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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有利支撑 [2]。

产业发展（智治产业）方面，以数字化赋能构建“3+2”

现代临空产业体系，落实临空产业强链工程的重点任务为目

标，建设数智招商、产业智算、云上会展等场景应用，构建

临空产业全生命周期管理“数字基础设施”体系，为在区产

业、企业提供数智支撑，争当城东智造大走廊产业链供应链

核心节点的承载地、高质量发展的制高点。

智慧交通（智慧枢纽）方面，依托物联网、人工智能、

大数据等数智技术，建设平台化、共享化多业态支撑的数字

交通操作系统，构建空地一体、内外衔接、便捷精准的国内

领先的数字化城市综合立体交通网络，基于一体化的数字交

通操作系统，部署出行即服务、精准交通管控等场景应用，

支撑多模式交通系统运行精准感知、供需匹配优化、智能推

演决策，开展城市路网 + 共轨出行 + 接驳服务创新试点，

力争打造效率高、服务好、排放低的临空经济区综合交通

系统。

贸易物流（数字国门）方面，结合临空经济区打造对

外开放门户，高标准建设跨境物流服务体系的任务要求，以

实现物流运行服务全链路数字化为目标，建设数字国门服务

平台、跨境物流服务平台，打造物流服务“一单窗口”，简

化物流通关手续流程，为高附加值货物流通集散持续赋能。

城市建管（智治家园）方面，结合临空经济区建设国

内知名生态智慧航空都市、港产城人深度融合的世界一流航

空都市区等要求，以城市治理高效精细、惠民服务优质便捷

为目标，重点部署搭建城市规建管理平台、网格化管理平台、

公共服务平台，支持临空经济区形成 “一网统管”数字化

治理体系、“一键通办”公共服务体系 [3]。

3.3 建设路径
按照“打基础”“拓场景”“创模式”三步策略，力

争 5 年建成“数字临空”集成化场景应用，打造一体化临空

数字都市全球标杆。

第一阶段（2023 年）：“打基础”。按照“强化共用、

整合通用、开发应用”的理念，打造一套数字临空一体化数

字底座，包含统一算力平台、统一孪生平台和统一数据平台，

为数字临空产业发展和技术创新提供共性能力支撑。

第二阶段（2023—2025 年）：“拓场景”。以数字化

新场景推广应用为驱动，推动各类要素资源集聚、开放和共

享，积极引入企业、研究院所等社会化力量参与数字临空建

设，提升服务创新的深度和广度，完成数字交通、城市治理、

产业服务和贸易物流的能力建设，并逐步实现推广运营。

第三阶段（2025—2027 年）：“创模式”。通过一体

化数字底座的打磨应用，形成数字临空“标志性”成果，全

面推广运营，加快业态和产业模式的变革与创新，形成数字

临空可复制推广的平台模式，进一步打造精细化运营能力，

打造技术与城市建设深度融合的标杆。

4 加快“数字临空”建设的举措建议

①坚持规划先行。围绕当前“数字临空”基本认识，

加快推进《杭州“数字临空”三年发展规划》规划编制工作，

在当前课题基础上细化深化数字临空发展愿景、阶段目标、

系统架构、场景应用、制度改革思路，明确建设投入及建设

时序，作为“数字临空”建设的“路径图”，有序推进“数

字临空”发展建设。

②加强组织领导。强化临空经济区管委会对“数字临空”

建设的领导作用，建立“数字临空”建设工作专班，根据三

年行动计划制定工作方案，细化目标任务，明确责任分工。

建立多部门协同工作推进机制，促进“数字临空”建设有序

推进。

③强化开放共建。加强政企合作，充分发挥社会优势，

调动外部力量积极性，推动高校、研究机构、高新技术企业

参与“数字临空”建设，更好挖掘数据应用价值，实现“数

字临空”持续创新。畅通社会参与渠道，建立“数字临空”

应用场景征集制度，实现场景落地集思广益、需求导向，不

断提高社会各界获得感、参与度。

④注重要素保障。加强资金支持，积极争取国家、浙

江省、杭州市数字化建设专项资金及补助，争取财政支持；

探索市场化场景外部企业投资运营模式，多渠道筹集“数字

临空”建设资金。加强人才保障，积极招聘复合型数字化人

才，支撑“数字临空”建设应用落地。

5 结语

对于示范区的长远发展来说，“数字临空”建设是新

的发展命题，相关项目的推进要结合其在贸易枢纽、创新服

务方面的发展定位，综合考虑建设条件、发展基础、标杆示

范、体制机制等因素。特别是为深入贯彻数字经济“一号工

程”，以及 2024 年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杭州大会展中心

成功举办，充分展现数字杭州、数字临空风采，助力临空乘

“数贸会”东风，创造中国数字贸易新奇迹。论文提出研究

数字临空的发展目标、建设原则、建设任务和项目建议、保

障措施，旨在以此探索“数字临空”的落地实践方向，支撑

杭州临空经济示范区的多元高效建设，体现其国家级乃至全

球的引领带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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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current complex and changeable economic situation, the economic management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s facing unprecedented challenges.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comprehensive competitiveness of enterprises and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fine	management,	as	an	advanced	management	concept,	is	increasingly	concerned	about	
and applied by state-owned enterprises. Fine management pays attention to details, process optimization and all-round resource 
integration. Through in-depth analysis and accurate control of the management process, it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management 
efficiency and economic benefits of the enterprise. By discussing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fine management in the economic 
management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alyzing its role in production management, financial management,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marketing management and other aspects, aiming to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reference for the 
economic management innovation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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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细化管理在国有企业经济管理中的应用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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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当前经济形势复杂多变的背景下，国有企业的经济管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为了提升企业综合竞争力，促进企业可
持续发展，精细化管理作为一种先进的管理理念，日益受到国有企业的关注与应用。精细化管理注重细节、流程优化及全
方位的资源整合，通过对管理过程的深入分析和精准控制，能够有效提升企业的管理效率与经济效益。论文通过探讨精细
化管理在国有企业经济管理中的实际应用，分析其在生产管理、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以及营销管理等方面的作用，旨
在为国有企业的经济管理创新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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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国有企业的经济管理中，精细化管理作为一种现代

管理理念，已逐渐成为提升企业管理效能的关键手段。国有

企业作为我国经济的重要支柱，在面对日益复杂的市场环境

和日趋激烈的竞争时，传统粗放式管理模式已难以适应当下

的需求。因此，将精细化管理理念引入国有企业的经济管理

中，能够有效提升企业的管理水平和经济效益。

2 精细化管理的应用原则

2.1 数据驱动
企业在日常运营中会产生大量的数据，这些数据不仅

包括财务信息，还涵盖市场动态、客户反馈、生产效率等各

个方面。通过对这些数据的深入分析，管理者可以更准确地

把握企业的运营状况，发现潜在的问题与机会 [1]。比如，企

业可以利用数据分析工具，实时监测销售情况，了解哪些产

品最受欢迎，哪些市场表现不佳，从而及时调整营销策略。

这种数据导向的决策方式，不仅能降低管理风险，还能提升

企业的反应速度，使其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占据有利位置。

2.2 过程优化
在企业运营中，各项工作往往是由多个环节组成的，

这些环节之间的协作与配合直接影响到最终的结果。通过对

工作流程的细致分析，企业可以识别出冗余环节、瓶颈问题

以及潜在的改进空间。比如，一家制造企业在进行生产流程

优化时，可能会发现某些工序的时间过长，导致生产效率低

下。在这种情况下，管理层可以通过重新设计流程、引入先

进设备或培训员工提升技能，从而实现效率的提升。过程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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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不仅能够提高资源利用率，还能降低运营成本，增强企业

的整体竞争力。

2.3 绩效导向
在精细化管理中，企业需要建立明确的绩效指标，通

过量化的方式来衡量各项工作的完成情况和效果。这种绩效

导向的管理方式，使得每个员工都能清楚自己的工作目标及

其对企业整体目标的贡献。在设定绩效指标时，企业应确保

指标既具有挑战性，又能切实可行，避免过于理想化的目标

导致员工的挫败感。与此同时，企业还应定期对绩效进行评

估，根据评估结果进行激励和调整，确保每个团队和个人都

能在不断进步中实现更高的业绩。

3 精细化管理在国有企业经济管理中的应用
领域

3.1 生产管理

3.1.1 精益生产
精益生产并不是单纯追求大规模生产，而是通过减少

浪费、提高效率来达到资源的最优配置。例如，通过优化生

产线的布局、合理安排工人劳动时间、精确控制库存数量等

方式，企业能够减少不必要的库存积压，提升资金的周转效

率。另一方面，精益生产还要求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尽可能减

少等待时间和物料搬运时间，以此提高生产效率。这不仅能

够减少成本，还能让企业在市场变化较快的环境下更具应变

能力 [2]。此外，精益生产强调员工的参与和责任感，通过激

励机制和合理的培训，提升员工的效率和创新能力，进一步

推动企业生产管理的精细化。

3.1.2 质量控制
对于国有企业而言，产品质量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根本，

在精细化管理的框架下，质量控制贯穿于整个生产过程的每

一个环节，目的在于将质量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例如，通

过引进先进的检测设备和自动化技术，企业能够在生产的每

一个关键节点进行实时监控，及时发现和解决潜在的质量问

题。与此同时，精细化的质量控制还要求企业建立起完善的

质量管理体系，从原材料采购、生产流程控制到产品出厂检验，

每一个环节都要有明确的质量标准和责任人。这不仅提高了

产品的合格率，也减少了因质量问题导致的返工和售后成本。

精细化管理要素图如图 1 所示。

图 1 精细化管理要素图

3.1.3 设备维护
在国有企业中，生产设备往往是生产能力的核心保障，

设备的正常运转直接关系到生产的顺利进行和成本控制。精

细化管理强调通过设备预防性维护和状态监测，提前发现设

备运行中的潜在问题，避免设备故障的发生。例如，企业可

以通过设备健康管理系统，实时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结合

数据分析技术，预测设备的故障趋势，提前安排维护工作，

减少停机时间。此外，精细化的设备维护还要求对设备的日

常保养工作进行严格的规范化管理，制定详细的保养计划和

操作规程，确保每一台设备都能处于最佳的工作状态。通过

这种方式，不仅降低了设备故障率，还延长了设备的使用寿

命，进一步降低了企业的固定资产折旧成本。

3.2 财务管理

3.2.1 预算管理
通过精细化的预算管理，企业可以在年度经营计划的制

定和执行过程中，及时、准确地掌握各个部门的财务需求和

资源分配情况，做到事前规划、事中控制、事后反馈。精细

化预算管理不仅仅是对资金的合理分配，更是对企业经营目

标的细化和量化，通过对收入、成本、费用等各项指标的精

确测算和分解，确保预算执行的严谨性和可操作性。此外，

预算管理还需要动态调整。企业在运营过程中可能会遇到市

场环境变化、政策调整等不确定因素，这时，通过精细的预

算跟踪和调整机制，能够及时发现预算执行中的偏差，并迅

速做出调整，确保企业的财务运营始终在健康的轨道上运行。

3.2.2 成本控制
精细化的成本控制不仅仅是通过简单的削减开支来降

低成本，而是通过对成本构成的全方位分析，找到各个环节

中的节约空间，实现成本的合理化。国有企业在成本控制方

面，常常面临着资源浪费、冗余成本高等问题，精细化管理

能够帮助企业在各个业务环节中识别和消除不必要的开支，

从而提高资金利用效率。例如，在生产环节中，精细化管理

可以通过细致的工艺流程分析来优化生产流程，减少不必要

的能耗和材料浪费；在采购环节中，可以通过对供应链的精

细管理，选择更具性价比的供应商，降低采购成本。

3.2.3 投资决策
国有企业在投资决策过程中，往往面临着项目周期长、

资金投入大、风险较高等特点，因此，精细化的投资决策管

理显得尤为重要。通过精细化管理手段，企业可以在投资项

目前期进行更加详细的可行性分析，充分考虑市场环境、政

策风险、技术可行性等多重因素，确保投资项目的科学性和

合理性。同时，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精细化管理可以通过严

格的项目进度控制、资金使用监管等手段，确保项目按计划

推进，避免资金浪费和项目拖延。此外，精细化的投资决策

还要求对项目的收益进行持续跟踪和评估，及时发现投资回

报率偏低的项目并进行调整，确保企业的资本投入能够获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