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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电动工具之都”，我市电

动工具行业拥有生产和配套企业 1700

多家，其中规上企业 150 家；2021 年行

业总产值达 145 亿元，占全市工业总产

值 14.4%；产品远销欧、亚、非等地的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近年来，我市电

动工具行业加大科技投入，注重科技创

新，加快新产品开发，电动工具系列产

品已从单一化向多元化、现代化、新颖

化方向进军，形成独特的“工匠精神+高

新技术”相融合的行业特色。

然而，变革总是与保守同行的。在

问卷调查过程中，对于开展数字化改

造，仍有不少企业瞻前顾后，持怀疑态

度。

对此，从去年开始，市委、市政府开

启数改“孵化器”，举全市之力引育试点

企业。如出台专项奖励政策，对列入试

点的改造项目，经验收通过后，最高给

予 70%的政策补助；发挥电动工具行业

协会、企业信息化促进会等作用，积极

组织开展政策宣讲、外出考察等活动，

破除企业传统路径依赖，提升企业数字

化发展理念。

此外，我市还建立市领导和机关部

门联系试点企业制度，形成政府、企业、

工程服务机构三方协同推进的工作机

制。市经信局与工程服务机构实行“一

周一会，一日一报”的日常工作机制，实

时跟进项目实施进度；同时，督促、落实

专人负责试点项目实施和方案优化，要

求工程服务机构第三方发挥优势，从南

京、杭州、长沙等地共抽调实施顾问、产

品经理、开发工程师等30余名专业技术

人员，形成产品咨询、项目实施、系统开

发及产品优化全流程服务闭环，为工程

有序推进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等，着

力破解中小企业“缺资金改不起”“缺样

本不敢改”“缺人才不会改”等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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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破解中小企业生产管理难题

全程数字化管控 效率提升八成
7月21日，在金华市高就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就公司”），一名仓管员正悠闲地拿着平板电脑，核对

物料库存，只需几分钟，就完成了入库单据的精准录入。然而，就在几个月前，却是另外一番景象：因仓库时常出现
零配件缺少等情况，导致生产进度缓慢且混乱，无法保证产品质量等。“得益于实打实的轻量级数字化改造，现在公
司的每一笔账都一目了然。”高就公司董事长施颖芳说。

聚焦传统仓储管理 数据赋能业务增长

在数字经济时代，中小企业数字化

转型是大势所趋。去年10月，我市推出

首批电动工具“N+X”轻量级数字化改

造项目，高就公司就是率先试点的10家

企业之一。

此前，高就公司传统的仓储管理因

其过度依赖人工统计、纸质信息传递，

导致库存管理混乱、仓储数据滞后等，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限 制 了 企 业 的 高 效 发

展。为了扭转这个困局，高就公司应用

数字化仓储管理系统，降低仓库人力成

本，提高仓储作业效率，沉淀出具有价

值效用的数据资产，以数据赋能业务增

长，实现仓库数字化转型。

“基于不同岗位的工作需求，整合

多操作平台（包括手机端、设备端和 PC

端），让所有员工都能实现数字互通和

即时操作。我们只需登录云端，就可以

直观地看到生产订单信息，订单清楚地

显示客户名称、对应的商机、产品对应

的产品库情况。下单之后，部件开始生

产，只要在系统上信息核对正确，无需

再进行人工确认。”施颖芳说。从订单

的排产、物料下发采购、产品生产到成

品发货，该公司通过全流程数字化管

理，订单周期缩短 15%，部门间沟通协

调效率提升80%。

同样作为首批试点企业的浙江东

立电器有限公司，通过内部分析统计，

仅质量这一项改革，任务执行率、产品

合格率分别提升了20%以上、2%。

记者了解到，今年，我市首批试点

企业基础共性场景全面上线，并在行业

内形成多个具有标志性的改造样本。

今年 5 月底，10 家试点企业基础共性应

用场景已全面上线运行并完成项目验

收，改革成效初显。

日前，我市召开轻量级数字化改造

第二批试点启动会，纵深推进“轻数改”

工作。会议公布了我市第二批 20 家轻

量级数字化改造试点企业名单，并邀请

省智能制造专家作轻量级数字化试点

改造实施及服务的情况介绍，继续围绕

建设“省级电动（园林）工具行业产业集

群新智造试点”，聚焦电动工具行业特

点，结合我市中小企业需求，着力打造

中小企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共富”引

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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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转型谋发展

开启数改“孵化器”提升企业数字化发展理念

仓储管理井然有序金工车间生产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