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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辆新能源汽车，需要超过 1 万个

软硬件才能“连珠成串”；坐在驾驶舱

内，可遥控千里之外的矿山无人挖掘

机……不久前举行的第二届中国国际

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以“链”会友、聚

“链”成群，展现中国制造业高端化、智

能化、绿色化发展态势，推动供应链成

为国际合作的“共赢链”。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利用互联网新

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全方位、全链条的

改造，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发挥数字技

术对经济发展的放大、叠加、倍增作

用。”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

稳、稳中有进。特别是，新质生产力稳

步发展，新的增长动能不断积聚，为实

现全年目标任务注入强劲动力，更为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支撑。

新动能是抽象的，但观察样本可以

是具体的。中小企业是推动创新、促进

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围绕新质

生产力布局产业链，链条上最多的也是

中小企业。观察数量庞大的中小企业，

最能直观感受中国经济脉动。

今天，更多传统工厂经过数字化、智

能化升级，正迸发出大能量。在安徽界

首，走进一家纺织工厂车间，看不到油

漆斑驳，听不见机床轰鸣，闻不到刺鼻

机油，主机设备数控化率 100%，单位产

量提高30%，吨纱综合能耗降低25%，通

过智慧操控系统，几名工人就可以管理

整个生产线。一个县级市的数字化工

厂，映照着数以千万计中小企业的数字

化转型浪潮。

人们常说中国制造处于“微笑曲线”

的底部，如今，借助数字赋能，就连小工

厂也开始向两端延伸。一些数字化平台

推出3D智能设计工具，大幅降低设计门

槛，中小企业即便没有专业设计团队，

也能借此满足个性化定制需求。还有数

字化平台基于数据底座推出“AI 设计

师”，输入服装元素标签，就可以帮助小

工厂生成多种款式。

有数据显示，98.8%的中小企业已经

开启数字化转型。如果说智能工厂代表

着中国智造的高度，那么千千万万传统

工厂的转型升级，则代表着中国智造的

广度。二者共同为构建高效、韧性、智

慧产业链供应链打下坚实基础。

不只是再造生产流程、提升产品质

量，数字化、智能化升级还让无数个传

统工厂延伸触角，形成更高效的产业链

供应链生态系统。

中小企业获客难，如何快速获得订

单？工业互联网可以更加精准实现供需

对接，发挥小工厂“小单快反”的灵活

性。江苏苏州一家机械加工厂，订单量

一度下滑严重。艰难时刻，该企业加入

了上海一家工业互联网服务平台。这家

平台通过软件拆解订单图纸，再与适合

的工厂匹配，帮助该企业接到来自医

疗、航空、自动化等多个行业的零部件

订单，缓解了经营困难。

中小企业融资难，如何适时获得融

资？工业互联网通过上下游企业的信用

联动，为中小企业提供特殊的信用担

保。凭借浙江省“电机产业大脑”首笔数

字信用凭证，一家汽车零部件企业快速

获得了30万元贷款，解了燃眉之急。依

托核心企业的信用，充分发挥工业互联

网平台的作用，中小企业融资更便捷。

以往，出海似乎是大企业的标配，中

小企业往往只能“望洋兴叹”；如今，插

上数字化翅膀之后，中小企业的产品也

开启了壮阔的出海征程，大大拓展了国

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广度和深度。

小工厂亦能产生大链接，让供应链

更有韧性。江苏一家精密制造企业加入

数字化贸易平台后，经过几个月的技术

攻关，为国外一家电解槽高新技术公司

提供核心部件双极板，业务量大幅增

加，年产值从约 600 万元迅速提升到

1000 万元。大量中小企业通过数字化

跻身海外企业的核心供应商，不仅实现

了自身的发展壮大，更让中国与世界的

经济联系更加紧密。

小工厂也可开拓大市场，让跨境电

商花样翻新。在一家出海服务商的总部

办公室，一块块大屏实时跳动着来自海

外的市场“信号”。借助海外社交媒体进

行大数据分析，企业可以知道哪一款产

品有多少人关注、点击，有多少人下单或

有付费意愿，从而更精准地进行生产销

售。小工厂恰能发挥小批量、多样化、反

应快的优势，及时匹配海外消费需求。

从传统工厂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看经济发展全局，这些如毛细血管般遍

布中国经济机体的中小企业开启了浩荡

的转型之路，足见数字化、智能化渗透

之深、普及之广，这将为培育新质生产

力打开无限想象空间，为经济增长孵化

出无数活跃的发动机。可以说，工厂变

智慧的背后，正是新旧动能的加快转

换，是经济结构的持续优化，是中国经

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时代潮流。基本盘

稳固，新动能充沛，中国经济必能攻坚

克难、赢得长远发展。

小工厂产生大价值，老厂房有了新

本领，这些细小的变化映照着远大的前

程。“只要笃定信心、稳中求进，就一定

能实现我们的既定目标。”

来源：《人民日报》（2024 年 12 月 17

日 第05版）

工厂变智慧，中国智造有活力

日前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指出：“我国经济基础稳、优势

多、韧性强、潜能大，长期向好的支

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变。”今年

以来，我国经济向“新”而行、因

“新”而进，迈出了高质量发展的铿

锵步履。即日起，本报转载《人民

日报》推出的系列评论，关注经济

发展中的新亮点，从悄然发生的变

化观察发展全局，与广大党员干部

群众一道增强信心、鼓舞干劲。

——编 者

——新亮点里看信心①

让市场更有效 让政府更有为
近日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

出，必须统筹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

关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住”的经

济秩序。

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是经济体制

改革的核心问题，对推动我国经济持续

健康发展，意义重大。

当前，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

响加深，我国经济运行仍面临不少困难

和挑战。要推动经济回升向好、实现高

质量发展，必须更好统筹有效市场和有

为政府二者间的关系，激发更大的市场

活力和内生发展动力。

让市场更有效，就是要充分发挥市

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构

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等重大改革举措作出系统部

署。今年以来，我们以改革消门槛、破

壁垒、除阻碍。《公平竞争审查条例》正

式施行、《关于完善市场准入制度的意

见》印发、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

……一系列举措不断完善市场规则、

优化市场环境，有利于提振广大经营

主体的信心，释放更多创造力，为经济

运行实现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发挥了

重要作用。

会议部署明年重点任务，明确提出

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出台民营

经济促进法、开展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

动、制定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指引等提

上日程，这些新举措都指向完善“有效市

场”，既着眼当下、解决问题，又利长远、

稳预期。

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的应有之义。市场不是万能的，也

有失灵的时候。让市场更有效，需要政

府更有为。

应对复杂严峻形势，9月26日中央政

治局会议果断部署一揽子增量政策，“组

合拳”持续发力显效，使社会信心有效提

振，经济明显回升。这充分体现了用好

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对推动经济社会

健康发展的重要意义。

让政府更有为，意味着要不断建设

法治经济、信用经济，着力矫正市场失

灵，维护市场秩序，强化公共服务，在关

键时候、关键领域发挥好兜底保障作用；

也意味着要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切

实优化规划引导，针对经济运行中的新

情况新问题，提高政策的前瞻性、针对

性、协同性，更好地应对外部冲击和经

济波动。

政府在坚持有所为的同时，也

要坚持有所不为。既不能当“甩手掌

柜”，也不能把这只“看得见的手”伸得过

远、管得过多，防止对微观主体活动的不

当干预。政府行为越规范，市场作用就

越有效。

统筹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

系，既是重大的理论课题，更是紧迫的实

践课题。我们要讲辩证法、两点论，把

“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用好，

该放给市场的放足、放到位，该政

府管的事管好、管到位，让“两只

手”的优势都充分发挥出

来，推动经济健康发

展，行稳致远。

（来源：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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