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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宁波建设“246”产业集群，势必要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链主型”企业在产业集群和价值链

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本文梳理了宁波制造业“链主型”企业现状，分析了“链主型”企业发展中存在

问题及其原因，提出了宁波市引进与培育制造业“链主型”企业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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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246” industrial cluster in Ningbo is poised to expedite the transforma-
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The significance of “chain-based” enterprises with-
in the industrial cluster and value chain is increasingly noteworthy.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cur-
rent status of “chain-based” enterprises in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of Ningbo, identifie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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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isting issues and their underlying causes, and proposes countermeasures for introducing and 
cultivating “chain-based” enterprises in Ning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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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宁波是浙东交通枢纽，陆、海、空、水立体交通发展迅速，尤以“东方大港”之称的北仑港称誉国

内外。栎社机场与香港和全国各地主要城市之间架设有空中桥梁。铁路、公路、水运以及市内交通四通

八达。同时，宁波有漫长的海岸线，港湾曲折，岛屿星罗棋布，并且西靠四明山，东临东海，独特的地

理位置赋予了宁波独特的自然风光，贸易环境良好。这赋予了宁波吸引外资的天然优势。 
从区位上看，宁波作为长三角南翼的经济中心，肩负着“世界级先进制造业基地”、“长三角一体

化发展标志性战略大平台”、“沪浙高水平合作引领区”、“杭州湾产城融合发展未来之城”四大国家

级战略目标，举一国之力率先开启了建设世界级湾区的征程。 
改革开放以来，宁波市基本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开放型经济取得了巨

大成就。从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发展规模来衡量，宁波市已经成为居中国前列的对外开放型世界知

名城市。具体表现为：宁波拥有“海陆空”海关特殊监管区，保税区、保税港区、出口加工区和保税物

流园区共四个特殊地区[1]。“链主型”企业是指在产业链中扮演主导角色的企业，以研发能力和核心技

术为支撑，带动整个产业链的发展，实现产业链向高端、高附加值方向转型升级。宁波优惠的对外政策，

为引进“链主型”产业提供了巨大便利。 

2. 宁波市制造业“链主型”企业发展现状 

宁波市“链主型”产业链的发展虽有曲折，但在各企业和政府的鼎力支持和帮扶下，发展至今日，

取得了不菲的成绩。 
2000 年左右，宁波开始实施制造业转型升级战略，以优化产业结构、提高产业附加值为目标，逐步

形成了以“链主型”企业为主体的制造业发展模式。2003 年，宁波市政府开始推行“链主型”企业政策，

鼓励企业在产业链中扮演主导角色，推动产业链向高端、高附加值方向发展。到了 2006 年，宁波市政府

印发了《宁波市制造业“链主型”企业培育计划》，明确了“链主型”企业的定义、培育目标和支持政

策，进一步推动了“链主型”企业的发展。 
近几年来，宁波市加大了引进与培育制造业“链主型”企业的力度，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据相关

数据显示，目前宁波市制造业“链主型”企业的发展现状和趋势较为良好，表现如下[2]： 

2.1. 企业数量和分布 

据宁波市统计局发布的数据，宁波“链主型”企业近 20 年数量的变化如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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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Ningbo City, the number of “chain-based” enterprises development (from 2001 to 2020) 
图 1. 宁波市“链主型”企业数量发展(2001~2020) 

 
据官方数据显示，截至 2020 年，宁波市“链主型”企业的数量已达到 2880 家，涉及机械装备制造(包

括工程机械、农业机械、建筑机械等制造业)、电子信息制造(包括电子元器件、电子设备、通信设备、计

算机及配套设备等制造业)、化工制造(包括石油化工、化学原料、化学纤维、橡胶和塑料制品等制造业)、 
纺织服装制造(包括纺织品、服装、鞋帽、针织品等制造业)、金属制品制造(包括金属制品、钢铁、

有色金属等制造业)、食品制造(包括食品加工、饮料制造、烟草制品等制造业)、医药制造(包括医药、医

疗器械、中药材加工等制造业)以及新能源、节能环保产业(包括新能源、节能环保、新材料等产业)。 

2.2. 企业规模和产值 

根据宁波市统计局发布的数据，宁波“链主型”企业近 20 年产值的变化见图 2。 
 

 
Figure 2. Ningbo City，“chain-based” enterprises output value development (from 2001 to 
2020) Unit:100 million yuan. 
图 2. 宁波市“链主型”企业产值发展(2001~2020)。单位：亿元 

 
宁波市的“链主型”企业规模不断扩大，产值不断攀升。根据宁波市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20 年宁

波市的 GDP 总量为 1.66 万亿元，而宁波“链主型”企业的总产值为 7700 亿元，因此，宁波“链主型”

https://doi.org/10.12677/mse.2023.124057


蒋成祖，王益明 
 

 

DOI: 10.12677/mse.2023.124057 485 管理科学与工程 
 

企业的总产值占宁波市 2020 年度 GDP 总量的比重约为 46.4%。 

2.3. 技术创新和研发投入 

宁波市的“链主型”企业注重技术创新和研发投入，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宁波市政府出台了一系列

的科技创新支持政策，对企业进行资金扶持和技术支持。目前，宁波市的“链主型”企业中，有 26 家通

过了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14 家通过了 ISO14001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11 家通过了 OHSAS1800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3]。 

其中，不乏优秀的创新型企业：① 宁波中百集团：建立了智慧供应链平台，实现了供应链的数字化、

信息化管理；研发了智能零售终端设备和智能配送机器人等新产品。② 宁波华翔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

司：开展了汽车零部件的研发和生产，研发了新型发动机减震支撑系统、新型底盘结构等产品。③ 宁波

华瑞塑料科技有限公司：研发了高性能塑料材料和复合材料，应用于汽车、航空航天、电子等领域；建

立了智能化生产线，实现了生产过程的数字化和智能化管理。这些在技术创新和研发方面取得的成果，

为整个行业起到了示范作用，不仅带来了更具市场竞争力的新产品，增加了市场份额，提高了企业的市

场地位，而且还提升了“链主型”企业在整条产业链中的核心竞争力，带动了新产业、新业态的发展，

促进了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可以说是“链主型”企业持续发展和成长的重要保障。 

2.4. 产业链延伸和升级 

宁波市“链主型”企业不仅在传统制造业领域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新兴产业领域也不断拓展，涉

及新能源、智能制造、生物医药等领域，推动了整个产业链的不断延伸和升级[4]。例如，宁波市现已经

形成了以汽车零部件、船舶制造、机械制造等为主导的一批产业集群，这些集群中涌现出不少“链主型”

企业，如宁波中百科技、宁波吉利、宁波泰隆、宁波中华等，这些企业在产业链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具

有较强的技术创新和市场开拓能力。产业链的延伸一为居民增加了就业机会，提高了收入水平；二为地

区经济效益的促进起到了积极作用；三为供应链管理的优化和效率的提高，提供了可靠性保障。 
总之，宁波市“链主型”企业的产业链延伸和升级在整体上推动了宁波市经济由传统制造业向高端

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的转型升级，促进了城市可持续发展。 

2.5. 国际化发展 

宁波市的“链主型”企业逐步向国际化方向发展[5]。企业通过技术引进、并购等方式，加强与国际

企业的合作，提升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同时，企业积极参加国际展览和交流活动，扩大了国际市场份额。 
其中，宁波富邦制冷设备有限公司和宁波中百集团对宁波市倡导的“链主型”企业要走向国际化方

向发展的号召，做出了积极响应。宁波富邦制冷设备有限公司积极拓展海外市场，产品远销欧美、东南

亚、中东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同时加强与国际知名品牌的合作，提升了产品品质和市场竞争力；而宁波

中百集团，在国际化布局方面，加强与国际品牌密切合作，引进全球先进的零售模式和管理理念，推进

全球采购和跨境电商业务，在智慧零售领域率先拓展国际市场。目前，宁波中百集团规模已覆盖了全国

30 多个省市，拥有超过 400 家商场、超市和便利店等零售门店，同时拥有多个海外采购中心，跨境电商

的业务也覆盖了多个国家和地区。 

2.6. 数字化转型和环保 

宁波市的“链主型”企业将越来越注重数字化转型，大部分企业积极实施数字化转型战略，提高生

产效率和产品质量，例如，宁波中兴紧固件股份有限公司通过物联网技术实现了生产过程的实时监测和

数据分析，优化了生产流程和管理模式，提高了产品质量和市场竞争力；宁波中百集团加强了智慧零售

https://doi.org/10.12677/mse.2023.124057


蒋成祖，王益明 
 

 

DOI: 10.12677/mse.2023.124057 486 管理科学与工程 
 

平台的建设，推进了 O2O 业务，通过数字化手段实现了线上线下的融合，提高了经营效率和管理水平。 
同时，随着全球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宁波市的“链主型”企业也愈加重视绿色制造和环境保护。

企业开始采用更加环保的生产工艺和材料，减少排放和污染，尽力做到“企业发展和环境绿色”的双赢，

推动绿色制造和循环经济。 

3. 宁波市制造业“链主型”企业发展问题及原因 

宁波“链主型”企业作为制造业中的支柱企业，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一

些问题。 

3.1. 产业集中度不高 

宁波市“链主型”企业数量虽然众多，但是相对分散，缺乏产业聚集效应，产业集中度不高，具体

体现在四个方面：① 企业规模分散。宁波制造业链涉及众多领域，涵盖了机械制造、电子信息、化工等

多个行业，因此主型企业规模相对较小，数量较多，分散在不同的领域和地区。② 企业类型多样。宁波

制造业链主型企业类型多样，包括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等，这些企业之间的竞争较为激烈，

导致集中度相对较低。③ 产业链分散。宁波制造业链涉及的产业链较长，不同环节的企业数量较多，其

中的一些环节可能会出现中小型企业的垄断，但整个产业链的主型企业集中度并不高。④ 地域分散。宁

波制造业链主型企业分布在不同的地区，包括宁波市区、慈溪市、余姚市等，这些企业之间的距离较远，

也导致了集中度的降低。 

3.2. 技术创新能力有限 

尽管宁波市“链主型”企业在研发和创新方面不断加强，但是整体技术创新能力相对较弱，需要进

一步加强技术研发和创新能力的提升。据最新官方数据显示，宁波制造业“链主型”企业的技术创新能

力不足，表现为：① 技术研发投入不足。宁波制造业“链主型”企业在技术研发方面的投入较少，缺乏

长期稳定的技术研发预算和计划，导致技术创新能力受到限制。② 人才储备不足。宁波制造业“链主型”

企业的人才储备相对不足，企业内部缺乏高素质的技术人才，尤其是缺乏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技

术骨干，难以推动企业的技术创新。③ 技术开放性不足。宁波制造业“链主型”企业在技术创新方面缺

乏开放性，不愿与其他企业开展技术合作，也不愿与高校、科研机构等建立合作关系，限制了技术创新

的发展。④ 缺乏核心技术。宁波制造业“链主型”企业缺乏核心技术的自主研发和掌握，大多数企业只

是单纯的生产制造者，缺乏研发和创新能力，难以在市场竞争中占据优势。⑤ 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淡薄。

宁波制造业“链主型”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较为淡薄，缺乏对知识产权的重视和保护，导致技术创

新成果难以得到有效的保护和推广。 

3.3. 环保压力增大 

随着环保要求的不断提高，宁波市“链主型”企业在环保方面面临较大的压力，需要加强环保技术

的研发和应用，实现可持续发展。在工业废气排放、废水排放、固体废弃物处理、能源消耗等方面，宁

波“链主型”企业都急需做出相关治理改善。① 据宁波市环保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9 年，宁波市工

业废水排放总量为 1.36 亿吨，其中，化工、纺织、制药等行业的排放量较大。② 据浙江省环保厅发布

的数据显示，宁波市 2019 年废弃物总量为 689.6 万吨，其中，工业废弃物占比较大。③ 2019 年，宁波

市共有 26 家企业被列入黑名单，其中大多数是涉及环境违法问题的企业。 
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企业自身的发展策略和能力不足，另一方面也受到宏观经济环境

和政策支持的影响。其中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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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成本上升。宁波市制造业企业在生产过程中需要大量的用工、原材料和能源等资源，随着人

工成本、能源成本的上升，企业的成本也相应上升。这导致企业利润减少，影响企业的发展。技术创新

能力不足。目前，宁波市制造业企业大多数依靠低成本劳动力和传统生产技术来维持生产，缺乏自主创

新能力。这限制了企业的发展，也难以满足消费者不断提高的需求。 
第二、环保压力增大。在全球环保意识日益提高的情况下，宁波市制造业企业也面临着严峻的环保

压力。企业需要承担更多的环保责任和成本，这对于部分很多企业而言负担较重。 
第三、市场竞争加剧。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宁波市制造业企业遭遇来自国内外的激烈竞争。在

市场竞争中，企业需要不断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以保持竞争力和市场地位。 

4. 宁波市引进与培育制造业“链主型”企业的对策 

(一) 加强宁波市“链主型”龙头企业的创新引领力。企业的成败就在于创新，没有创新，就不可能

有合理的、有效的管理及进步。打好核心技术攻关战，建设高能级创新平台，鼓励“链主型”龙头企业

在创新平台上的贡献，实施系统的、完备的创新工程体系。 
(二) 提升宁波市“链主型”企业在整条产业链中的群链带动力、在市场中的主导力，实现“链上富

裕”，[6]做到：① 加强产业链上下游合作。宁波市“链主型”企业可以通过与上下游企业建立紧密的合

作关系，实现产业链的深度融合，提高整条产业链的协同效应和带动能力。② 加强品牌建设。宁波市“链

主型”企业可以通过打造自己的品牌形象，提高产品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进而提高整条产业链的知名度

和影响力。③ 拓展国际市场。宁波市“链主型”企业可以积极拓展国际市场，提高出口比例，促进整条

产业链的国际化和全球化发展，进一步提升带动能力。④ 完善产业配套政策。宁波市政府为符合条件的

“链主型”企业提供产业配套政策，包括建设产业园区、提供公共服务设施等。 
(三) 开展宁波市“链主型”企业精准招商，实现“六个精准”[7]：① 产业定位精准。针对宁波市

的产业特点和发展趋势，精准定位产业链的重点领域和方向，有针对性地开展招商工作。② 项目引进精

准。根据宁波市的产业发展需要，引进与产业链环节相衔接的优质项目，实现产业链的优化和升级。③ 企
业匹配精准。针对不同环节的企业需求，精准匹配合适的企业，实现产业链的协同发展。④ 金融支持精

准。为符合条件的链主型企业提供金融支持，如贷款、担保、股权投资等，帮助企业解决融资难题，促

进企业发展。⑤ 人才引进精准。针对宁波市的产业发展需求，引进符合产业链要求的高层次人才和技术

人才，实现人才与产业链的精准匹配。⑥ 政策支持精准：为符合条件的链主型企业提供政策支持，如优

惠税收、土地优惠等，优化营商环境，促进企业稳定发展。 
(四) 加快宁波市实施“链主型”产业链项目建设。建立产业链项目储备库，逐链梳理产业链协同创

新、技术改造、数字化转型、增链补链强链等项目，建立和更新“一链一项目库”；实施产业链项目建

设计划，实行开竣工项目清单化管理，每年推进建设产业链增链、补链、强链目标。 
(五) 建立创新创业平台，促进技术创新。政府可以建立创新创业平台，为企业提供技术研发、成果

转化等方面的支持，促进企业的技术创新和创业发展。 
(六) 鼓励企业加强环境保护和社会责任。政府可以通过政策引导和宣传教育等方式，鼓励企业加强

环境保护和社会责任，提高企业的社会形象和竞争力。 

5. 总结 

宁波市引进与培育制造业“链主型”企业的道路任重而道远。在当前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链

主型”企业的发展能够有效地拓展企业的产业链，提升企业的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同时，宁波市的“链

主型”企业在多年的发展中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着完善的产业链和成熟的供应链，这为企业未来

https://doi.org/10.12677/mse.2023.124057


蒋成祖，王益明 
 

 

DOI: 10.12677/mse.2023.124057 488 管理科学与工程 
 

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然而，一些“链主型”企业仍然面临一些挑战。首先，随着全球经济的不确

定性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链主型”企业的市场环境变得更加复杂和不稳定。其次，例如环保、人

才等方面的问题也可能会对企业的发展产生一定的限制。因此，宁波市的“链主型”企业需要持续加强

自身的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不断优化自身的产业结构和供应链，以应对各种挑战和机遇，实现持续

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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