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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助力中小企业走出疫情困

境 
 

今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对实体经济造成了很大冲击，

尤其是中小企业面临的困境更大。受疫情影响，，智能化改

造、数字化转型对于中小企业来说，以前只是可早可晚甚至

可有可无的“备选项”，现在成了必须要做、早做早受益的

“必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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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助力中小企业走出疫情困境 

今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对实体经济造成了很大冲击，尤其是中小企业面临的困境更大。智能

化改造、数字化转型对于中小企业来说，以前或是可早可晚甚至可有可无的“备选项”，现在成了

必须要做、早做早受益的“必选项”。 

当前，宏观政策效应释放，支撑国民经济持续恢复。疫情期间催生了很多新产业、新业态、新

模式，疫情助推企业跨越数字化转型障碍，数字经济已经成为经济的主旋律。远程办公、在线教育、

智能施工、无人配送等新模式有效地化解了现实生活中的一些堵点、难点。云计算、大数据、人工

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快速发展，智能制造、生命健康这些新产业形成了更多增长极，将为经济下一

阶段增长提供更多支撑。 

一、数字产业化成为经济主旋律 

在移动互联网的推动下，包括软硬件以及电商、社交等互联网服务在内的数字产业企业总市值

占中国大陆、香港、美国上市中国企业总市值比例从2010年的9%，上升到2020年的22.4%，已经成

为经济增长的主旋律。 

今年，国家发布包括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和创新基础设施在内的新基建发展规划，为

数字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将加速制造、零售、医疗等产业数字化转型的步伐。人工智

能、云计算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卫星互联网、5G、区块链在内的“云管端”投资机会，有望在

未来十年拉动1.9万亿元的新增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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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人工智能+云计算”通用计算平台 

 

来源：wind，新华财经 

疫情助推企业跨越数字化转型障碍， “无接触技术”成为新社会基础设施重要组成部分。在

疫情中，“物理非接触”的需求推动远程办公、远程医疗、无接触配送机器人等无接触相关需求大

幅增长。这些数字化技术的大规模部署，帮助企业跨过了基础设施建设、人员培训等数字化转型的

鸿沟。数字化办公在降低企业运营成本、提升企业间/部门间沟通效率，远程医疗在实现医疗资源

有效配置，服务机器人在解决劳动力不足等方面的优势逐渐被企业和社会所认知。无接触技术在后

疫情时代会继续进步发展，逐渐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成为提升企业运营效率和个人生活质量的重

要工具。 

二、企业数字化正由“备选项”变为“必选项” 

疫情冲击之下，很多中小企业为早日走出困境，加快了转型升级步伐。很多企业依托自身优势，

开发和催生了一系列基于疫情防控大环境下的数字化新产品、新服务，曾被市场“冷落”的产品迎

来了“春天”。经此一“疫”，越来越多的企业感受到了数字产业的优势、看到了数字产业的广阔

前景。以前，数字化升级只是可有可无的“备选项”，现在成了必须要做的“必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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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订单倍增带来“幸福的烦恼” 

贵州省力威铝业是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典型案例之一。力威铝业位于贵州省六盘水市水城县，

是东西部扶贫协作共建企业，于2019年5月正式投产，解决当地100多人就业，其中有不少是易地扶

贫搬迁贫困户。 

力威铝业科技有限公司市场部经理蒋先宇感慨地说，“疫情以来，公司像坐了一趟过山车。”

2月15日复工复产后1个多月没拿到新订单，年前接的订单也因原材料供应不足未能及时交付，“快

揭不开锅了”。随着建筑行业复工复产加速，公司业务4月起开始增加，5月更是成为投产以来订单

最多的月份。 

订单倍增给蒋先宇带来了“幸福的烦恼”，工人两班倒、加班加点也忙不过来。庆幸的是，公

司的数字化管理系统一期于5月建成并试运行。蒋先宇介绍：“每一笔订单所需的材料、工时，每

一块模板的生产进度、市场流向，每一笔财务结算，以前全靠人工统计，费时费力还时有差错，现

在全部由系统完成，高效准确。” 

2.从惨淡经营到逆势上扬 

位于贵州省贵安新区大学城双创园的贵州数据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国有数据资产

增值运营的服务商。“数据宝”公司总裁汤寒林介绍，“受疫情影响，酒店、物流等行业老客户的

业务减少了80%，但总体销售额增长了近30%。”疫情发生后，这些传统业务的锐减把“数据宝”推

到了生死关口。 

“步履维艰但并非无路可走，挑战背后也有‘机’可循。”汤寒林说，疫情发生后，公司利用

自身优势，基于全国高速公路、铁路、民航、银联、运营商等大数据，通过“互联网+权威国有大

数据+AI技术”搭建了一个流动人员疫情防控大数据管理系统—疫控宝。公司开发的认证宝、画像

宝、货车信用宝等产品在不少领域得到了应用，为多家行业龙头企业提供了数据服务。目前，该产

品已远销到江苏、江西、河南等诸多地区。 

原本已做好“惨淡经营”准备的公司总裁汤寒林没有想到，公司的业绩不减反增、逆势上扬。

“一季度新增了不少在线办公客户、网游客户，还有一些准备做线上营销的房地产客户，公司技术

团队每天都是加班加点干。”在汤寒林看来，更大的机遇还在后面：大数据在智慧治理上还有不小

空间，而经此一“疫”，社会对线上办公、数字化转型、网上购物、线上旅游、数字娱乐等需求呈

爆发式增长，对于大数据产品的需求也会猛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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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构建数字化平台实现政银企三方协同 

全国很多地区利用数字技术搭建政银企三方服务协同平台，平台具备政策发布、高效办事、企

业课堂、金融扶持、供需平台等功能，更好地服务中小企业，助力中小企业早日走出困境。例如，

重庆市大足区搭建了“大足区政企通服务平台”。年初疫情突然暴发，对大足区内企业来讲，除要

稳定复工和防疫防控两手抓之外，还需要重点攻坚的是上下游供应链、现金流等难题。在政企通平

台内，企业供给需求发布到全区，实现业务对接。 

大足区从事刀剪制造的桥丰五金制造有限公司复工后最大的经营压力在现金流吃紧。公司总经

理黎勇说，“停工期间的工资、复工后的防疫采购等都需要资金，对刚复工的企业来讲很困难。现

金流如果跟不上，只能复工后就停工。”黎勇在政企通上发布融资需求后，当地的农村商业银行和

三峡银行主动联系他，联合为公司提供1000万的融资贷款，而且从发布需求到最终贷款到账只花了

一周的时间，黎勇觉得“这次真的是解了燃眉之急。” 

黎勇还介绍，“以前一次订单至少要200吨、300吨，量小就没人接，对小企业来讲资金周转压

力会比较大。”现在供需平台还提供了一种联合采购的模式，以前如果采购20吨原材料，本地供应

商觉得量小不会接受订单，但现在可以5家、10家五金企业每家采购20吨，而且随需随到。黎勇说，

“现在是按需订，只要有需求随时随地可以拉过来。直接成本降低了10%，还有隐形的运输成本大

概5%。” 

与桥丰公司面临同样困境的重庆邓鼎计食品有限公司，是一家主营调味香料、调味酱等食材的

本地公司。因疫情导致物流运输受阻，重庆邓鼎计食品有限公司采购的原材料无法按时运输到货，

眼看着复工在即，火烧眉毛的公司经理尝试着在政企通平台上发送了一则采购需求，没想到很快得

到了回应，原来大足区内有几家原材料供应商正愁销路，看到需求后立马找了上来。 

公司行政主管文连珍说，“事前并没抱太大希望。我们的原材料，如花椒、大料等有严格的季

节性和采购量要求，一般只能采用指定的供货商，临时更换很难。但这次不仅快速解决了疫期供货

的问题，还因为供应商就在本地，距离近也不需要大量进货，往后采购的运输和仓储成本都会省去

不少。” 

（参与调研记者包括贵州分社记者汪磊，重庆分社记者王松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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