经济规模在省内位列第三（约 

2000 亿），但在体量上没有优势，GDP 占比不足 20%，与全省

以及全国的平均水平有一定差距。 

(二)产业集聚效应明显 

佛山市各区域发展特色明显，总体上形成优势互补、合理化

发展。特定区域内产业链上的企业高度集中、相互配合，集供产

销于一体，形成各级产业基地、名都、名镇等产业集群。顺德、

南海和禅城三区是佛山市制造业中心，高明区和三水区平衡发

展。禅城、南海、顺德作为佛山的制造业联动中心，产业集聚效

应尤为明显。 

（三）企业创新能力不断提升 

企业 R&D 专利申请量和有效发明专利数量很大程度上说明

了一个地区的企业的创新能力。从 2014 年到 2018 年全市的专利

申请量和有效发明专利都在持续增加，而且有效发明专利与专利

申请的差距也在减小。2018 年，全市工业企业专利申请受理量为

31953 项，同比增长 5. 9%，其中有效发明专利数为 26854 项，

同比增加 45.3%。企业 R&D 专利申请量及有效发明专利数逐年

增加，预示创新能力不断增强。 

三、佛山市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传统企业发展模式难以适应数字化转型需求。人工智

能时代，消费需求升级对企业生产精益化、精细化、创新性提出

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多数佛山传统制造企业的研发模式、生产模

式和产销平台已不能适应这样的要求。  

（二）产业结构同质化严重。产业结构同质化是在区域产业

结构变动过程中所呈现的区域间结构的高度相似趋势。与珠三角

其他城市比较，佛山市专业化水平较高的行业同质化现象严重。 

珠三角区域内城市间的同质化竞争有利于形成规模经济，促进各

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促进行业技术水平的提升，但容易形成行

业内恶性竞争，不利于产业的深层次发展和特色产业的形成。 

（三）传统制造业数字化的应用深度和广度有待提高，数字

化转型尚未实现标准化。目前广东省内有近 300 万家工业企业，

已上云上线的仅占六分之一，行业技术发展总体上远未达到支撑

传统制造业革命的水平。随着数字化新产品出现井喷之势，标准

化缺失可能导致产品市场鱼目混珠、泥沙俱下，极易出现伪劣产

品扰乱市场的现象，进而影响传统制造业的转型。 

四、佛山市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对策建议 
（一）发挥社会资本对产业的引导作用。 

构建产融对接平台，鼓励各类资本通过可转债、直接入股等

方式参与传统制造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形成“扩大企业资本-

产业数字化-传统制造业实现升级”三方共赢的局面。  

（二）发挥产业链供应链联动优势，整体提升产业数字化水

平  

加快传统制造业和数字产业的融合对接与融合应用。构建和

完善产业发展的公共服务平台，建立集技术研发、示范应用、产

品检测认证、知识产权等功能为一体的产业公共服务平台。在粤

港澳大湾区打造数字化创新孵化示范中心，促进产融对接，扶持

创新创业企业。 

（三）引导技术发展，培育标杆企业和数字化示范区 

可以以三龙湾“建设创新要素集聚，面向全球的国家制造业

创新中心”为契机，成立三龙湾中小企业数字化示范园。依托三

龙湾创新优势，注重产业数字化转型研究，构建完整的数字创新

生态系统，专注推进“园区智能化、数字化”的创新发展模式，

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加快新旧发展动能接续转

换，助力打造新产业、新业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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