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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technology has gradually penetrated into our lives and can to 
some extent replace humans to complete work tasks more efficiently and accurately. This has brought both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and unprecedented challenges to enterprises. The paper is based on the current era of various new technologies and tools, including 
AI technology, constantly emerging. It explores the possible forms of a new round of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its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t analyzes the necessity, advantages, and shortcomings of applying AI technology in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proposes targeted response strategies and practical id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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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人工智能（AI）技术已经逐渐渗透到我们的生活中，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代替人类更高效率和更准确
地完成工作任务，这同时给企业带来了发展机遇与前所未有的挑战。论文立足于当前包括AI技术在内的各种新技术、新工
具不断涌现的时代背景之下，探讨了新一轮工业革命的可能形态及其对国有企业发展的重大影响，分析了国有企业应用AI
技术的必要性、优势与短板，并针对性提出了应对策略及实践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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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AI 技术日渐成熟，并在各个领

域得到了广泛应用。国有企业作为国家经济的重要支柱，如

何利用 AI 技术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论文将探讨国有企业如何利用 AI 技术的策略与实践。

2 国有企业面临新一轮工业革命冲击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总书记多

次在讲话中振聋发聩地提出，可谓是对全球发展大势的精准

把握，是深刻洞察世界格局复杂变化后作出的重大判断。

近年各行各业不断有爆炸性的新闻传出，越发让人深

刻感受到身在这场大变局之中，谁都不是局外人。“人造太

阳”运行时间不断创新纪录；“室温超导”一边乌龙一边在

尝试中取得进展；“Chatgpt”聊天机器人连续迭代性能跨

越发展；“Sora”已经能做到流畅生动的文生视频；“Kimi”

可以智能生成数百万字小说和剧本；“人形机器人”经过几

十年研发已灵活似超人；“低空经济”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新能源车智能性不断提高，里程不断增加，月度销售数量已

超油车等，在我们面前，时代的恢宏画卷已全面铺开，还有

大片留白可供谱写。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里夫金有一个关于工业革命的理论，

他认为每次工业革命都是由于能源系统革命 + 通信系统革

命 + 交通系统革命而引发的全面变革，比如人类第一次工

业革命是 18 世纪 60 年代，以蒸汽机 + 电报 + 铁路为标志；

第二次工业革命是 19 世纪中期，以电力 + 电话 + 飞机 / 汽

车为标志；第三次工业革命是二战后，以原子能 + 电子计

算机 / 互联网 + 航空航天为标志。据此推论，第四次工业革

命可能已经以可控核聚变 +AI 智能系统 + 低空交通 / 新能源

交通为标志拉开了帷幕，这将是载入史册的一段辉煌岁月，

是所有经济体的发展良机。

国有企业可以说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直接受益者，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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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第四次工业革命，如不能做到变中求新、新中求进，把

握住技术革新的良机，则必将被时代洪流冲击迷失，直至淘

汰，这并非危言耸听。

3 国有企业发展 AI 技术的必要性

在众多新技术中，AI 技术的发展是最受瞩目的，因其

能代替人力更为快速准确地完成工作、解决问题，且应用领

域广泛，能够对应解决长期困扰国有企业的冗员、低效等痛

点问题，在国有企业发展AI技术，是适应全球科技发展趋势、

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提升企业创新能力的现实需求。

3.1 适应全球科技发展趋势
国有企业作为国家经济的支柱，必须紧跟全球科技发

展的步伐，把握 AI 技术带来的机遇。通过引入和发展 AI

技术，国有企业可以进一步优化管理运营流程，提高生产效

率、优化资源配置、降低运营成本，从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

中保持领先地位 [1]。

3.2 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AI 技术的应用将深刻影响产业结构，推动传统产业的

升级和转型。国有企业具有深厚的产业基础和资源积累，通

过引入 AI 技术，可以扭转原有劳动密集型产业面貌，更好

实现产业智能化、数字化和绿色化，提高产品质量和附加值，

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

3.3 提升企业创新能力
AI 技术作为当前科技创新的热点领域，对于提升国家

创新能力建设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加大研发投入、加强人才

队伍建设、优化创新环境等措施，国有企业可以不断提升在

人工智能领域的创新能力，还可以借助 AI 技术提升现有研

发人员的创新研发能力，进而助力推动国家科技创新体系的

建设和发展。

4 国有企业发展 AI 技术的优势

4.1 技术资源优势
中国是全球领域 AI 技术方面毋庸置疑的领跑者。数据、

算力和算法，是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三大关键要素。国家互

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的《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2 年）》

显示，截至 2022 年底，中国数据产量世界第二，数据存储

量世界第二，算力总规模世界第二，存力总规模世界第二。

在全球格局上，浙商证券发布的研报显示，全球人工智能企

业呈现“中美主导”格局。截至 2023 年三季度，全球人工

智能企业有 29542 家，中美人工智能企业数占全球总数的近

一半，美国有 9914 家（占比为 34%），中国有 4469 家（占

比为 15%）。在一些关键核心技术上，中国走在世界前列，

例如人脸和语音识别技术等。

4.2 政策与资金优势
近年 AI 技术相关政策不断出台，包括资金扶持、税收

优惠等。这些政策鼓励国有企业投入更多的资源用于 AI 技

术的研发和应用，推动其在人工智能领域快速建设发展。

4.3 数据资源优势
国有企业大多成立时间较长，运营模式成熟，拥有庞

大的业务规模和广泛的客户群体，这为其提供了丰富的数据

资源。这些数据资源是 AI 技术发展的重要基础，有助于国

有企业通过大数据分析和机器学习等技术，提高业务决策的

准确性和效率。

4.4 人力资源优势
国有企业员工在薪酬福利上有较强竞争力，具备引进

高素质 AI 技术人才的能力和环境，这使国有企业在 AI 技

术的研发和应用方面更具优势，能够不断推出具有创新性和

竞争力的 AI 产品和服务。

4.5 运营稳定优势
国有企业通常具有较为稳定的运营环境和治理结构，

这为其在 AI 领域的长期发展提供了保障。稳定的运营环境

有助于国有企业持续投入资源用于 AI 技术的研发和应用，

推动其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不断进步。

5 国有企业发展 AI 技术的短板

对标“新质生产力”和“未来产业”的发展要求，多

数国有企业目前在理念、产品、管理模式上，差距非常之大，

如果想要搭上 AI 技术这列高质量发展的快车，亟需求变、

求新、求进。

5.1 理念短板
理念上，国有企业较为缺乏危机感和紧迫感，不论是

基于企业的还是个人的，对新生事物兴趣不浓烈、学习欲望

不强，在应用时，决策流程长，推进速度慢。

5.2 产品短板
产品上，大多仍囿于传统制造业范畴，这类国企在激

烈的市场竞争之下，毛利越来越薄，缺乏真正具有核心竞争

力的拳头产品，而且较多企业缺乏研发创新能力，未来可持

续发展前景堪忧。

5.3 管理模式短板
管理模式上，很多国有企业，特别是军工国企，仍使

用内网通讯，连互联网都未达到普及，沟通成本巨大，信息

化平台在摸索中建立，但相比私营企业中的竞争对手，信息

化、智能化水平可以说不在一个时代。

5.4 人员思维短板
国企管理人员少有关注 AI 发展的，少有主动尝试使用

AI 工具的。殊不知现在简单的可以靠通义听悟、飞书妙记、

智谱清言等工具，只需十几秒录音转文字，智能整理会议纪

要，可以靠 mindshow 一分钟做出一份精美的 PPT，复杂点

的可以靠秘塔、kimichat 等工具几分钟写出一份内容翔实的

行业研究报告。个别对技术工具感兴趣的同事在使用后小范

围推荐交流，也只能局部消除信息差和认知差，但理念是很

难一朝一夕建立的，在 AI 工具快速迭代的背景下，很多人

学的速度还不如工具升级换代的速度快。“有道无术，术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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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求；有术无道，则止于术”，更新不了理念的管理人员在

这场智能浪潮中，是最可能首先被淘汰的，不是AI淘汰人类，

而是会用 AI 工具的人淘汰不会用 AI 工具的人。

国企研发人员、市场人员往往囿于现有产品和市场领

域的维持和扩展，少有真正面向未来做的中长期产品、市场

规划。但随着产业高质量升级，将形成要素成本上升、资源

约束趋紧等大背景趋势，传统产品的比较优势不断缩小，必

将沦为低端、过剩产能而遭到无情淘汰。

国企制造人员受限于学历和眼界，大多满足于拿钱干

活，随遇而安。当前人工智能 + 人形机器人的组合已基本

成形，未来在生产线之外需要人工的部分，以这一组合必将

完全胜任，假以时日，如果一台十万元的机器人可以替代一

个成本十万元 / 年的工人，如何选择不言而明。

以上毫不避讳地分析了当前国有企业利用 AI 技术的弱

点短板，作为国有企业，在 AI 浪潮席卷下，必须深刻认识

到自身肩负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采取策略克服众多问

题，推动企业向智能化、高端化、绿色化方向高质量发展。

6 国有企业发展 AI 技术的策略和实践思路

6.1 战略策略
在战略上，要尽快谋划国有企业智能化转型，不仅仅

是提供资金支持，而要全面分配资源。包括确保相应岗位设

置和培养合适的人才，确保企业拥有必要的技术基础设施，

在必要时招聘专家，如数据分析师和其他能够设计、开发和

部署人工智能系统的专家，帮助企业做好准备拥抱 AI 技术

的革新 [2]。

6.2 理念策略
在理念上，要求变。国有企业管理理念的创新和变革，

要充分依赖和发挥政策引领作用。国有企业管理者要对人工

智能技术发展保持高度敏感性，既要关注各项政策的引导，

又要关注 AI 在管理、技术、市场等领域的应用场景和先进

工具，先学先试，通过员工培训教育活动充分分享、培训、

讨论，积极推动 AI 的普及和应用，培养员工对 AI 的认知

和信任，进而提高经营管理效率 [3]。

6.3 产品策略
在产品上，要求新。这需要长期持续的技术积累和行

业分析，做到充分调查研究，还需要通过尽可能多的渠道掌

握尽可能多的资讯，在“新质生产力”和“未来产业”领域

中找到未来的产品和市场方向结合点。在研发方式上，也可

以应用上 AI 技术，比如通过材料预测模型，对材料性能进

行仿真测试，降低研发时间和成本等 [4]。

6.4 管理模式策略
在管理模式上，要求进。当前的国有企业管理模式本

质上都是基于二战后工业复合体的组织方法，强调命令与控

制，随之带来大量的沟通成本，将会越来越不适用于新的时

代。趋势已经很明显：决策事项越来越聚焦，审批流程越来

越精简，管理层级会越来越少，机械化重复化的工作将更多

被自动化智能化替代，员工数量会越来越少。故而要在管理

模式上设法让国有企业整体更加轻量化、小型化、灵活化，

以积极拥抱数字化、智能化带来的管理红利。比如传统的管

理模式依靠人工收集和整理数据，这种方式不仅耗时耗力，

而且容易出错。可以更多通过传感器、物联网等技术手段，

实时采集各种数据，如生产数据、销售数据、客户反馈数据

等，更加及时准确地了解市场需求和客户需求，制定更加精

准的营销策略和产品定位。通过机器视觉、智能控制等技术

手段，实现生产线上的自动化生产和物流管理。通过自然语

言处理、知识图谱等技术手段，实现智能化的员工招聘、培

训和管理等 [5]。

习近平总书记在两院院士大会上曾告诫：“下好先手 

棋，打好主动仗，对国家和民族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科技决

策，想好了、想定了就要决断，不然就可能与历史机遇失之

交臂，甚至可能付出更大代价。”对于国有企业发展也是一

样，新工业革命的浪潮已汹涌而至，历史机遇往往稍纵即逝。

近年优惠政策不断出台，硬件上推动国企数字化转型升级、

设备以旧换新，经济上减税降费、金融普惠，包括对国企考

核指标脱虚向实、人员“三定”控量等要求，实质上都在帮

助国有企业减负，轻装前行。可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必

须紧紧抓住 [6]。

7 结语

面对新一轮工业革命，国有企业需要深刻认识到自身

肩负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采取策略克服众多问题，推动

企业向智能化、高端化、绿色化方向高质量发展。通过在战

略、理念、产品和管理模式上求变、求新、求进，国有企业

可以抓住新工业革命的机遇，为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做出更大

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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