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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于 长 期 以 来 ， 东 莞 制 造 业 主 要 依 赖 传 统 的 劳 动

密集型生产模式，缺乏自主研发和技术创新的能力，这

使得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面临着压力和挑战。数字

化转型涉及到大量的科技投入和信息化建设，其中包括

软硬件设施、系统集成、网络安全等方面，需要巨大的

财政投资，尤其是小微企业资金投入困难，难以承受高

昂的投资成本。同时由于数字化转型需要大量的技术人

才，但是东莞地区的高端技术人才相对匮乏，且人才流

失现象也比较严重，这给企业数字化转型带来了很大的

挑战。此外，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企业还需要与供应

商、科研机构等各方进行合作，共同推动数字化转型的

实施。但是，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信任缺失等问题，

企业面临合作难度较大的局面，进而影响数字化转型的

进展。最后，随着数字化转型的推进，企业面临着更为

复杂和严峻的信息安全风险，如何保证数据的安全、防

范网络攻击等问题已经成为数字化转型中需要考虑的一

个重要方面。这些问题的出现表明，数字化转型不仅需

要企业投入巨大资金，还需要企业拥有专业的技术和管

理人才，并且需要与各方进行紧密的合作。

东莞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优化建议

（一）提升技术创新能力

首 先 ， 企 业 需 要 加 大 研 发 投 入 ， 提 升 自 主 创 新 能

力。政府也应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支持，鼓励

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推动技术创新。其次，推广新技术

是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政府可以通过财

政扶持政策，鼓励企业采用新技术，提高生产效率和产

品质量。第三，由于许多企业缺乏自主研发和技术创新

的能力，建立联合研发机制可以有效地集中优势资源，

共同开展技术研发和创新。第四，技术人才是企业实现

技术创新的关键所在。政府和企业应该共同培养各类技

术人才，提高员工技能水平，并加强与高校、科研机构

等合作，引进优秀人才。最后，东莞应借助大湾区有利

的地理位置，拓展国际市场，加强与国际先进企业的合

作，学习和吸收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提高制造业技术

创新能力。

（二）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

针对东莞制造业在质量和效益方面存在的问题，可

以采取以下措施：首先由政府引导支持企业提高技术水

平，通过设立专项基金和开展技术攻关等方式，支持企

业加强自主创新和技术研发，提升产品的科技含量和附

加值。另外可以通过建设工业园区和产业集群，将同行

业企业聚集在一起，形成规模效应和产业协同，提高整

个产业链的附加值。与此同时，由于并购重组能够加快

企业的转型升级，因此针对企业之间的规模差距较大、

资 源 配 置 不 均 衡 等 问 题 ， 东 莞 市 政 府 可 以 出 台 支 持 政

策，鼓励企业进行并购重组，提高企业整体的规模和效

益。最后可以利用金融产业，通过设立融资担保机构、

发放优惠贷款等方式，积极推进实体经济发展与金融相

结合，为企业提供融资支持和风险保障。最后东莞市政

府可以加大税收优惠措施，积极引进新兴技术和新兴产

业，例如人工智能、物联网等领域的企业，促进传统制

造业向高新技术制造业转型升级。

（三）完善优惠政策，助力数字化转型

政 府 财 政 支 持 是 降 低 数 字 化 转 型 成 本 的 重 要 手 段

之一。政府可以通过制定优惠税收政策、提供补贴等方

式，鼓励企业开展数字化转型。其次，还可以设立专项

基金，为数字化转型提供经费以及保留数字化人才提供

保障。再次，企业应该合理规划数字化转型，做到将自

身需求和实际情况相结合，优化资源配置，避免不必要

的浪费。例如，企业可以按照数字化程度逐步推进，分

阶段实施数字化转型计划，以达到最佳效益。另外，引

入第三方服务商是一种有效的降低数字化转型成本的方

式，企业可以借助第三方服务商的技术和资源，外包部

分数字化转型工作，如信息系统集成、数据管理等，以

降 低 企 业 运 营 成 本 和 风 险 ， 提 高 数 字 化 转 型 效 率 。 同

时，企业可以加入行业协会、园区、产业联盟等组织，

共享数字化转型资源、经验和技术，以达到数字化转型

的规模化和成本效益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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