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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质生产力视角下钢构生产企业数字化转型评价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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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钢构生产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论文从新质生产力的视角出发，探讨了其在当前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及

其转型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论文介绍了新质生产力的概念及其与传统生产力的区别，进而分析了钢构企业数字化转

型的现状和面临的挑战。通过构建一套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多指标综合评价方法，评价了企业转型的深度和

成效。论文通过案例分析验证了评价模型的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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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sponse to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steel structure production enterprises, this article explores its importance 
in the current national economy and the necessity and urgency of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The paper introduces the concept of new productive forces and their differences from traditional productive 
forces, and then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challenges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 steel structure enterprises. By 
constructing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and adopting a multi index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method, the 
depth and effectiveness of enterprise transformation were evaluated. The paper verifies the applicability of the evaluation 
model through case analysis. 
Keywords: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steel structure production enterprise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evaluation indicator system

1 引言

钢构生产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

发展状况直接影响着工业化进程和现代建筑的展开。这些企

业以钢材为基础，通过先进的设计与加工技术，提供了多样

化的钢结构产品和工程解决方案，广泛应用于建筑、桥梁、

能源等关键领域。随着国家对高效、绿色和可持续发展的

不断追求，这些企业的技术创新和高效生产能力愈发显得

关键。

2 新质生产力理论概述

2.1 新质生产力的定义与特征
新质生产力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是

指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

进生产力质态，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是推动高质量发

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新质生产力是由技术革命性突

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的先进

生产力质态，它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

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

志，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

生产力发展路径的先进生产力。新质生产力具有高科技、高

效能、高质量的特征，高科技是指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

第一动力，形成高技术含量的生产力，高效能是指新质生产

力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为主要载体，形成高效率、

高效益的生产力，高质量是指新质生产力以新供给与新需求

高水平动态平衡为落脚点，形成高品质、高性能、高可靠性

的生产力 [1]。

2.2 新质生产力与传统生产力的区别
新质生产力与传统生产力的主要区别在于其生产方式

和效率。新质生产力依赖于知识、技术和创新的大量投入，

而传统生产力则依赖于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的大量投入。新

质生产力具有高效能、高质量、高创新、高绿色等特点，而

传统生产力则具有低效能、低质量、低创新、低绿色等特点。

新质生产力的表现是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融合化等，

而传统生产力的表现是机械化、电气化、自动化、分化化等。

新质生产力的效果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降低资源能源消

耗、增强经济社会综合效益、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等，而传统

生产力的效果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资源能源消耗、降低

经济社会综合效益、破坏生态文明建设等。

新质生产力与传统生产力的发展路径是不同的，也是

相互转化的。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路径是以科技创新为第一动

力，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为主要载体，以新供给与

新需求高水平动态平衡为落脚点，以高质量发展为根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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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路径。传统生产力的发展路径是以资源投入为主要动力，

以传统产业和现有产业为主要载体，以供给与需求低水平静

态平衡为落脚点，以高速增长为根本要求的路径。新质生产

力与传统生产力的发展路径是相互转化的，即新质生产力是

传统生产力的升级和发展，而传统生产力也是新质生产力的

基础和支撑。新质生产力与传统生产力的发展挑战是不同

的，也是相互影响的。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挑战是如何突破技

术瓶颈、培育新动能、满足新需求、解决新问题等，而传统

生产力的发展挑战是如何提高效率、优化结构、降低成本、

减少污染等。新质生产力与传统生产力的发展挑战是相互影

响的，即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要解决传统生产力的问题，而

传统生产力的发展也需要借鉴新质生产力的经验 [2]。

3 钢构生产企业数字化转型现状分析

3.1 钢构生产企业概况
钢构生产企业是指以钢材为主要原料，通过设计、加

工、安装等工艺，制造各种钢结构产品和工程的企业。钢结

构是一种重要的建筑结构形式，具有强度高、自重轻、抗震

性能好、工业化程度高、施工周期短、环境污染少和可塑性

强等优点，广泛应用于建筑、桥梁、能源、交通、航空、船

舶、设备等领域。钢构生产企业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大致可分

为四个阶段：限制使用、合理使用、推广使用和大力发展。

20 世纪 50—60 年代，在原苏联的援助下，中国建设了一批

冶金、造船、飞机等重工业钢结构厂房，为钢结构行业的起

步和发展奠定了基础。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

钢结构行业恢复发展并逐渐扩大规模，主要应用于厂房、仓

库、体育场馆等领域。2008年奥运会和2010年世博会的举办，

为钢结构行业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钢结构开始在

高层建筑、大跨度空间结构、桥梁工程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

2013 年至今，随着装配式建筑的推进，钢结构迎来了新的

发展契机，钢结构住宅、绿色建筑、智能建筑等领域成为钢

结构行业的新的增长点 [3]。

3.2 存在的问题与挑战
钢构生产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面临的技术应用局

限性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现有技术水平与行业需求之间的

不匹配，虽然数字化技术日益成熟，但钢构行业特有的工

艺复杂性和高定制化需求使得部分先进技术难以广泛应用。

例如，三维建模和数字化仿真技术在实际操作中仍存在精度

和兼容性问题，影响了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二是技术更新

换代速度快，导致企业在技术采纳和人员培训上面临较大压

力。频繁的技术更迭要求企业不断投入资金进行设备更新和

员工技能提升，这对中小型企业尤为困难。组织结构和企业

文化的适应性问题也是钢构生产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不可

忽视的挑战。钢构企业多数采用传统的层级管理模式，这

种模式在应对快速变化的市场和技术创新要求时显得笨重

和反应迟缓。数字化转型要求企业能够灵活应对变化，推动

决策的扁平化，提高跨部门的协作效率，这与传统的管理体

系存在较大冲突。此外，企业文化方面，长期形成的以经验

为主导的工作方式与数字化、数据驱动的决策方式有较大差

异，员工对新技术的接受程度和适应能力参差不齐，造成了

数字化转型的内部阻力。因此，技术的局限性和组织结构与

文化的不适应性成为钢构生产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必

须面对的两大问题。

4 数字化转型评价分析

4.1 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4.1.1 从新质生产力视角出发的评价指标
在构建钢构生产企业数字化转型评价体系时，从新质

生产力的视角出发，评价指标需包含以下几个关键方面（见

图 1）：高科技指标，反映企业在采用和创新技术方面的程度。

这包括企业在自动化、信息化及智能化技术应用的广度与深

度。例如，企业能否有效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

以及这些技术在生产流程中的集成程度。高效能指标，衡量

企业生产效率及资源配置的优化情况。主要考察全要素生产

率的提升、生产过程中资源的利用效率，以及通过数字化转

型实现的成本节约与效率提升。高质量指标，评估产品和服

务质量的提升。关注产品质量的一致性、可靠性以及客户满

意度等。通过技术创新实现产品性能的改善和品质的提升是

核心内容。产业升级指标，反映企业在行业中的技术领先性

和市场竞争力。包括企业在新兴市场的拓展能力、新产品和

新服务的开发能力，以及在竞争中持续领先的能力。环境与

社会责任指标，考量企业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贡献。这

涉及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减少环境污染、节能减排及可持续发

展措施的实施情况。通过这些指标的综合评估，可以全面了

解钢构生产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表现，并从新质生产

力的角度，评价其转型的深度和成效 [4]。

图 1 钢构生产企业数字化转型评价指标体系要点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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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综合考量技术、管理、文化等方面的指标
在评价钢构生产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全面性时，需要考

虑技术、管理与文化等多个方面的指标。技术方面的指标关

注企业在新技术采纳与应用上的表现，包括数字化工具和系

统的集成、创新技术的研发投入及实施效果。评价内容涵盖

从基础数据处理到高级决策支持系统的应用广度与深度，以

及这些技术对生产力提升的具体贡献。管理方面的指标则着

重于评估企业的组织结构、决策流程与资源配置的有效性。

观察企业是否能够通过数字化工具优化管理流程、提升决策

效率，并在动态市场环境中灵活调整战略与操作。这包括企

业如何利用数字化手段进行市场分析、风险管理以及员工绩

效监控，确保管理活动的透明性和响应速度。文化方面的指

标评价企业文化对数字化转型的支持程度，特别是在促进创

新思维和接受新技术方面的作用。包括企业是否鼓励创新、

员工对新技术的接受程度以及如何通过培训和发展计划提

升员工对数字工具的熟练运用。文化指标还考察企业是否形

成了以数据和结果为导向的决策文化，及其在推动组织目标

和个人职业发展方面的影响。

4.2 评价模型的方法论

4.2.1 应用多指标综合评价方法
在钢构生产企业数字化转型评价中，应用多指标综合

评价方法能够提供一个全面且系统的分析框架，以确保各项

关键指标得到充分考虑并合理权衡。该方法通过整合多个评

价维度，反映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综合效果和层次。多指标

综合评价方法开始于定义一套全面的评价指标体系，涵盖技

术、管理和文化等多个方面，确保这些指标能够全面覆盖企

业转型的关键方面。每个指标都根据其对数字化转型成功的

影响程度赋予一定权重，这些权重反映了不同指标在整体评

价中的相对重要性。评价过程中，采用量化方法将各项指标

的表现转换为数值，便于进行综合分析。常用的量化手段包

括打分系统、等级划分或百分比评分，这些方法可以将定性

的评价转化为定量数据。在数据收集后，通过加权平均的方

式，结合各指标的权重，计算出一个总体的评价分数，该分

数代表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整体表现。为确保评价的

准确性和公正性，通常需要进行多轮评估和反馈。在初步评

估后，分析评价结果中的低分项，识别出转型过程中的短板

和挑战。通过与行业最佳实践的比较，找出差距，并提供具

体的改进建议。这个过程可能涉及对原有指标体系的调整和

优化，以更好地反映实际的业务环境和转型需求。此外，多

指标综合评价方法支持持续的监控和周期性评估。通过定期

重复评估过程，可以监控企业在数字化转型方面的进展，及

时调整策略和措施，确保转型行动与企业的长期目标保持一

致。这种动态的评价机制有助于企业灵活应对外部环境的变

化和内部进展的实际情况 [5]。

4.2.2 案例分析与模型验证
在钢构生产企业数字化转型评价的研究中，案例分析

与模型验证是关键步骤，它们确保评价方法的实际适用性和

科学性。通过对具体企业实施的数字化转型项目进行深入分

析，研究者能够检验和精细化评价模型。案例分析通常涉及

选择几家具有代表性的钢构生产企业，这些企业在数字化转

型过程中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和成效。通过详细记录和分析这

些企业在转型过程中采用的技术、实施的管理策略以及文化

适应性，研究者可以获得宝贵的一手数据。这些数据包括企

业转型前后的经济指标、操作效率、员工满意度和客户反馈

等，为评价模型提供实证基础。在案例分析中，通过对比分

析企业的转型策略与业绩变化，可以观察到哪些做法是成功

的，哪些可能需要改进。这种对比不仅揭示了不同策略的效

果，也能展示各种内外部因素如何影响转型效果。例如，分

析企业如何通过技术创新提升生产效率，或者如何通过文化

改革提高员工对新系统的接受度和利用率。模型验证则是在

案例分析基础上进行的。通过将案例企业的实际数据输入评

价模型中，检验模型是否能够准确反映企业的转型表现和结

果。这一过程可能涉及模型的调整和优化，如重新定义指标

权重或调整评价标准，以确保模型在不同类型和规模的企业

中都有良好的适应性和预测准确性。通过模型验证，研究者

能够评估模型的普适性和限制，理解模型在实际应用中可能

遇到的问题。这一过程中发现的任何不一致或偏差都是改进

模型的机会。有效的验证不仅提高了模型的可信度，也加强

了评价方法的科学性和实用性。

5 结论

钢构生产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不仅是应对市场变化的必

然选择，也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文章通过分析了

企业在转型过程中的关键挑战及其对策，揭示了数字化技术

的实际应用及其在提升企业竞争力中的作用。通过案例和实

证的方法论分析，为钢构生产企业的持续改进和发展提供了

理论支持。转型评估不仅仅是技术的应用，更关乎组织和文

化的适应，这是确保企业能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持领先

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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