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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围绕创新的角逐已经拉开帷幕。企业和社会无疑
都在经历以技术为导向的转型，这一趋势推动市
场进入转折点。变革、交付和运营的速度正在将
领导者和追随者区分开来，亚太区的中小企业 
(SMB) 也不例外。

为了更好地了解中小企业面临的挑战和机遇，思
科连续第二年委托 IDC 调查中小企业全数字化转
型之旅的现状。

调查结果包含大量有价值的信息。大多数 (84%) 
中小企业正在努力实现其全数字化目标，其中略
多于一半的企业处于第 2 阶段，即 IDC 所称的 
“主动观察” 阶段。近三分之一 (31%) 的中小企
业仍在被动响应市场变化，且几乎没有做出任何
进行全数字化转型的努力。

新加坡、日本和新西兰继续保持领先，其排名与  
2019 年的调查相比没有变化。不过，中国内
地、中国台湾和泰国的排名分别超越了韩国、中
国香港和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越南取得了显
著进步。

在亚太区，中小企业对当前 GDP 总量的贡献率
为 52%，达到 15.2 万亿美元。到 2024 年，中 
小企业的进一步全数字化转型可能会使亚太区的  
GDP 再增加 3.1 万亿美元，即 GDP 再增长 
7.5%。IDC 的研究表明，成功转型的中小企业
（积极挑战）的销售额和员工工作效率提高了 
50%，而领先中小企业（游刃有余）获得的收益
为转型前的两倍。

要实现这一目标，中小企业需要进行重大变革，
从制定正确的战略到进行必要的技术投资，不一
而足。云不仅是全数字化转型的基础支柱，而且
是中小企业的首要技术重点，通过云可以使中小
企业随业务增长快速调配资源。

虽然全数字化技术在当今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应
用，并有助于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但考虑到中
小企业的规模，许多方面仍然存在限制。在最新
的调查中，中小企业提及缺乏全数字化技能和技
术是其在全数字化转型中面临的第二大挑战。事
实上，中小企业在保持竞争力方面的压力越来越
大。拥有合适技术和专业知识的合适合作伙伴将
有助于克服日益趋紧的资源限制。

中小企业的创业精神以及对创新技术不断增长的
需求，确保了他们能够在转型中占据有利地位，
在 2020 年及以后加速发展。

3.1 万亿美元
如果有更多的中小企业推进其全数字化
转型之旅，到 2024 年，亚太区的 GDP 
可能会再增加 3.1 万亿美元。

2X
相较处于成熟度阶段最早期（漠不关
心）的中小企业，领先中小企业（游刃
有余）获得的收益（收入和工作效率）
达到其两倍。

84%
亚太区 84% 的中小企业正在努力有效
地执行其全数字化计划及实现关键业务
目标。

缺乏全数字化技能
和技术
是中小企业进行全数字化转型面临的第二
大挑战。

云
是首要技术投资重点，其次是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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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20 亚太区中小企业全数字化成熟度报告
IDC 将中小企业全数字化转型 (DX) 定义为业务
全数字化，即采用以客户为中心的业务战略，目
标为使用全数字化技术（例如云、移动性、社
交、增强/虚拟现实、物联网 [IoT] 以及分析或人
工智能 [AI]）来实现内部运营转型，以便更好地
与客户、合作伙伴和员工互动。

为了解中小企业全数字化转型成熟度的现状，IDC 
开发了一个框架，旨在帮助中小企业清晰评估其
当前能力，并确立使业务目标与 IT 需求保持一致
的各项目标。

IDC 调查了各个行业的 1400 多家中小企业，其
中包括金融服务业、制造业、电信业、媒体业、
交通运输业、建筑业、零售业和批发业。

目标
• 确定亚太区中小企业在采用全数字化转型方面
的就绪性 

• 了解中小企业的全数字化转型对推动经济活
动的影响 

• 了解中小企业在全数字化转型方面面临的挑
战和机遇

受访者

1424 家
遍布 14 个市场：
澳大利亚 
中国 
中国香港 
印度 
印度尼西亚 
日本 
韩国 
马来西亚 
新西兰 
菲律宾 
新加坡 
中国台湾 
泰国 
越南

IT 影响力
公司 IT 采购的决策者

角色
经理及以上级别，例如企业所
有者、首席执行官、总监和部
门主管

公司规模

50-499 名
员工

行业
建筑业 
金融服务业 
制造业 
媒体业 
资源业 
零售业和批发业 
服务业 
电信业 
公用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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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如何对待全数字化？

• 公司的全数字化战略是 
什么？

• 组织是否做好了执行 
准备？

• 公司是否有合适的技能和能
力来搜寻、管理和留住合适
的人才？

• 公司是否在利用其他来源？

全数字化 
战略和组织

中小企业
全数字化
成熟度 
指数

全数字化 
流程和监管

全数字化人才 
和技能

全数字化 
技术

• 自动化、标准化和流程
转型的水平如何？

• 哪些流程的自动化程度
最高

• 公司在利用关键全数字化技
术提升竞争力方面的成熟度
如何？

亚太区中小企业全数字化成熟度指数：四个维度
中小企业全数字化成熟度指数由四个维度组成：全数字化战略和组织、全数字化流程和监管、全数字化技术以及全数字化人才和技能。每个维度都针对
全数字化掌握情况的一个重要方面，并可作为衡量业务职能和表现的特定方面的相对成熟度的指标进行独立评估，从而为中小企业提供针对其全数字化
转型之旅的目标。



战略和组织

流程和监管

技术

人才和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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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缺乏全数字化技能。 • 进行战术性投资以获取全
数字化技能。领导者不愿
承担风险。

• 所有核心流程都已自动
化，工作效率正在提升。

中小企业全数字化 
成熟度指数

第 1 阶段
漠不关心

第 2 阶段 
主动观察

第 3 阶段
积极挑战

第 4 阶段
游刃有余

亚太区中小企业全数字化成熟度指数：四个阶段
该指数按全数字化成熟度的四个阶段对中小企业进行分类，从最早期的漠不关心阶段开始，到最成熟的游刃有余阶段。

• 公司被动响应并专注于 
提升效率。不存在或未 
开始全数字化努力。

• 大多数流程都是手动的。

• 战术性投资。不以云和电
子表格为中心。

• 正在进行全数字化努力，
但仅在战术上努力。开始
创建全数字化计划。

• 许多流程仍未实现自动
化。专注于解决效率低下
问题。

• 在使用一些云资源。对分
析的利用非常有限。专注
于使用报告工具。

• 公司专注于变得灵活。存
在全数字化战略，但着眼
于短期。

• 有面向全数字化的技术发
展路线图。公司正在使用
混合云方法。

• 对人才进行战略投资， 
特别是在全数字化技能 
方面。

• 存在以全数字化方式创新
的整体战略。主动寻求进
行市场转型，扩大运营范
围并推动完善客户体验。

• 完成所有流程的自动化；
采用灵活方法。在流程转
型过程中取得重大进展。

• 存在合适的全数字化技
能。人才是主要优先事
项，也是竞争优势。灵活
且适应性极强的文化。

• 云优先，并致力于使用全
数字化技术。广泛采用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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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地区性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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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53% 13%

3%

39%

2019 年

2020 年

50% 9%

2%

越来越多的亚太区中小企业在进行全数字化转型
亚太区中小企业已在全数字化之旅中取得进展，其中 16% 的中小企业克服了关键挑战，并达到成熟度的高级阶段（第 3 和第 4 阶段），相比之下，
2019 年这一比例为 11%。略多于一半的中小企业通过接纳全数字化进入主动观察阶段，但仍有 31% 的中小企业被动响应市场变化，且几乎没有做出任
何进行全数字化转型的努力。

漠不关心 主动观察 积极挑战 游刃有余

84% 尽管与 2019 年相比比例有所降低，但大多数中小企业仍在努力推进全
数字化战略及取得进一步进展。

亚太区受访者 = 1424 家 
来源：思科-IDC 2020 亚太区中小企业全数字化成熟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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漠不关心

菲律宾 
印度尼西亚 

越南

新加坡 
日本 

新西兰
澳大利亚 
中国大陆 

韩国 
中国台湾 
中国香港

全
数
字
化
转
型
维
度

主动观察

印度 
泰国 
马来西亚

积极挑战

成熟度现状

游刃有余

年同比排名提升

年同比排名下降

年同比排名无变化

亚太区受访者 = 1424 家

亚太区中小企业全数字化成熟度
总体而言，所有接受调查的亚太国家/地区的全数字化成熟度都有所提升，其中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的进步尤为显著。在进入 “主动观察” 阶段的国家/地区
中，新加坡、日本和新西兰继续保持领先，其排名与 2019 年的调查相比没有变化。不过，中国内地、中国台湾和泰国的排名分别超越了韩国、中国香港
和马来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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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29.4 29.4

11.8

29.4

2019 2022 2024

亚太区受访者 = 1424 家 
来源：来源：思科-IDC 2020 亚太区中小企业全数字化成熟度报告 

*来源：国家统计数据

3.1

期望
2019 年 
2020 年

39

31

10

53

50

30

50

13

9

10

3
2

漠不关心 主动观察 积极挑战 游刃有余

推进中小企业全数字化转型之旅可以推动 GDP 增长 
3 万亿美元
尽管亚太区中小企业在全数字化成熟度方面取得了进步，但大部分企业仍停滞在第 1 阶段（漠不关心）和第 2 阶段（主动观察）。如果有 50% 的中小
企业可以进入第 3 阶段（积极挑战），则到 2024 年，将带动亚太区 GDP 实现 3.1 万亿美元的增长。

期望 
正常 
总 GDP*

1.5
26%

GDP 增长再
增加 26%

7.5%

总 GDP 再
增加 7.5%

全数字化成熟度四个阶段的中小企业百分比 中小企业百分比变为期望曲线时可实现的累计 GDP（万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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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付新产品和服务是全数字化转型的首要驱动因素
寻求通过全数字化转型来推出新产品和服务的中小企业的数量 (62%) 相较 2019 年 (38%) 翻了近一倍。在竞争中保持领先仍然是中小企业必然实现全数
字化的第二重要的驱动因素。

您的全数字化转型的业务驱动因素/触发器是什么？

2019 年 2020 年

我们力求实现全数字化
转型，以便为市场带来

新的产品和服务。

我们目前不将全数字化转
型视为业务的关键所在。

我们意识到，我们面临的
竞争形势正在变化，因而

我们必须与时俱进。

我们的客户要求我们改
变开展业务的方式。

62% 38% 56% 43% 39%

31%

22%

3%

来源：思科-IDC 2020 亚太区中小企业全数字化成熟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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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16%
15%

15%

13%
13%

10%

相较其他需求，中小企业优先考虑市场增长和客户体验
市场增长和扩张是排名第一的业务重点，其次是提供更出色的客户体验以及推出能够更好地满足个性化及体验需求的新产品和服务。不断变化的客户
需求和日益激烈的竞争推动亚太区中小企业在制定业务目标时变得更加积极进取。

市场增长和扩张

全数字化优先事项

改善人才搜寻/保留/
员工体验

提高销售业绩/改
善营销策略

提高财务可行性和
可预测性

改善运营/服务交付推出新产品/服务或
改进现有产品/服务

提供更好的/ 
更出色的客户体验 

来源：思科-IDC 2020 亚太区中小企业全数字化成熟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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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12%12%
14%

16%

全数字化领导者的收入和工作效率增长了两倍
“积极挑战” 的中小企业的销售额和工作效率增长了 50%，而 “游刃有余” 的中小企业在收入增速方面可达到处于全数字化成熟度早期阶段的中小企业收
入增速的两倍。

收入 
增长

因 IT 投资而实现的平均收入增长和工作效率提升

工作效率 
提升

收入 
增长

工作效率 
提升

收入 
增长

工作效率 
提升

漠不关心/主动观察 游刃有余积极挑战

来源：思科-IDC 2020 亚太区中小企业全数字化成熟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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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运营/ 
服务交付

所有流程 
都已自动化 

开始进行 
此业务领域的 

自动化工作 

游刃有余

漠不关心/主动观察

自动化解锁全数字化转型的益处
在全数字化方面已经成熟的中小企业会将更多业务和运营活动自动化，以实现关键全数字化转型益处，其努力从前端和客户互动领域开始。

中小企业如何看待其公司在自动化流程方面的进展

来源：思科-IDC 2020 亚太区中小企业全数字化成熟度报告

提高销售业绩/ 
改善营销策略

提高财务可行性 
和可预测性

提供更好的/ 
更出色的客户体验

努力自动化所
有核心流程

大多数流程 
都使用独立应用 

进行手动操作

改善人才搜寻/ 
保留/员工体验

推出新产品/ 
服务或改进当前 

产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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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1.93

1.66

1.87

1.68

1.85

1.69

1.87

2019 2020 2019 2020 2019 2020 2019 2020

11.6% 
年同比
增长

12.7% 
年同比
增长

10.1% 
年同比
增长

10.7% 
年同比
增长

中小企业在调整全数字化技术以推动增长方面需要最多
帮助
中小企业继续在 “全数字化战略和组织” 方面得分较高，但在实施 “全数字化技术” 领域取得的进步最小。虽然持续的人才和全数字化技能短缺仍然是一个
阻碍，但即使对于中小企业而言，也可以通过寻找合适的合作伙伴关系获得公平竞争的机会。

中小企业在四要点成熟度模型中的平均得分

全数字化战略 
和组织 

全数字化流程 
和监管

全数字化技术 全数字化人才 
和技能 

来源：思科-IDC 2020 亚太区中小企业全数字化成熟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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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技能和技术是全数字化转型面临的主要挑战
全数字化技能和人才短缺仍然是亚太区中小企业面临的主要挑战，其次是缺少实现全数字化转型所需的技术。

我的公司缺少
全数字化技能

和人才 

您在全数字化转型中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什么？

对变革的文化
抵触 

来源：思科-IDC 2020 亚太区中小企业全数字化成熟度报告

就我所在的行
业而言太贵/ 

不值得

全数字化转型
范围太广，我
们不知道从哪

里着手 

缺少合适的全数字
化转型规划图

组织中缺少全
数字化思维/ 

存在文化挑战

缺少预算/ 
管理层承诺 

缺乏对运营数
据和客户数据

的见解 

缺少实现全数
字化转型所需

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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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

1

2

3

4

5

漠不关心
第 1 阶段

主动观察
第 2 阶段

我的公司缺少全数字化技能和人才

缺少实现全数字化转型所需的技术

组织中缺少全数字化
思维/存在文化挑战 缺少预算/管理层承诺

游刃有余
第 4 阶段

缺乏对运营数据和客户数据的见解

缺少合适的全数字化
转型规划图

对变革的文化抵触

全数字化成熟度面临的主要挑战
无论其规模和全数字化成熟度如何，为填补人才缺口而苦苦挣扎是所有中小企业面临的挑战。中小企业全数字化追随者（漠不关心和主动观察）认为
缺少必要技术、全数字化思维和预算承诺是主要阻碍。在获取合适的技术以及对运营数据和客户数据的见解方面，全数字化领导者并非不会遇到类似
的挑战。

您在全数字化转型中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什么？

来源：思科-IDC 2020 亚太区中小企业全数字化成熟度报告

积极挑战
第 3 阶段

缺少预算/管理层承诺

缺乏对运营数据和客
户数据的见解 

缺少预算/管理层承诺

缺乏对运营数据和
客户数据的见解 

组织中缺少全数字化
思维/存在文化挑战

缺少实现全数字化转型所需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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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是中小企业的首要技术重点
无论规模如何，亚太区中小企业都计划在未来 18 个月对云进行投资，以实现其业务的全数字化，紧随其后的投资领域是安全。规模较大的中小企业专注
于云，而规模较小的中小企业则考虑对 IT 基础设施硬件进行投资。规模较大的中小企业更重视 AI/分析投资和其他颠覆性技术。对于规模较小的企业，
协作解决方案也变得越来越重要。

主要技术投资领域

来源：思科-IDC 2020 亚太区中小企业全数字化成熟度报告

排名

1

2

3

4

5

跟随者
第 1 和第 2 阶段

云解决方案

安全

购买/升级 IT 基础设施软件

购买/升级 IT 基础设施硬件

AI/分析

AI/分析

安全

购买/升级企业应用

购买/升级 IT 基础设施硬件

购买/升级 IT 基础设施软件

云解决方案

领导者
第 3 和第 4 阶段

整体

云解决方案

安全

购买/升级 IT 基础设施硬件

购买/升级 IT 基础设施软件

AI/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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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软件供应商 (ISV)/技术供应商 53%

50%

46%

39%

33%

33%

30%

服务提供商/电信运营商

系统集成商

电子商务/在线来源

合作伙伴

经销商/增值经销商 (VAR)

总代理商

中小企业在其旅程中寻求合适的合作伙伴
首选合作伙伴资质

53%
53% 的亚太区中小企业在寻求全
数字化解决方案时希望与 ISV 合
作。近一半 (49%) 的中小企业更
喜欢服务提供商/电信运营商，另
外 46% 的中小企业则更喜欢系统
集成商。

技术投资信息来源

来源：思科-IDC 2020 亚太区中小企业全数字化成熟度报告

全数字化投资信息来源

52%
52% 的亚太区中小企业认为，行
业顾问和分析的建议是其技术投
资最重要的信息来源，其次是参
加技术供应商活动 (50%)。



19

了解更多

1
制定三年全数
字化技术发展
路线图 

2 3 4 5 6 7

结论和建议
中小企业的全数字化转型之旅是一个重要的过程，存在很大的利害关系。中小企业为全球 GDP 做出了一半的贡献，并解决了 2/3 全球劳动
力的就业问题。

但是，中小企业的竞争能力正面临着日新月异的技术带来的不断增长的压力，其中 86% 的中小企业非常赞同 “技术正在推动行业变革”。

您不必为了实施业务转型而成为技术专家。以下是帮助您进入积极挑战阶段的七个步骤。

进入积极挑战阶段的中小企业的七个步骤

简化、从小处
着手、学习并
扩展

紧跟行业趋势
和最佳实践

在您迈向成功
的征途中寻找
合适的技术合
作伙伴

投资于全数字
化人才和技能

评估和调整要
投资的技术 

确定关键业务
流程的优先级
以实现自动化 

https://www.cisco.com/c/en_sg/solutions/small-business/digitalmaturity-2020.html?socialshare=lightbox-smb-maturity


国家/地区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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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

亚太区中小企业全数字化成熟度排名：4

技术投资

16%
云

11%
升级 IT 硬件

11%
安全

全数字化挑战

16%
缺少人才

14%
缺少支持技术

11%
缺少承诺

亚太区发展趋势平均值

全数字化优先事项

提供更好的或更出色
的客户体验

提高财务可行性和可
预测性

改善运营或服务交付

18%

16%

15%

市场增长和扩张

提供更好的或更出色
的客户体验

推出新产品和服务或
改进现有产品和服务

技术投资 全数字化挑战 全数字化优先事项

来源：思科-IDC 2020 亚太区中小企业全数字化成熟度报告

19%

17%

15%

17%
缺少人才

14%
缺少支持技术

11%
缺少承诺

15%
云

12%
安全

12%
升级 IT 软件



22

中国（大陆）

亚太区中小企业全数字化成熟度排名：5

技术投资

15%
云

12%
AI/分析

11%
升级 IT 硬件

全数字化挑战

19%
缺少人才

18%
缺少支持技术

11%
缺少承诺

全数字化优先事项

推出新产品和服务或
改进现有产品和服务

提供更好的或更出色
的客户体验

市场增长和扩张

技术投资 全数字化挑战 全数字化优先事项

来源：思科-IDC 2020 亚太区中小企业全数字化成熟度报告

28%

19%

16%

市场增长和扩张

提供更好的或更出色
的客户体验

推出新产品和服务或
改进现有产品和服务

亚太区发展趋势平均值

18%

16%

15%

17%
缺少人才

14%
缺少支持技术

11%
缺少承诺

15%
云

12%
安全

12%
升级 IT 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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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香港

亚太区中小企业全数字化成熟度排名：8

技术投资

21%
安全

10%
云

10%
升级 IT 硬件

全数字化挑战

13%
缺少人才

12%
缺少支持技术

9%
缺少承诺

全数字化优先事项

改善运营或服务交付

市场增长和扩张

推出新产品和服务或
改进现有产品和服务

技术投资 全数字化挑战 全数字化优先事项

来源：思科-IDC 2020 亚太区中小企业全数字化成熟度报告

19%

18%

17%

市场增长和扩张

提供更好的或更出色
的客户体验

推出新产品和服务或
改进现有产品和服务

亚太区发展趋势平均值

18%

16%

15%

17%
缺少人才

14%
缺少支持技术

11%
缺少承诺

15%
云

12%
安全

12%
升级 IT 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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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亚太区中小企业全数字化成熟度排名：2

技术投资

17%
升级 IT 软件

15%
安全

13%
云

全数字化挑战

11%
缺少人才

14%
缺少支持技术

23%
缺少承诺

全数字化优先事项

市场增长和扩张

改善运营或服务交付

提高销售业绩，改善
营销策略

技术投资 全数字化挑战 全数字化优先事项

来源：思科-IDC 2020 亚太区中小企业全数字化成熟度报告

28%

17%

13%

市场增长和扩张

提供更好的或更出色
的客户体验

推出新产品和服务或
改进现有产品和服务

亚太区发展趋势平均值

18%

16%

15%

17%
缺少人才

14%
缺少支持技术

11%
缺少承诺

15%
云

12%
安全

12%
升级 IT 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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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

亚太区中小企业全数字化成熟度排名：9

技术投资

16%
云

13%
安全

12%
升级 IT 硬件

全数字化挑战

16%
缺少人才

16%
缺少支持技术

9%
缺少承诺

全数字化优先事项

提供更好的或更出色
的客户体验

改善运营或服务交付

提高财务可行性和可
预测性

技术投资 全数字化挑战 全数字化优先事项

来源：思科-IDC 2020 亚太区中小企业全数字化成熟度报告

19%

18%

15%

市场增长和扩张

提供更好的或更出色
的客户体验

推出新产品和服务或
改进现有产品和服务

亚太区发展趋势平均值

18%

16%

15%

17%
缺少人才

14%
缺少支持技术

11%
缺少承诺

15%
云

12%
安全

12%
升级 IT 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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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尼西亚

亚太区中小企业全数字化成熟度排名：13

技术投资

20%
云

18%
安全

13%
升级 IT 软件

全数字化挑战

20%
缺少人才

20%
缺少支持技术

7%
缺少承诺

全数字化优先事项

提供更好的或更出色
的客户体验

改善运营或服务交付

提高销售业绩，改善
营销策略

技术投资 全数字化挑战 全数字化优先事项

来源：思科-IDC 2020 亚太区中小企业全数字化成熟度报告

26%

22%

19%

市场增长和扩张

提供更好的或更出色
的客户体验

推出新产品和服务或
改进现有产品和服务

亚太区发展趋势平均值

18%

16%

15%

17%
缺少人才

14%
缺少支持技术

11%
缺少承诺

15%
云

12%
安全

12%
升级 IT 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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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

市场增长和扩张

提高销售业绩，改善
营销策略

推出新产品和服务或
改进现有产品和服务

18%

16%

15%

亚太区中小企业全数字化成熟度排名：11

技术投资

18%
升级 IT 硬件

15%
升级 IT 软件

11%
安全

全数字化挑战

21%
缺少人才

11%
缺少支持技术

16%
缺少承诺

全数字化优先事项

市场增长和扩张

提供更好的或更出色
的客户体验

改善运营或服务交付

技术投资 全数字化挑战 全数字化优先事项

来源：思科-IDC 2020 亚太区中小企业全数字化成熟度报告

20%

17%

16%

市场增长和扩张

提供更好的或更出色
的客户体验

推出新产品和服务或
改进现有产品和服务

亚太区发展趋势平均值

18%

16%

15%

17%
缺少人才

14%
缺少支持技术

11%
缺少承诺

15%
云

12%
安全

12%
升级 IT 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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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

亚太区中小企业全数字化成熟度排名：3

技术投资

18%
云

13%
升级 IT 软件

10%
客户体验解决方案

全数字化挑战

17%
缺少人才

10%
缺少支持技术

14%
缺少承诺

全数字化优先事项

提供更好的或更出色
的客户体验

提高财务可行性和可
预测性

市场增长和扩张

技术投资 全数字化挑战 全数字化优先事项

25%

18%

15%

来源：思科-IDC 2020 亚太区中小企业全数字化成熟度报告

市场增长和扩张

提供更好的或更出色
的客户体验

推出新产品和服务或
改进现有产品和服务

亚太区发展趋势平均值

18%

16%

15%

17%
缺少人才

14%
缺少支持技术

11%
缺少承诺

15%
云

12%
安全

12%
升级 IT 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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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

亚太区中小企业全数字化成熟度排名：12

技术投资

18%
AI/分析

15%
客户体验解决方案

11%
升级 IT 软件

全数字化挑战

14%
缺少人才

10%
缺少支持技术

15%
缺少承诺

全数字化优先事项

提供更好的或更出色
的客户体验

改善运营或服务交付

提高销售业绩，改善
营销策略

技术投资 全数字化挑战 全数字化优先事项

22%

26%

19%

来源：思科-IDC 2020 亚太区中小企业全数字化成熟度报告

市场增长和扩张

提供更好的或更出色
的客户体验

推出新产品和服务或
改进现有产品和服务

亚太区发展趋势平均值

18%

16%

15%

17%
缺少人才

14%
缺少支持技术

11%
缺少承诺

15%
云

12%
安全

12%
升级 IT 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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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

28%

亚太区中小企业全数字化成熟度排名：1

技术投资

25%
云

18%
升级 IT 软件

11%
安全

全数字化挑战

26%
缺少人才

14%
缺少支持技术

12%
缺少承诺

全数字化优先事项

改善运营或服务交付

市场增长和扩张

提供更好的或更出色
的客户体验

技术投资 全数字化挑战 全数字化优先事项

16%

20%

来源：思科-IDC 2020 亚太区中小企业全数字化成熟度报告

市场增长和扩张

提供更好的或更出色
的客户体验

推出新产品和服务或
改进现有产品和服务

亚太区发展趋势平均值

18%

16%

15%

17%
缺少人才

14%
缺少支持技术

11%
缺少承诺

15%
云

12%
安全

12%
升级 IT 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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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

亚太区中小企业全数字化成熟度排名：6

技术投资

16%
云

12%
升级 IT 硬件

11%
升级 IT 软件

全数字化挑战

18%
缺少人才

11%
缺少支持技术

11%
缺少承诺

全数字化优先事项

提供更好的或更出色
的客户体验

推出新产品和服务或
改进现有产品和服务

提高财务可行性和可
预测性

技术投资 全数字化挑战 全数字化优先事项

17%

17%

17%

来源：思科-IDC 2020 亚太区中小企业全数字化成熟度报告

市场增长和扩张

提供更好的或更出色
的客户体验

推出新产品和服务或
改进现有产品和服务

亚太区发展趋势平均值

18%

16%

15%

17%
缺少人才

14%
缺少支持技术

11%
缺少承诺

15%
云

12%
安全

12%
升级 IT 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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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台湾

亚太区中小企业全数字化成熟度排名：7

技术投资

14%
升级 IT 硬件

13%
云

11%
安全

全数字化挑战

28%
缺少人才

11%
缺少支持技术

6%
缺少承诺

全数字化优先事项

市场增长和扩张

提高财务可行性和可
预测性

提高销售业绩，改善
营销策略

技术投资 全数字化挑战 全数字化优先事项

来源：思科-IDC 2020 亚太区中小企业全数字化成熟度报告

18%

18%

20%

市场增长和扩张

提供更好的或更出色
的客户体验

推出新产品和服务或
改进现有产品和服务

亚太区发展趋势平均值

18%

16%

15%

17%
缺少人才

14%
缺少支持技术

11%
缺少承诺

15%
云

12%
安全

12%
升级 IT 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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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

22%

亚太区中小企业全数字化成熟度排名：10

技术投资

20%
升级 IT 软件

15%
升级 IT 硬件

11%
云

全数字化挑战

20%
缺少人才

15%
缺少支持技术

4%
缺少承诺

全数字化优先事项

提高销售业绩，改善
营销策略

市场增长和扩张

提高财务可行性和可
预测性

技术投资 全数字化挑战 全数字化优先事项

来源：思科-IDC 2020 亚太区中小企业全数字化成熟度报告

18%

17%

市场增长和扩张

提供更好的或更出色
的客户体验

推出新产品和服务或
改进现有产品和服务

亚太区发展趋势平均值

18%

16%

15%

17%
缺少人才

14%
缺少支持技术

11%
缺少承诺

15%
云

12%
安全

12%
升级 IT 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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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

来源：思科-IDC 2020 亚太区中小企业全数字化成熟度报告

28%

21%

18%

亚太区中小企业全数字化成熟度排名：14

技术投资

18%
升级 IT 硬件

18%
云

11%
安全

全数字化挑战

7%
缺少人才

12%
缺少支持技术

11%
缺少承诺

全数字化优先事项

市场增长和扩张

提高销售业绩，改善
营销策略

推出新产品和服务或
改进现有产品和服务

技术投资 全数字化挑战 全数字化优先事项

市场增长和扩张

提供更好的或更出色
的客户体验

推出新产品和服务或
改进现有产品和服务

亚太区发展趋势平均值

18%

16%

15%

17%
缺少人才

14%
缺少支持技术

11%
缺少承诺

15%
云

12%
安全

12%
升级 IT 软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