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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向炎涛

8月11日，由《证券日报》社主办，中
国上市公司协会指导，中关村数字产城联
盟、数字经济产业促进联盟支持的2023数
字经济领航者论坛在北京召开。在以“提
质增效，赋能经济”为主题的圆桌论坛上，
海国投海新域城市更新集团AI事业部总
经理胡炜、中科江南董事长罗攀峰、北京
上市公司协会秘书长余兴喜、久其软件副
总裁钱晖、中关科技董事长罗群等业内人
士就“数字技术如何让产业提质增效”进
行了充分讨论。

与会专家认为，近年来，各行业、企
业数字化水平不断提升，大大提高了企
业运营效率，但与此同时，在数字化转型
过程中，仍然面临数据标准不统一等问
题。未来，数字经济会与先进制造业、现
代服务业深度融合，相关企业也会加大
在数字化方面的布局。

数字技术广泛应用

海新域城市更新集团是北京市海
淀区国有资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旗下
的一级监管企业，其致力于成为全国领
先的科创产业服务运营商，业务主要聚
焦于海淀区老旧产业园区、办公楼宇、
闲置资产的升级改造，以及资产资源的
整合优化。

胡炜表示，随着资产不断扩张，数字
化的重要性也日益凸显。近年来，在园
区运营过程中，从最初的CMO管理系统，
到智慧招商，到园区智慧管理系统，多园
区的资产管理系统、园区一体化系统等，
数字化水平都在不断提升。

余兴喜分享了这些年来他所观察到
的数字技术在制造企业的应用。以首
钢股份为例，过去炼钢工人用钢钎拔
轧，这在当时是全国先进的工艺。如
今，通过一键炼钢，工人在操作间远
程操作就能实现炼钢，不但远离了烟
熏火燎，而且炼钢技术和质量也得到
了保证。

“如果没有数字技术，质量不可能提
到现在这个程度，提质必须有数字化的
技术来实现自动控制。有了数字化技
术，效率也得到了提升。”余兴喜说，但是
对于具体某一家公司的精细效益是否同
步提高，这取决于比较优势，企业要有一
种紧迫感。数字技术融入制造业没有止

境，需要不停迭代。

数据标准要统一

中科江南是一家财政信息化领域的
上市公司。罗攀峰说，过去各行业、各
地域对信息化和数字化的标准理解不
一致，不同地方信息化建设的侧重点也
不一样。当国家进行数据的统计、上
报、分析，或各省互相连通时，工作量非
常大。

“近年来，财政领域提出财政信息化
工作，由国家牵头统一信息标准。同时，
在医保领域，现在也提出把全国医疗电
子结算凭证统一管理，这样能解决跨省
医疗在报销、处理、看病和结算等方面的
很多问题。”罗攀峰说，有更精准的指引
和标准，对企业有极大的帮助。企业要
积极参与国家级、全国性的信息化、数字
化标准建设；提前做好准备工作，加强研
发自主创新。

“数字化建设过程中的难点，就是数
据的标准问题。久其软件成立26年来，
一直在做数据业务，但一直苦于数据标

准多样化的问题。”钱晖表示，久其软件
为客户提供数字化的解决方案，对于数
据标准化的问题，公司推出了新一代底
层开发平台——女娲平台，这样从产品
研发角度有了统一的平台。

钱晖介绍，在数据价值的发现层面，
久其软件提出企业绩效管理整体解决方
案，打通了企业内部数据不一致的问
题。在电子凭证方面，久其软件也积极
参与财政部电子凭证会计数据标准试点
工作，推出针对政企一体化的无纸化电
子凭证解决方案，核心解决的就是数据
标准化的问题。

多个行业将受益

当前，国家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未来
哪些产业能够先行一步，通过数字技术
为实体经济赋能？

罗攀峰认为，发展数字经济，率先迎
来发展的是数字经济基础设施，硬件包
括机房和数据中心、大数据处理业务；软
件层面则包括基础软件。中科江南前期
进行了一定的研发投入，在财政部电子

凭证会计数据标准的标准制定、以及国
家医保局电子凭证方面深度参与，公司
在加大这方面的准备，迎接数字经济的
大发展。

余兴喜认为，接下来高端制造业中
生产领域的数字技术融合会更容易见
效；此外高度依赖信息的行业也会走在
前面。

“基于消费升级和全国统一大市场
的推广，与人相关的幸福产业，比如数字
文旅、数字康养等可能会有更高规模的
数字化机会。”钱晖表示，对于久其软件
来讲，公司把这一轮大模型和人工智能
相关的行业化应用作为核心布局的内
容，电子凭证也是发展方向之一。公司
从底层平台到解决方案、到最新技术的
应用都有布局。

罗群认为，下一步，能源基础设施
和城市基础设施的数字化需求会非常
旺盛，包括资产设备的运维、资产的运
行管控、整个资产运营的效率和效益
问题，甚至未来资产的运筹，对资产
的盘活再利用层面，数字化的机会非
常大。

数字经济赋能实体经济 助力企业提质增效

本报记者 桂小笋 张 敏

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迎来新一
轮机遇期，以 5G、人工智能为代表
的技术为数字经济创新开辟了新
赛道。

8月 11日，由《证券日报》社主
办，中国上市公司协会指导，中关
村数字产城联盟、数字经济产业
促进联盟支持的 2023数字经济领
航者论坛在北京召开，此次论坛
主题是“经济强动能·数智新生
态”。华泰证券计算机首席分析
师谢春生主持了以“生态融合，技
术创新”为主题的圆桌对话，数字
政通副总裁吴江寿，天地在线副
总经理、董秘李旭，启明星辰集团
首席战略官潘柱廷，小牛电动董
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李彦，安
博通副总裁高宏从各自的角度出
发，围绕企业实践、技术创新、未
来趋势等方面进行了探讨。

与会专家和企业界代表在讨
论中提及，在当前的数字经济发展
过程中，技术呈现群体加速效应，结
合不同技术层面的融合开发、运营
也呈现出多面开花的局面。针对公
司不同的“基因”和优势，与会企业
代表表示，在加固原有业务优势的
同时，也会积极运用不同新技术做
融合发展，为企业打造更多的业绩
增长“蓄水池”，以回报投资者。

技术创新各有妙招

当下，数字新基建和数实融合
培育了多个万亿元规模的产业新
蓝海，数字技术对经济发展的放
大、叠加、倍增作用明显。在具体
的实践中，企业通过哪些数字技术
赋能自身与行业发展？取得了哪
些成效和实践案例？

“每一家科技公司都要思考如
何保证技术创新和迭代，数字政通
在多年的发展中，业务覆盖全国
500 多个城市，每年有 200 多个项
目进行交互，要高效支撑全国这么
多项目的交互和业务的创新落地，
为提升效率，更好地推动运营服务
智能化，我们运用很多科技，推动
业务从人工密集型向智能化转
型。”吴江寿介绍，公司还围绕多个
地方智慧城市和数字政府建设中
遇到的难点问题，提供多种智能化
解决方案，围绕源头治理需求，打
造智能化场景，同时形成产品和技
术的壁垒。

数字政通比较看重低代码开发
平台、AI、数字孪生（即仿真模拟）三
项技术，而这也是全球各大行业都
处于产业落地化阶段的技术。

李彦向与会者介绍了公司数
字赋能实践案例。他表示，作为
TO C 行业的代表，小牛电动从开
始做产品即意识到其联网属性，在
围绕产品链的打造及运营中，形成
了自己独特的“车联网”系统，赋能
企业发展。“其一，小牛电动利用智
能联网技术，优化运营模式、用新
技术赋能产品、满足消费者需求。
其二，借助数字化技术，公司给消

费者提供强大的服务体系。以北
京为例，公司有数十万名用户，如
何铺设维修网点？如何确保服务
到位？利用现有技术，小牛电动可
以从‘北京骑行热力图’中进行分
析，合理布置销售、维修、服务网
点。第三，车联网技术的成熟衍生
出新的运营模式和商业模式，小牛
电动在海外的运营商开展电动车
共享和租赁服务，通过车联网技术
赋能，助力定价体系、监控车辆运
行情况等。”

数字化改造需求差异明显

数字化浪潮时代的到来，赋予
了赛道以及各行业企业强大的发
展势能。百舸争流之下，唯有持续
创新才能引领未来。对于企业的
数字化转型，未来还需要哪些新技
术？在对接各行各业下游客户的
过程中，哪些行业需要推进数字化
改造、转型升级？

潘柱廷认为，从行业和企业
未来发展等角度考虑，要注意四
个重要问题：“技术原生化，要考虑
核心技术和其他技术的关联性、交
叉关系；创新场景化，创新不仅是
技术创新，要考虑用户场景、上下
游场景；交互运营化，未来的 IT系
统原则上只有两个出路，其中一
个是系统变成强大的基础设施，
另一个是为基础设施提供支撑和
服务的末梢神经、子神经；规律原
则化，行业中有一些本原性的规
律，比如，安全领域有对抗性，要
将这些独特的规律变成企业可执
行的原则和条例，就要做到规则
原则化。”

天地在线一直致力于服务中
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这些企业的
需求是个性化的，而且更在意成
本、效率、投入产出比。李旭介
绍，在服务这些企业的过程中，
也是天地在线自身不断数字化转
型的过程。“增强现实技术（AR）、
元宇宙技术、虚拟数字化形象、人
工智能（AI）、ChatGPT 等，这些客
户都有需求，公司也通过这些技
术为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
更好的方案和呈现效果。这些
技术很多企业都有积极应用、开
发，天地在线要考虑，如何能让
这些技术兼顾中小企业的个性
化需求。”

李旭介绍，通过调研发现，中
小企业迫切需要的场景应用集中
在几个层面，包括企业内部提效、
价值传递和呈现等，“针对这些需
求，天地在线的 AI 产品可以让中
小企业更智能、更高效、更简练地
应用。”

安博通上市之后对于可视化
网络安全的创新比较看重。高宏
介绍，未来，公司希望在网络安全
领域双轮驱动：“把传统的业务运
营好，继续巩固原有优势；并加大
可视化产品在金融等领域的推广
力度。未来，公司还会在流量可视
化、数据安全可视化等方面做一些
创新的工作。”

数字技术呈现群体加速效应

多层面融合开发及运营全面开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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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矫 月

企业数字化转型至今，虚的部分有
多少？实的部分又有多少？如何让数字
化脱虚向实，助力公司更好发展？

8月11日，由《证券日报》社主办，中
国上市公司协会指导，中关村数字产城
联盟、数字经济产业促进联盟支持的
2023数字经济领航者论坛在京召开，在
以“脱虚向实，服务实体”为主题的圆
桌论坛上，利亚德集团副总裁、首席营
销官刘耀东，格灵深瞳董秘王政，国联
股份副总经理、董秘潘勇，北信源战略
合作总经理姜来，国家中影数字制作基
地副总经理马平就上述问题进行了深
入探讨。

数字化将给企业带来巨大价值

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如何界定数

字化的虚实，公司又如何将数字化的虚
实进行结合？

“数字化对企业带来的价值是全方位
的，其创造价值的时候也是全方位的。”刘
耀东表示，虚实是从两个角度来说的，首
先是企业内部的数字化转型管理提升，像
营销、销售、研发、市场和采购，每个条线
里都有专门的系统来工作，最简单的是提
升管理效率。此外，数字化的提升对原来
业务的增值服务、模式创新、能力的提升
起了很大的作用。“作为硬件公司，我们原
来提供的是标准的硬件，现在有了数字化
赋能以后，我们在商业模式，在为客户交
互的结果、产品和能力上，都有了很大的
提升。”

对于数字化的脱虚向实，有公司认
为只要能够创造价值就可以实现虚实
结合。

王政表示，格灵深瞳是A股计算机视
觉第一股，对外提供的不管是产品还是

解决方案，都有很多“虚”的成分，数字经
济作为其最核心的要素，决定了实际的
价值。

“数字化是虚的，但如果能提供价值
就是实的。”潘勇对于虚实的理解有两方
面，“第一个理解是服务和价值，服务如
果没有为实体生产型企业带来价值，那
么服务就是虚的，能带来价值就是实的；
第二个理解就是现在和未来，现在我们
做事情如果能够推动传统产业借助数字
化的工具，向未来的产业模式或者产业
结构去发展，在正确的路上，它就是实
的。如果我们现在做的事情只是看到现
在，而没有看到跟未来结合，那么它就是
虚的。”

姜来认为，实体经济对应的是虚拟
经济，数字经济对应的是工业经济。所
以虚实融合，其实是四个点的交叉。“北
信源未来在整个数字经济赋能实体经济
的过程中，就是扮演好这信息安全的防
护角色。”

数字经济赋能企业成长

事实上，在数字化进程中，多数企业
能够体会到数字化带来的便利。

刘耀东表示，数字技术在模式和能
力上的加成作用明显，提升了销售机会
和市场空间。其一是企业内部的数字化
转型提升，对于效率的改变是显而易见
的；其二，数字技术对于商业模式的创
新，为企业创造更大价值。

对于数字经济，越来越多的企业认
为其能带来更多的发展机会。

王政表示，今年大模型技术兴起，格
灵深瞳也在积极拥抱这个浪潮，尝试从
原有的以计算机视觉为主，渐渐发展成
为一个多模态的AI公司，既有视觉，也有
语义。公司还会为客户提供一些内部的

管理效率提升解决方案。
在企业看来，未来数字化有望带来

更加广阔的成长空间。
“过去20年数字化企业服务的主要是

央企和政府部门，未来十年大家的精力都
会集中在中小企业身上。在我们涉足的
这些行业里，大概有60万潜在用户。”潘勇
表示，数字化业务是公司第二增长曲线，
公司从2021年才正式实施数字化战略，而
其收入已经从2021年的2000多万元增长
到了2022年的1.02亿元。

软件企业出身的北信源也在数字经
济中获益颇多。“我们研发中心日常的协
同都是通过大的安全平台来做的，一家
信息与网络安全企业随着全国化数字转
型，带来了信创的机会，网络安全的机会
带来了数字安全。”姜来说。

数字化除了对公司的发展起到重要
赋能作用外，还将推动行业的发展。“数
字经济对电影来说意义最大的还是生
产要素。生产要素数字化之后，包括实
时引擎和实时渲染，还有生成式的人工
智能、AIGC、大模型等，电影能把创作出
的价值通过数字技术，以及最新的与人
工智能相关的价值传递到其他领域
去。”马平认为，数字化带来的机会，是
很多底层技术的打通。电影行业相对
是一个比较孤立的行业，一些底层技术
的打通，使电影行业跟其他产业发生了
一些关系。这将给电影带来外延价值
的可能性。

“电影的数字化发展，还有相对待开
发的地方。”马平表示，在数字化充分发展
之后，可以看到另外一点，就是对于标准
的话语权，在数字化之上可以更容易的去
建立。数字化会打通很多底层环节，使得
要走的探索路径变得更容易。

换句话说，数字化可能让部分行业
在制定全球标准方面具有优势地位。

脱虚向实创造价值
数字化转型将为企业带来高成长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