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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制造业作为国之根本，面对国内外的双重压力和多种不确定性因素，转型升级迫在眉睫。本文利用

文献综述法，归纳出制造业转型升级路径研究的不足之处，并以产业链和创新链深度融合为基础，探究

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因素，从理论层面探究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路径，从实证层面分析双链融

合的影响效果，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合理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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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eing critical to China’s economic strength and growth,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China has been 
facing, at home and abroad, dual pressures and a variety of uncertainties. Therefore, it is imp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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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nt and imperative to tak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e initiatives. This paper adopts the method 
of literature review to summarize the shortcomings of previous researches on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e paths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Based on the sophisticated integration of indus-
try chain and innovation chain, this paper also explores influencing factors on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e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thus deducing paths from a theoretical level and 
analyzing the impact of dual chain integration from an empirical level, which puts forward rea-
sonable political recommendations on this ba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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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行与信息技术革命的不断发展，世界经济格局迎来了巨大变革，中国制造业转

型升级面临着不同的困境与挑战。从国际的角度来看，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国际形势不确定性不稳

定性增加，美国继续遏制打压中国高技术产业，中国制造业在国际市场竞争力不强，长期处于价值链低

端。从国内的角度来看，中国制造业传统资源和劳动力优势逐渐消失，过去主要依靠规模扩张、要素资

源投入的粗放式发展模式难以继续，长期结构性问题逐渐暴露，关键技术受限，结构调整与增长动能转

换受到新的制约，信息技术产业、服务化产业与制造业融合度不高，推动“互联网+制造业”模式与服务

化转型的程度低，经济安全风险上升，经济运行面临新的挑战。中国制造业在国内外面临的重重困境导

致了转型升级路径较窄，转型升级难度加大。 
在此背景下，学者们基于制造业创新及转型升级提出了大量可行性路径，大致可分为技术创新、产

业结构升级和供需关系创新三个方面。其中，德国“工业 4.0”政策引发中国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对中国

制造业发展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许多转型升级的路径一定程度上受到其影响。但是在目前的研究内容中，

大部分路径都是基于技术创新和产业需求割裂的状态，缺乏将市场的拉力和技术的推力耦合发展。为解

决技术创新与产业需求脱节问题，需要将产业链和创新链耦合发展，促进产业升级。因此，本文认为基

于双链融合的基础上探求如何提高产业创新能力，推动产业链升级，进而助力制造业转型升级具有重要

的现实意义。 
本文以我国制造业为研究对象，以产业链和创新链深度融合为基础，具体针对我国制造业产业融合

度低、关键技术受制、长期处于价值链低端等问题，探究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因素，从理论层面

探究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路径，从实证层面分析双链融合的影响效果，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合理的政策

建议。 

2. 制造业转型升级路径研究文献综述 

《工业转型升级规划(2011~2015 年)》[1]中已对制造业转型升级有明确阐述：转型是指通过转变工业

发展方式，加快实现由传统工业化向新型工业化道路转变；升级是指要通过全面优化技术结构、组织结

构、布局结构等，促进工业结构整体优化提升。从根本上来说就是指制造业重心逐渐从资源产业、原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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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产业转移至加工工业，同时加工工业本身的结构也逐渐由初加工转化为深加工、简单加工转化为复杂

加工[2]，增强制造业对科学技术、人才的依赖性，实现从劳动密集型、资源粗放型、低附加值向技术密

集型、集约型和高附加值的发展方式转变。 
针对实现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路径，国内外理论界均对其进行了全面深刻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技术

创新、产业结构升级和供需关系创新三类。 

2.1. 以技术创新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 

从国际经验来看，技术创新对于制造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M. Dossou [3]等从工业 4.0 的角度肯定

了数字化技术对中小企业应对市场风险的价值，认为此前企业间长期的生产技术依赖在全球经济衰退的

背景下愈发加剧了产业链的脆弱性。N. Vamsi [4]等基于印度制造业发展的现状，指出精益制造的技术创

新是价值流图析(Value Stream Mapping, VSM)应用的重要前提，是推动先进制造业体系的形成的基础。然

而，国外的研究大多以工业 4.0 为参照，基于发达国家在价值链的优势地位探索技术创新路径。中国作

为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基础与自主创新能力等方面较发达国家有一定的差距，大多数制造业企业仍介于

工业 2.0 与工业 3.0 的阶段，产业附加值微薄，国际经验的运用具有较大的局限性。 
结合我国国情和政策，技术发展的趋势主要呈现绿色化、高端化、信息化，具体可以分为要素吸收

转化路径和制造模式转型路径，其中要素吸收转化路径总体上要促进我国制造业核心要素从引进为主到

自主创新和全球整合的升级[5]。龚轶等学者[6]认为，过程创新和产品创新都能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其中产品创新会产生更加显著的效果；林春艳等学者[7]提出，技术创新能够推进本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

模仿创新更有利于产业结构高级化。已有理论研究建立模型证明，技术创新是促进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

的核心驱动力，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直接效应系数显著为正[8]。但现有的国内研究大多缺乏对技术创

新实现渠道的系统性论证，中国制造业长期面临的核心技术受阻、自主研发乏力困境，并非企业创新本

身所能解决，寻求产业链和创新链融合推动技术创新是势在必行的。 

2.2. 以产业结构创新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 

结合我国国情和政策，产业发展的趋势主要呈现全球化、细分化、服务化、聚集化。在这方面的学

术研究可粗略概括为产业结构升级路径、产业区域协调路径。 
在产业结构升级路径方面，林毅夫等学者强调基于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在产业升级中的主导作用，

主张以资本推动为导向的产业升级模式。赵珏、张士引从传统产业结构变动规律、各产业部门多元化并

行发展和柔性化产业结构论证了产业融合对产业结构的促进作用，而赵玉林[5]用模型论证了产业融合是

促进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核心驱动力，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直接效应系数显著为正。Matthew D. 
Jones [9]等学者认为数字化转型是制造业发展的趋势之一。Sun Yu [10]等学者认为中国制造业发展需要从

生物型制造向服务型制造转变。产业区域协调路径方面，有的学者认为示范区设立能够提升产业集聚程

度以及促进创新升级，进而推动制造业升级，但目前有关国家协调区域关系、引导市场作用以促进制造

业转型升级的研究相对不够完善[5]。 
目前国内关于创新方面的制造业转型升级路径以制造链–制造创新链–制造创新方法链为典型，关

于产业融合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于信息产业与制造业的融合和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融合。现有的制造业转

型升级路径研究的文献主要集中于分开研究技术和产业方面的创新路径，其中包括如何产业区域协调、

如何分工深化、以及如何产业融合等等，整体来看是基于技术创新和产业相对割裂的情况下研究，缺少

研究这几个关键路径之间耦合发展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因此，本文尝试以创新链和产业链深度融

合为基础，研究制造业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的有效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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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以供需关系创新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 

从全球来看，受疫情、能源危机和经济停滞衰退等影响，制造业产品需求受到较大阻力，供应关系

的不稳定因素增多，先进制造业全球化进入重塑期，资源配置逻辑由效益优先转向安全稳定优先。 
张立[11]等学者指出，目前供应链逐渐呈现缩短态势，原有分工由企业效益最大化调整至企业可控化。

同时，供应链逐渐呈现区域集聚态势，由全球化生产供给调整至特定经济合作区生产供给。徐华亮[12]
也认为，受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影响，我国制造业依然面临着激烈的供需失衡矛盾，

迫切需要对传统产业进行全方位、全链条的改造，从供需两端协同。而在国外研究中，由于大多数发达

国家位于供需关系的优势地位，往往形成较大规模的技术、资源垄断，因而其研究往往更关注供应链的

强化与可持续性。H. M. Belal [13]等基于信息空间(Knowledge Space)的概念，强调发达经济体的制造业需

要向供应链上游发展，形成全面的价值链体系，并依托产出的价值而非成本与发展中国家进行竞争。 
总的来说，国内已有的从供需关系角度研究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文献大多关注其内在机制与影响，对

于如何切实有效的强化供需平衡没有也无法给出明确的对策。而国外研究大多围绕发达国家先进制造业，

与中国制造业发展情况不尽相同甚至恰恰相反。同时，供需关系本身受到技术创新能力、产业结构等因

素的影响巨大。当前，中国制造业受限于自身创新能力的不足，需要大量引进先进技术与配套设备，进

而导致产业链可控度低、自主性差，一旦面临疫情等消极因素，供需关系极易失衡。因而，本文认为从

供应链研究制造业转型升级并不能触及问题本质，供需关系创新不是当前最为有效的模式。 

3. 双链融合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 

产业链是生产要素根据生产过程的上下游关系和空间布局形成的关联形态，创新链是知识技术要素

从原始创意到产品市场化过程中流动、转化和增值的过程。若只关注产业链的发展而忽视创新链，供给

部分易出现问题；若只关注创新链，则需求部分将面临创新是否能持久、技术是否能做到等问题。必须

将二者融合，利用好市场的拉力和技术的推力，才能激发市场的活力。我国经济正处于由“高数量”发

展转为“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阶段，产业链和创新链融合是制造业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

必然要求，是优化双链要素资源配置和强化科技创新能力的重要策略，对当今我国各地区经济稳步增长

与向好发展有重大意义。 
从研究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角度来看，创新链和产业链融合同时有利于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从

而驱动制造业转型升级，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影响：第一，双链融合能够有效解决我国制造业关键技

术受制约的问题。双链融合有利于我国制造业产业领域由生产制造环节延伸至工艺研发、产品设计、品

牌营销、客户服务等高附加值环节，促进制造业从“中国制造”转变为“中国智造”，增强制造业综合

国际竞争力，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由要素驱动型转向创新驱动型，实现经济发展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

动力变革。第二，双链融合有利于缓解我国制造业现面临的双重压力，即低端制造业供给替代的压力和

高端制造业回流发达国家的压力[1]。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国各种要素的成本不断升高，大量的劳动

密集型产业正在转移至东南亚、拉美、东欧等国家和地区，在低端制造领域供给替代的现象逐渐显现。

同时，在全球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暴露了产业空心化的弊端，因此发达国家选择了凭借科技的领先发

展高端制造业，重构全球制造业竞争格局，给我国制造业造成一定压力。创新链和产业链深度融合能够

驱动中国制造业生产更多有中国特色、具有不可替代性的产品，提高中国的国际竞争力，抢占全球制造

业竞争格局的高点。第三，双链融合能够驱动制造业价值链的升级。受中美贸易摩擦和新冠肺炎疫情的

影响，全球价值链格局正在重构，产业链发展呈现出现代化、数字化、智能化等特点[14]，当代国际竞争

突出表现为全球价值链竞争[15]。构建产业链与创新链的融合，有利于推动产业迈上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提升我国产业的全球分工地位，增强产业应对国内外风险能力。在产业布局规划上推动产业链向价值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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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环节延伸，让创新链镶嵌于产业链各环节中，才能形成“产业带动创新，创新引领产业”的良性循

环[16]。 
因此，由于产业链与创新链融合为制造业转型升级带来的多方面积极影响，本文决定基于双链融合

的角度探究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可行性路径，并提供相应的政策建议，以解决制造业目前所面临的困

境。 

4. 基于双链融合的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路径 

由于现有的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研究文献中创新链和产业链相对处于割裂状态，转型升级的过程面临

多种压力问题，本文将尝试基于双链融合探索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路径。步骤为：围绕产业链推动技术创

新升级–围绕创新链推动产业融合和结构升级–价值链升级–双链融合助力制造业转型升级，具体见图

1。 
 

 
Figure 1.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e paths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图 1. 制造业转型升级路径 

4.1. 基于产业链推动技术创新升级路径 

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面临着创新技术受限的问题，导致升级路径较窄，本文提出围绕产业链推动技

术创新升级的路径，拓宽制造业原本的升级路径，进而助力转型升级。围绕产业链推动技术创新升级，

是要在相应的产业链环节上延伸出各式各样的技术创新活动，针对产业链薄弱环节进行技术研发，产业

链指引和支持技术创新，解决我国技术受限的问题，从而助力制造业转型升级。 
技术创新带动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范围广阔，同时渠道和路径在理论研究和实践过程中不断拓展，具

有很强的驱动作用、外溢效应和可持续性，对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将产生日益深远的影响[17]。我国目前

制造业模仿创新的比重大于原始创新，从国际上来看，进入新发展阶段，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在为中国

带来一系列挑战，在国外对中国从贸易到科技的遏制下，中国制造业某些关键技术和零部件设备面临“卡

脖子”困境，关键技术受制问题严重。不同于国外依托技术研发、自主创新或外包的创新链，我国技术

受限的创新链阻碍了制造业造业转型升级。同时理论界已经证明技术创新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积极作用：

一是技术创新有利于减少生产成本，提升制造业竞争力；二是技术创新能够提升产品质量，实现产品差

异化；三是技术创新能够获得规模经济，提高企业生产率[18]。因此，技术创新升级迫在眉睫，我国需要

从产品制造转为产片创造和知识创造。以贾根良[19]等为代表的演化发展经济学理论范式强调基于自主创

新的技术追赶在产业升级中的决定性作用，提倡产业以自主创新投入为主要路径的技术推动式升级。但

该理论忽视了市场拉动式升级的重要性，技术创新升级需要市场的拉力和技术的推力共同作用，具体模

型见图 2。 
同时，技术创新升级应与产业链的每一环节相融合，围绕产业链推动技术创新升级。制造业上游产

业位于产业链的开端，主要是指提供原材料和零部件制造生产的产业；中游产业位于产业链的中间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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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upgrade path 
图 2. 技术创新升级路径 

 
主要是中间工艺品，如装备制造的核心零件等；下游产业位于产业链的末端，大多是指加工原材料和零

部件、制造成品和从事生产服务的产业。每一个环节均会衍生出不同的技术创新活动，也需要不同的技

术创新来支持，针对和考虑每个链节的需求来强化基础理论和前沿技术研究，将现有产品和技术的知识

复制和拓展，与其他领域交叉、融合，并在此基础上创造新的知识。目前许多科技成果尚未转化为现实

生产力，科技与经济严重脱节。为解决科技成果转化率低的问题，我国制造业需要以产业需求为导向，

围绕产业链设计创新链，将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转化科技成果并将其用于经济发展。 

4.2. 基于创新链推动产业融合和结构升级路径 

我国面临着信息技术产业与制造业融合度不高、服务化转型的程度低等问题，阻碍了制造业转型升

级，因此本文提出围绕创新链推动产业融合和结构升级的路径，以此来解决制造业面临的困境。围绕创

新链推动产业融合和结构升级，要从科技创新出发，全方位推进原材料供应、产品制作、产业组织等企

业行为，加速前沿技术创新成果产业化，发挥科技资源对产业转型升级的引领作用，促进产业融合和结

构升级。 
在产业融合方面，以制造业为主体的产业融合研究多集中在制造业与信息产业融合以及制造业与服

务业融合等方面[5]。一方面，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兴现代技术的崛起，信息化是企业转型的

必经之路，制造业与信息业融合能够提高生产过程的智能化水平、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从而带动制造

业转型升级。因此，应该推进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兴现代技术在制造业中的广泛应用，促进

制造业信息化发展。另一方面，在人口红利不断丧失的背景下，需要转变我国制造业的发展模式，促进

我国传统制造业赖以生存的成本领先战略向差异化和集中化战略调整，用提供“个性化差异产品 + 全生

命周期服务”的新的产业模式替代原有工业时代典型的大批量同质规模化生产的模式，生产高质量和定

制化产品。而无论是制造业向服务化转型还是逐渐信息化，都需要基于现有的科学理论技术，参考现有

的科技资源的发展风向，合理地利用技术促进制造业产业融合。在产业结构方面，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

要内容在于产业结构调整。中国制造业面临着产能过剩以及资源不足的问题[7]，规模虽然大但发展水平

较低，过度依赖关键设备和核心零件进口，这导致了长期性的产业结构失调。因此，大力发展包括高新

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在内的先进制造业体系，是中国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主要方向，具有很

大的发展潜力和空间。在结构升级过程中，要与创新链相互结合、相互促进，将前沿科技成果产业化，

以技术供给为导向，改善产能过剩的问题，促进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 

4.3. 产业价值链升级路径 

目前中国由于受到技术制约，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仍处于劳动密集型、生产工艺基础的低附加值环

节[12]，导致制造业转型升级过程中遇到瓶颈。为解决该问题，本文在技术创新升级、产业融合和结构升

级的路径基础上提出价值链转型升级的路径，致力于突破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发展瓶颈。 
价值链升级指的是制造业企业从劳动密集型生产向知识密集型生产转型的过程，有些学者深入到价

https://doi.org/10.12677/sd.2023.131026


陈昱辛，钟政 

 

 

DOI: 10.12677/sd.2023.131026 238 可持续发展 
 

值链的各个环节研究制造业转型升级，提出只要制造业企业通过创新提高了生产效率并向价值链的高端

攀升，则无论是劳动密集型还是资本和知识密集型均是制造业转型升级成功[20]。中国基于自身发展情况

和国情特色，过去主要依靠资源要素投入、规模扩张的粗放式高度发展模式，以承包劳动密集型、低附

加值环节方式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但是由于人力成本增加、资源紧张等问题，我国面临着低端制造业供

给替代和高端制造业回流发达国家的双重压力，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过程面临瓶颈，因此，本文在技术创

新升级、产业融合和结构升级路径的基础上提出价值链升级的路径，以此来助力制造业转型升级。技术

创新是中国制造业实现转型升级以及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迈进的重要路径[12]，因而，我国制造业在升级的

过程中，应该在加大力度技术创新升级的同时，抓住时机进行价值链的升级，改变中国长期处于全球价

值链底端的现状，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此外，价值链升级的一个主要趋势是服务化转型，这种转型

既是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改造的过程，也反映了高新技术服务业的融入和应用[11]，这与本文

围绕创新链推动产业融合和结构升级路径不谋而合。因此，本文提出要在产业融合和结构升级的同时，

通过嵌入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环节加快制造业转型升级步伐。 

4.4. 双链融合基础上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总路径 

目前已有的研究中分析并识别出技术创新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路径之一：技术创新–产业融合–

制造业转型升级，但是该路径未探讨技术创新和产业融合的协同耦合方式，因此本文决定基于创新和产

业相互协同的角度探索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新路径。产业链与创新链的相互融合，有利于挖掘产业上下游

潜力，从而激发创新要素的积极性，完善链条的各环节并增加产业市场需求，为经济发展提供充足动能，

间接助力制造业转型升级。赵玉林[5]等人用模型证明技术创新和产业融合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直接效

应系数显著为正，同时赵珏等论证了产业融合对产业结构的促进作用，因此技术创新升级和产业融合和

结构升级可直接推动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总的来说，技术创新升级与创新链高度相关，产业融合和结构

升级与产业链高度相关，围绕产业链推动技术创新升级可以在双链融合的同时促进技术创新升级，助力

我国制造业产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进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围绕创新链推动产业融合和结构升

级能够在双链融合的同时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助力我国制造业产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进而助力制

造业转型升级。 

5. 政策建议 

5.1. 建立完善的产学研合作机制 

国际经验和制造业现状表明，要加快提升我国制造业企业在国际市场的核心竞争力，必须大力支持

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加快建设产学研体系。然而在产学研合作受到高度关注的同时，创新效率低下、

成果转化率低等问题依旧亟待解决。在产业链发展严重受制于创新技术、创新链又亟需“补链”“强链”

的背景下，加速双链深度融合的“产学研”一体化的产业联盟策略营运而生。当下，中国有四大力量致

力于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分别为政府、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企业。建立“产学研”一体化的产业联盟

就是要联系这四大力量，汇聚各类创新元素，统筹协调创新环节，提供创新服务支撑，调动创新人才积

极性，最终营造良好的创新氛围[21]。其具体机制如下：第一，以市场为引导，打破生产和创新之间的壁

垒。促进高校科研院所的科技成果向产业的生产实际倾斜，使科研院所的创新成果能迅速有效地同相关

产业对接，打破创新链闭链导致的禁锢，促进科研成果高效转化。第二，促进创新主体多元化，推动创

新成果转化渠道多元化。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在产业发展中皆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产业联盟将促进

企业、高校、院所集聚，打破各创新主体各自为政的研发模式，为企业、政府、科研院所以及相关社会

组织等参与创新活动提供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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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强化技术人才培养体系 

强化技术人才培养体系，是提高企业生产率、降低劳动成本上升的重要渠道。政府公共投入应以优

化人力资本结构为目标，将人口红利转变成为人力资本红利，从劳动力层面加快企业转型升级。政府应

给予职业人才培养以更高的重视，对于优秀的职业技术人才，出台所得税优惠和住房补贴等政策。在职

业资质层面，政府要逐步建立以市场为主导的职业资质认定机制，以替代各类民间资质审核组织。人才

培养方面，一方面，政府应该加大对高端人才的培养力度，注重培育专业对口、满足社会需要的精英人

才。另一方面，政府应调整教育投入结构，提高职业技术教育的投入水平，给予职业技术教育以学费减

免、政府补助等优惠政策。同时，要遏止专科院校盲目综合化的趋势，转变职业技术教育以论文为主导

的评价体系，强调技术的重要性，打造面向市场需求的新职称评价模式。 

5.3. 加强财税支持，拓宽企业融资渠道 

要推进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加强财政专项资金的支持以及对专项资金的监管是必不可少的。全面落

实国家有关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优惠政策，为符合政策和方向的传统优势产业技术改造项目提供一定资金

或免税的优惠。同时，积极拓宽直接融资渠道，搭建政银企合作平台，开展银企对接活动，推广新型融

资模式，完善互联网金融和民间资本市场，缓解企业融资难题。鼓励金融机构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调

整信贷资金投向，优化信贷资金配置结构，开发针对不同类型企业的融资服务，满足企业对银行服务的

多样化融资需求。按照市场化原则，引导金融机构实施差别化信贷政策，探索开展产业链金融、设备和

产品融资租赁、质押贷款等业务，支持传统优势制造业创新发展和改造升级。 

5.4. 从“制度型企业”向“创新型企业”转变 

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是激发传统制造业企业的创新活力。当前，大部分企业的发展依靠于政府

的扶持或宏观环境的改善，缺乏积极地挖掘市场价值、主导价值创造的意识。这导致如果要加速推进制

造业的转型升级，政府必须制定一系列有利于转型的政策。一方面，政府应建立起市场对创新企业有效

选择的机制，转变以政府为主导的资源配置模式，减少对于企业的过度补贴投入，发挥市场在技术人才

培养、创新要素分配等方面的作用，转而以创新效益奖励、创新成果购买等方式参与到市场之中。另一

方面，政府要引导企业培养第二代企业家，加大面向第二代企业家的教育培训投入，建立健全青年创业

者的培养政策，赋予现代企业的经营管理以创新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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