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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动态】

国家两化融合示范企业公布

为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国家工信部于２０１２年组织开

展了首批国家级两化深度融合示范企业评定工作。经浙江省经信委

组织申报和推荐，工信部组织专家评审，近期，确定娃哈哈集团等２１８

家企业为国家级两化深度融合示范企业，我省１３家企业入选首批示

范企业，名单如下：

建材类：

　巨石集团有限公司

汽车类：

　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轻工类：

　纳爱斯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奥康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传化股份有限公司

纺织服装类：

　浙江雅莹服装有限公司

食品类：

　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

医药类：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家电类：

　九阳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方太厨具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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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电子商务类：

　浙江中国轻纺城网络有限公司

电力类：

　浙江省电力公司

中国区域两化融合发展水平评估报告发布

为科学衡量全国区域两化融合发展水平，准确把握两化融合发展

规律，正确引导地方深入推进两化融合，赛迪研究院选取２０１０年和

２０１１年数据，使用具有多级指标的评估指标体系，采用综合评分法，

对全国３１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两化融合发展水平进行了评估。

区域两化融合水平东西部有差距

通过测算全国３１个省份两化融合发展总指数，将各省份两化融

合发展水平分为４个梯队。

第一梯队：两化融合发展总指数在７０以上。江苏、上海、北京作

为两化融合发展水平领先地区，两年均处于第一梯队。山东、广东、福

建、浙江两化融合发展水平提升较快，由第二梯队上升至第一梯队。

第二梯队：两化融合发展总指数在６０～７０之间。除陕西由第四

梯队上升至第二梯队之外，其他成员均由第三梯队上升至第二梯队。

其中，天津、河南、安徽两年的排名情况尤为稳定，湖北、湖南微有上

升，黑龙江、重庆有较大波动。

第三梯队：两化融合发展总指数在５０～６０之间。除吉林仍然保

持在第三梯队之外，其余成员均由第四梯队上升至第三梯队。特别是

宁夏，２０１１年两化融合发展总指数比２０１０年提高了将近１０个点，排

名上升了３位。

第四梯队：两化融合发展总指数在５０以下。尽管这些省份２０１１年

两化融合发展总指数均有所提高，但仍然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江

西、海南、山西、云南、贵州２０１１年的排名均比２０１０年有所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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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区域两化融合发展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是２０１１年比２０１０年区域两化融合发展水平显著提升。２０１１

年，全国两化融合发展总指数由２０１０年的５２．７３提高到了５９．０７。从

梯队成员数量变化看，２０１１年第一梯队成员数量由２０１０年的３名增

加到７名，第二梯队成员数量由２０１０年的４名增加到９名，第三梯队

成员数量由２０１０年的９名下降到７名，第四梯队成员数量由２０１０年

的１５名下降到８名。

二是我国区域间两化融合发展不均衡情况明显。我国两化融合

发展呈现出东高西低的现象，两化融合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所占比例

较少，且基本集中在东部沿海省份。

工业应用水平明显提高

２０１１年大部分省份工业应用指数提高了５个百分点以上。

上海、湖北、山东、江苏、黑龙江、安徽的工业应用位居全国前列，

多个业务环节的信息化应用开始走向综合集成和产业链协同；云南、

海南、青海、甘肃、贵州、西藏的工业应用最差，企业信息化水平较低，

大部分企业的信息化处于单项应用阶段，有的企业核心业务甚至尚未

开始应用信息技术。

２０１１年大部分省份工业应用指数比２０１０年提高了５个百分点

以上，两化融合工业应用水平明显提高。

各省份工业应用呈现出“重工业基础较好的省份工业应用较好”的

特点。上海、湖北、山东、江苏等重工业基础较好的省份，积极利用信息

技术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这些省份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信息化应用水

平相对较好。我国西部地区工业基础普遍薄弱，采用信息技术改造提升

传统工业的推进步伐较缓慢，工业企业信息化应用水平普遍较差。

信息产业规模大应用效益好

信息产业较发达的地区工业应用效益普遍较好，信息技术支撑企

业节能降耗成效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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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份两化融合发展的应用效益呈现出“信息产业规模大，应用

效益好”的特点。信息产业较发达的广东、江苏、北京、上海、浙江、山

东等省份的工业应用效益普遍较好，这些省份的电子信息制造业主营

业务收入和软件业务收入均处于全国上游水平，信息技术支撑本地企

业节能降耗的成效明显。云南、青海、甘肃、西藏等信息产业弱省应用

效益指数较低，这些省份的电子信息制造业主营业务收入和软件业务

收入位于全国下游，信息技术支撑企业节能降耗的能力不足，工业研

发科技水平较低。

２０１１年大部分省份两化融合发展应用效益指数提高了１０个点以

上，反映了区域两化融合发展的应用效益显著提高，这一方面得益于当

地政府积极推动电子信息产业、软件和信息服务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也

得益于当地政府积极推动工业企业利用信息技术加快节能降耗。

【专家观点】

对浙江省两化融合总体发展水平的分析

浙江省工业经济研究所

信息化的量化评估一直是摆在政府和研究机构面前的难题。今

年１月，国家工信部在大量调研和数据采集的基础上，发布了《中国区

域“两化”融合发展水平评估报告》（后简称《报告》），这对科学评判区

域两化融合发展水平开了好头。《报告》根据对区域两化融合基础环

境、工业应用和工业效益三项主要指标的采集和统计，形成了国内首

个区域两化融合发展水平评估成果。指标覆盖区域信息基础设施建

设、工业企业主要信息系统应用率、工业效益和技术创新等具体领域，

具有一定的科学性，符合我国推进两化深度融合的战略方向和基本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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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为衡量以两化融合为核心的新型工业化发展水平奠定了坚实基

础。本文根据《报告》相关结论和数据，结合浙江省信息化发展现状，

就浙江省两化融合总体水平分析如下：

一、浙江省两化融合发展总体水平

根据《报告》统计分析，浙江２０１１年两化融合指数为７０．７３，比上

年提高７．２２个百分点，位居全国第七位，位列江苏、上海、山东、北京、

广东、福建之后，勉强保留全国第一梯队位置（７０分以上划为第一梯

队），在东部沿海五省一市中列末位，与江苏（８２．３５）、山东（７５．９６）等

兄弟省市有较大差距。其中，基础环境指数７４．２５，列全国第五位，表

明我省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网基础应用水平在国内处于相对领

先地位；应用效益指数９３，同样位居全国第五位，表明我省工业经济

发展总体水平仍处全国前列；而工业应用指数只有５７．８４，只比全国

平均水平高出１．７个百分点，表明我省制造业与信息技术融合程度不

深，企业信息化应用还处于初级阶段，与国家发布的《工业转型升级规

划（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对两化深度融合提出的系统间集成应用、产业链集

成应用等要求还有较大差距。

图１　全国两化融合发展指数第一梯队

（数据来源：《中国区域两化融合发展水平评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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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区域两化融合发展水平评估结果（前十位）

省份（市）基础环境指数 工业应用指数 应用效益指数 总指数 总指数排名

江苏 ７４．５５ ６８．７１ １１７．４４ ８２．３５ １

上海 ７６．２６ ７２．９４ １０２．０９ ８１．０６ ２

山东 ７０．４ ７１．０３ ９１．３７ ７５．９６ ３

北京 ６８．５９ ６４．８９ １０４．１４ ７５．６３ ４

广东 ７２．１８ ５０．７７ １２１．６６ ７３．８４ ５

福建 ７７．８３ ６３．７ ８３．５９ ７２．２ ６

浙江 ７４．２５ ５７．８４ ９３ ７０．７３ ７

天津 ６６．８９ ５５．６５ ９０．７４ ６７．２３ ８

湖北 ６３．１ ７１．２４ ６２．４７ ６７．０１ ９

辽宁 ７６．３５ ５２．８６ ７８．０５ ６５．０３ １０

　　（数据来源：《中国区域两化融合发展水平评估报告》）

近年来，我省工业经济受国际金融危机以及劳动力、能源、原材

料、土地等要素制约的双重影响，长期发展劳动密集型、资源消耗型制

造业所产生的素质性、结构性矛盾日益显现，工业经济增速明显趋缓。

而两化融合是通过信息技术对工业产品研发、生产、营销、企业管理、

物流等全流程的改造，实现提高产品附加值、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同

时，降低企业成本、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的主要途径，是实现工业经济

转型发展的必由之路。两化融合发展水平很大程度能够反映区域工

业现代化发展水平。从工业宏观数据看，江苏、山东、广东等省在工业

总量和增速方面都领先于浙江，两化融合水平也居全国前列。

二、浙江两化融合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主要因素分析

《报告》中将区域两化融合的评价指标主要分为基础环境指数、工

业应用指数和应用效益指数。通过对浙江具体指标数据的剖析发现：

在基础环境方面，浙江省通过多年的通信网、数据网和广电网建设，基

本形成了覆盖广、质量高的信息基础网络设施，出口带宽、互联网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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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移动手机普及率等指标均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相比基础环境指

数，工业应用指数和应用效益指数中的许多具体指标均有较大提升空

间。其中又突出表现为企业信息化应用水平较低，信息产业支撑力不

足两个方面。

（一）企业两化融合总体处于初级应用阶段

浙江工业企业以民营企业为主，民营企业又多为家庭作坊起家，

以简单加工型制造为主要生产方式，企业家受文化素质所限，对信息

技术的认识和理解水平有限，没有形成以信息技术塑造企业核心竞争

力的理念，对信息化建设的重视程度不够。相比之下，江苏省外资企

业、国有企业比例较高，企业国际化程度高，企业高层对信息化的重视

程度较高，在信息化方面的投入较大，从推动两化融合的原动力方面

就优于浙江。另一方面，浙江以中小型、外向型传统产业为主的产业

结构也严重制约两化融合发展，传统产业多为劳动密集型，生产方式

粗放，研发和营销往往不掌握在企业手中，实施集成性的信息化项目

的难度较大。而江苏、山东等省“十二五”以来，通过积极培育战略性

新兴产业，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技术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并且培育了沙

钢集团、海尔集团、海信集团、徐工集团等一大批跨国型、特大型集团

公司，在企业信息化方面达到了国际水平，已进入集成应用向创新应

用的两化深度融合阶段，对其它企业的信息化建设具有较显著的引领

作用。从此次抽样调查情况看，浙江重点行业企业ＥＲＰ（企业资源计

划系统）普及率为仅为５５．５６％，ＭＥＳ（制造执行系统）普及率为２３．

７％；ＰＬＭ（产品生命周期管理系统）普及率为３１．１１％，企业装备数控

化率４６．３６％，相比上海、江苏、山东等兄弟省市有较大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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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我省样本企业主要信息系统普及率

重点行业典型企业主要信息系统普及率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１年

ＥＲＰ（企业资源计划） ４８．８９％ ５５．５６％

ＭＥＳ（制造执行系统） １９．２６％ ２３．７０％

ＰＬＭ（产品生命周期管理） ２６．６７％ ３１．１１％

ＳＣＭ（供应链管理） ６８．１５％ ７２．５９％

采购环节电子商务应用 １８．４７％ ２３．４８％

销售环节电子商务应用 ２１．１６％ ２４．１２％

装备数控化率 ４２．６４％ ４６．３６％

　　（数据来源：区域两化融合评估企业抽样调查）

（二）信息产业发展速度明显落后于兄弟省市

信息产业作为工业转型升级的战略性、基础性和先导性产业，对

推动两化深度融合具有重要支撑作用，在“区域两化融合指标体系”中

也占有重要比重。浙江一直是信息产业大省，但近年来，无论从总体

规模、增长速度还是发展质量上看，都落后于兄弟省份。２０１２年，规

上电子信息制造业主营业务收入３３５７．７９亿元，仅增长０．４％，而山

东、江苏、广东分别保持着１６．３％、１０％和９．７％的增长势头，安徽、湖

南、四川、重庆等省市都以３５％以上的增速在追赶；软件产业业务收

入１４１１．０３亿元，相比广东、江苏、山东等省在总体规模、增长速度和

效益方面均有较大差距。电子产品制造业和软件业的总和还不足广

东、江苏的１／５。从具体领域看，我省在以阿里巴巴为龙头的电子商

务、以华三通信为龙头的数据通信以及以和利时、中控科技为龙头的

自动控制领域具备一定优势，而在其它领域，特别是基础软件、管理软

件、智能装备制造、云计算服务、移动互联网等领域不能满足两化深度

融合发展的需要。目前华为、浪潮、用友、神州数码、东软等国内两化

融合的主要产品和服务提供商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广东、山东和江

苏，我省缺少为两化融合提供支撑的大型龙头骨干企业，多数工业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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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实施的信息化项目都需要采购外省甚至国外的产品和服务。

图２　２０１２年四省电子信息制造业与软件业务收入对比图 （单位：亿元）

（数据来源：国家工信部运行局）

三、加快推进浙江两化深度融合的路径

一是政府有关部门要充分认识两化深度融合是实现 “四化”协调

发展的重点内容，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和核心驱动力。要以党的“十

八大”为新起点，紧抓部省合作契机，把推动两化深度融合工作作为下

一阶段浙江工业经济和信息化发展的重点和突破点来抓。把两化融

合的有关指标作为工业强省、强市、强县考核的重要指标。各部门要

加强统筹协调，把科技、投资、技改、信息化、软件等政策资源向两化融

合方向倾斜，积极引导企业开展信息化改造，促进产业链信息协同。

鼓励和引导地方政府加快出台推进两化深度融合的专项政策，设立专

项资金，进一步优化两化融合的发展环境。

二是重点把握区域、行业、企业、人才四个层面开展两化融合推进

工作。以工业强县为载体推进区域两化深度融合，以传统支柱产业和

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主体推进行业两化深度融合，以龙头骨干企业为主

体推进企业两化深度融合，以ＣＩＯ（首席信息官）为主体培育两化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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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队伍。进一步深化产业集群两化深度融合试验区创建工程、行业

两化融合专项行动、企业两化融合示范试点工程、智能装备试点工程、

中小企业两化融合服务工程、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工程、“智慧园区”建

设工程、千名ＣＩＯ培养工程等重点工程，提高重点信息系统的覆盖

率，加速产业链间的信息融合，促进两化融合向高阶发展。

三是以“智慧城市”试点建设为引领，加快引进国内外信息服务支

撑机构，培育本土电子信息制造及软件服务业企业。紧抓新一代信息

技术发展机遇，重点发展以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等为发展方向

的大平台、大企业、大项目。促进产用对接，以企业信息化促进会、两

化融合促进中心为主体，广泛开展行业信息化解决方案的推广和实

施，建立两化融合的技术库、产品库和解决方案库。创新发展模式，引

导和培育特大型企业（如物产集团、吉利集团）的信息化部门从企业中

剥离出来成为支撑两化融合的服务企业。

【省市动态】

乐清电气产业集群两化深度融合交流大会举行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９日，由国家工信部指导、省经信委主办、温州市经

信委、乐清市人民政府与省企业信息化促进会联合承办、温州市企业

信息化促进会协办的国家两化融合深度行系列活动浙江省产业集群

两化深度融合服务年活动乐清电气产业集群两化深度融合交流大会

隆重举行。会议以促进两化深度融合，打造智慧企业为主题，围绕乐

清工业电气产业的转型升级开展大会研讨。温州市、乐清市两化融合

示范企业在大会上进行了授牌，奥康、正泰、德力西等一批信息化水平

突出的企业受到表彰。

省经信委副主任吴君青、温州市副市长胡纲高、温州市经信委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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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毛必土、乐清市市委常委副市长吴云峰等领导出席会议。值得注

意的是郑元豹（人民电器董事长）、虞文品（兴乐集团董事长）等大企业

大集团董事长参加会议。来自温州、乐清的相关部门和企业代表３００

余人参加会议。

会议现场

海宁皮革产业集群两化深度融合推进会举行

由省经信委主办，嘉兴市经信委、海宁市政府承办的两化融合服

务年暨海宁皮革产业两化融合推进会于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３０日在海宁召

开，时任省经信委信息化推进处副处长黄宪法、海宁市副市长俞亚明

出席并讲话。嘉兴市各局、委、办及开发区经发局、海宁市的有关部门

负责人，海宁市规模以上的皮革企业负责人参加会议。

台州两化融合促转型升级研讨会在椒江举行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１６日，由省企业信息化促进会主办、台州市经济和

信息化委员会协办的“推进两化融合促进转型升级”研讨会。会议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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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省企业信息化促进会常务副会长王光明教授作专题报告，介绍两化

融合的内涵和发展方向。傅正副会长介绍了国家、省、台州市两化融

合的评估工作的有关政策和工作布署，使广大台州企业进一步提高了

对两化融合的认识。台州市经信委信息化推进处处长李鸿扬在会上

介绍了当前信息化的主要工作，企业信息化是今后工作重点。参加会

议的有台州市属各市、县、区经信部门分管领导，企业分管信息化的领

导及信息部门负责人。

富阳造纸产业集群两化深度融合推进会举行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１９日，由省经信委主办，富阳市政府承办，省企业

信息化促进会、省两化融合促进中心、富阳市经信局协办的浙江省产

业集群两化深度融合服务年活动暨富阳市造纸产业两化深度融合推

进会隆重举行。富阳市委常委、副县长韩璐主持会议，省经信委吴君

青副主任到会并讲话，富阳市委副书记、市长章舜年在会上介绍富阳

市工业和信息化的发展情况。正大控股、清园生态、华章科技等企业

介绍了两化融合经验和行业解决方案。

领带产业集群两化深度融合推进会举行

出席会议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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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产业集群两化深度融合服务年暨嵊州领带产业两化深度

融合交流会于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２２日隆重举行。

省经信委副主任吴君青、嵊州市副市长齐方良到会并讲话，嵊州

市经信局局长王国才介绍嵊州领带产业两化深度融合工作情况，常务

副会长王光明教授作两化深度融合专题讲座。巴贝领带、丹鲁依等企

业就信息化发展作大会交流发言。

舟山船舶产业两化融合交流会举行

由国家工信部指导，省经信委、舟山市人民政府主办，省企业信息

化促进会、省两化融合促进中心与舟山市经信委承办的浙江省产业集

群两化深度融合服务年活动舟山船舶产业两化深度融合交流会于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２９日在定海隆重举行。杨帆集团、正和造船两家龙头

骨干企业进行了信息化经验介绍。

省经信委吴君青副主任、省企业信息化促进会常务副会长王光明

教授、舟山市副市长王忠、舟山市政府副秘书长李友国、舟山市经信委

副主任康专等领导出席本次会议；舟山市８０余家船舶行业企业以及

相关部门和县（市、区）经信部门人员参加会议。

交流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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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武缙五金产业集群两化深度融合交流会举行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１８日，永（康）武（义）缙（云）五金产业集群两化深

度融合现场交流会在永康市超人集团召开，会议由永康市经信局局长

李兴旺主持。省经信委信息化推进处处长涂进法、金华经信委副主任

叶梓余、永康市副市长吕群勇等领导出席并讲话。来自永康、武义、缙

云的重点骨干企业１５０余家企业代表参加会议。

出席会议领导

【促进会专栏】

省企业信息化促进会年终分享会隆重举行

１月１０日，省企业信息化促进会召开两化融合年终分享会。省

企业信息化促进会会长孙优贤院士、常务副会长王光明教授、杭州电

子科技大学党委副书记陈畴镛教授、省经信委信息化推进处处长涂进

法等领导出席会议，金华、丽水市经信委主任或副主任，工业强县经信

局分管领导，促进会的副会长、常务理事、理事及部分会员单位等３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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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人参加会议。

会议全面总结了促进会２０１２年的工作，并增选海亮集团、娃哈哈

集团为副会长单位，传化集团、贝因美、奥康鞋业、雅莹服饰等为常务

理事单位，飞龙电器、宝业建设为理事单位。温州市企业信息化促进

会秘书长李宗安、慈溪市经信局副局长齐文浩分别代表市级和县级促

进会分支机构作经验交流发言；盾安集团总裁助理朱向荣代表会员企

业作交流发言。

促进会常务副会长王光明教授作会议总结

２０１２年度中国优秀ＣＩＯ评选启动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２４日，《ＩＴ经理世界》杂志社、ｅ行网与促进会在杭州

举办了“２０１２中国优秀ＣＩＯ评选启动暨依靠信息技术向高附加值转型

论坛”，促进会被中国优秀ＣＩＯ评选组委会授予浙江评选基地称号。

永嘉县ＣＩＯ俱乐部、企业信息化促进会成立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２７日，浙江省企业信息化促进会永嘉县ＣＩＯ俱乐

部暨永嘉县企业信息化促进会成立大会在永嘉隆重举行，省经信委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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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长黄宪法，省企业信息化促进会常务副会长王光明、温州市经信委

副主任毛必土等领导出席会议。

出席领导

会上，黄宪法副处长代表省经信委为永嘉泵阀产业集群两化深度

融合试验区授牌，常务副会长王光明为永嘉县ＣＩＯ俱乐部授牌。永

嘉县ＣＩＯ俱乐部名誉主任由永嘉县经信局局长冯学夫担任，奥康信

息总监肖忠为主任。永嘉县企业信息化促进会（ＣＩＯ俱乐部）是我省

首个县级企业信息化促进会，对县级政府推动两化深度融合作出积极

的探索。

“智慧园区”建设研讨会在绍兴召开

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省发改委、经信委联合下发的《关于进一步

推进浙江省开发区（园区）信息化建设指导意见》文件精神，由省企业

信息化促进会、省开发区协会、省工业园区协会联合组织的“智慧园

区”建设研讨会，于１０月２４日在绍兴召开。

会议由省企业信息化促进会常务副会长王光明教授主持，来自全

省３０余个开发区和工业园区管委会的信息化负责人参加会议。大家

就如何加强园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完善信息服务体系，构建“智慧园

区”开展了深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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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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