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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长期以来，我国制造业企业都处于封闭式创新模式下，随着创新环境的变化和技术发展的需要，企业

无法仅仅依靠内部创新获得竞争优势，传统的封闭式创新模式已经不能满足制造业企业在新环境下发

展的需求。因此，企业需要将内外部资源、创意和技术进行有效整合，与资源拥有者合作进行开放式

创新，以期为企业可持续发展提供有效途径。本文通过分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对国内制造业企业的影

响，梳理制造业行业存在的问题，提出制造业企业开放式创新的可持续发展探究路径，并由此得出一

些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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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r a long time, China’s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have been in the closed innovation mode. With 
the changes in the innovation environment and the need for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enter-
prises cannot rely solely on internal innovation to gain competitive advantages. The traditional 
closed innovation mode can no longer meet the needs of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to develop in 
the new environment. Therefore, enterprises need to effectively integrate internal and external 
resources, ideas and technologies, and cooperate with resource owners to carry out open innova-
tion, in order to provide an effective way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This pa-
per analyzes the impact of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of double cycles on domestic manufac-
turing enterprises, sorts out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proposes a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ath for open innovation in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and draws some 
conclusions from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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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之一便是全面提升实体经济，而制造业作为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实

现转型升级对整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将产生巨大推动效应。为应对国内外经济形势的新变化和新挑战，制

造业转型升级迫在眉睫。我国制造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自 2011 年的 32.06%连续 10 年持续下降，截至

2020 年已下降至 26.29%。在全球 22 项制造业行业中，我国仅有 3 个产业处于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中高端地

位，占比不足 13%。现阶段，传统制造业企业成本优势减弱、创新能力不足，缺乏高端生产……[1]。因此，

亟需通过创新驱动来实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Lichtenthalaer 和 Ernst (2010)、Cheng 和 Huizingh (2014)研究发

现开放式创新通过引入外部知识、资源能够显著降低企业的创新风险，提升其创新主动性与能动性，从而对

企业高质量发展产生较好推动效应。由此，基于内外部资源双向流动与沟通协调的开放式创新模式应运而生。 

2.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制造业企业开放式创新逻辑基础 

当前，制造业企业在传统的封闭式创新模式下已经不能满足企业发展的需求[2]，企业需要利用外部

的资源、技术、知识等进行开放式创新，以巩固和提升自身竞争优势，“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能为制造

业企业利用内外部两种资源提供便捷。 

2.1. 开放式创新是制造业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必要选择 

制造业企业想要提高市场竞争力，就需要转型升级，企业高质量发展不能止步于传统的封闭式创新

模式，更应通过与外部组织合作获取创新资源进行开放式创新。开放式创新通过引入外部知识、资源等

能够显著降低企业的创新风险，提升其创新主动性与适应市场环境的能力，进而为企业获得市场竞争优

势产生深刻影响，从而对企业高质量发展产生推动效应[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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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开放式创新是打造“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应有举措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企业开放式创新能够利用内外部组织的知识、技术等来提高企业自身

创新能力进而促进企业发展与转型升级，生产适销对路的高质量产品，进一步激发我国市场潜力形成“以

内促外”的发展格局；同时积极与国内外企业交流合作让我国制造业与国际市场接轨，增大国内制造业

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2.3. 新发展格局是促进制造业企业开放式创新的有力支持 

制造业企业需要满足国内需求就要充分了解国内市场[4]，同时国际制造业完备的工业体系、先进的

科学技术和应对危机的制度优势我国企业也应借鉴。在“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下，制造业企业能够提

高知识搜寻的广度，多渠道了解国内市场需求以确定创新方向，并因相似的文化与政策背景能提高创新

方向与市场的适配度；同时能更加便利地引进外部先进理念与资源技术，为企业带来多元化与独特性的

理念和资源，进而提高企业的先进性与适应能力。 

3. 我国制造业企业开放式创新现状 

进入“十四五”时期，中国制造业企业在部分领域逐渐逼近世界科技前沿，创新发展的环境也在发

生鲜明变化，但总体情况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差距。 
从国家层面来说，中国创新能力提升显著，已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但中国对于开放式创新的相关研

究起步较晚，经济全球化造成我国部分行业对国外技术依赖较大，企业在此情况下进行开放式创新可能伴

随着过度依赖外部技术、自主创新能力减弱、泄露企业信息等问题。同时，随着中美贸易摩擦的加大，中

国企业持续嵌入全球创新体系、利用全球创新资源、进入全球创新产品与服务市场带来重大挑战[5]。 
从产业层面来讲，中国制造业总产值连续多年来位居全球第一，从总产值来看中国已然成为制造业

大国，但从全国制造业梯队来看我国正处于中低端制造业领域的第三梯队，与德国、瑞士、美国等主要

创新型国家还存在差距。中国制造业还面临着多项困难——对市场把握不足导致供需错配；低端制造业

泛滥，高端制造业匮乏；整体制造水平低下，自主创新能力弱，转型升级难度大。面对重重困难，中国

制造业转型升级迫在眉睫。 
从企业层面来说，以武汉为例，在创新驱动和双循环发展带动下，制造业企业积极进行开放式创新，

武汉运行着 101 条标准数字化产线，82 个智能化改造示范项目，项目涵盖到 3400 余家企业。同时对于

资金链以及集群发展效应的推广下，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占比超 46%，取得了一个重大的突破。但同时，

企业管理体系存在着不健全、地位薄弱、责任界定不清楚等问题[6]。以武汉企业为例，2020 年，武汉市

规上工业增加值比上年下降 6.9%，比一季度收窄 32.8 个百分点，其说明企业对于相关数据掌握不够及时，

有些涉及内部转型方案更新不够及时，工人们完成项目的时间长，耗费的人力大，用工缺口大，技能岗

位少等问题还普遍存在。 
总体来看，我国制造业企业开放式创新处于发展阶段，我国企业、学者都积极在探索开放式创新的

道路，为我国制造业企业向高端制造领域迈进不断努力。 

4. 我国制造业企业开放式创新现有问题 

4.1. 企业层面 

1) 忽视自主创新能力的发展 
在开放式创新下，企业将利用外部资源与内部资源相结合来弥补自身不足进行创新融合[5]，以促进

企业的发展。这意味着企业将大量引入外部的技术、知识、政策等，但目前有些企业正面临着不能将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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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资源化为己用，并将引入外部资源作为创新的唯一途径，进而使企业丧失了自主创新能力，这将导致

企业不能长期良性发展。 
2) 创新要素配置导向存在偏差 
企业在开放式创新中将引入外部各种资源，企业在对外部各类资源进行汇总整理时，难免会出现对

部分要素缺失引入、部分要素分配不均等问题。同时，开放式创新强调企业要按照自身的所需合理引入

外部资源，但在实际的外部资源引入过程中，因资源跨过组织边界而不同组织对资源的定位存在差异，

进而会导致引入的外部资源与企业自身所需的创新要素匹配错位。 

4.2. 行业层面 

1) 过于注重短期利益 
我国是制造业世界第二大制造业大国，但我国整体制造业竞争力较差。开放式创新能够让一个行业

直接利用组织外部的技术、知识等资源与组织内部相结合。目前我国制造业中较多企业选择只通过运用

外部的技术创新来提高企业的产能并降低企业的创新成本，而不革新本身行业的政策理念，不结合当地

市场需求进行创新，只追求行业短期利益，这便注定我国制造业难以相高端制造业迈进。 
2) 部分城市过早“去工业化” 
在我国鼓励发展第三产业的政策下，部分城市选择了“去工业化”，但中国目前的制造业劳动生产

率还处于较低水平过早地“去工业化”会导致制造业发展空间萎缩。近年来，开放式创新模式兴起，制

造业可以运用外部资源进行创新，企业将外部的资源与自身相结合探索出一条适合自生发展的创新之路，

但部分城市过早地“去工业化”使得制造业产业链不足出现了生产链与创新链脱节的情况[7]。 

4.3. 国家及政府层面 

1) 缺乏相应人才储备 
目前而言，我国在高精尖领域存在技术短缺、人才稀少等问题。虽然近几年沿海地区发展较快，人

才相对聚集，但仅限于一小部分，形成不了规模效应，无法打造更大国模产业链集群，从而止步于高端

制造集群。 
2) 持续嵌入全球创新体系受阻 
贸易紧张局势带来的进出口贸易下滑已经对总需求产生了负面影响，使制造业承压。中国企业全球

创新合作受阻的情况越来越严重，持续深度嵌入全球创新体系面临重大挑战，美国持续升级的对华科技

打压，旨在破坏中国利用全球人才、知识产权等创新要素实现技术赶超的路径。 

5. 结论与对策建议 

5.1. 企业层面 

1) 完善企业内部管理制度 
企业内部管理制度是现代企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完善企业内部管理制度更是我国制造业企业提升管

理效率、不断创新发展、加强国际竞争力的迫切需要[8]。根据我国目前情况来看，大部分制造业缺乏竞

争优势的原因之一就是没有一个规范有效的企业内部管理制度，以及现行企业内部管理制度无法与国际

国内实践情况接轨，由此企业需要通过制度进行自我控制和调节，更进一步顺应国际国内新的发展趋势。 
2) 加强制造业上下游合作和产业链建设 
全球各国各企业都在积极促动资源和生产要素流动，构建更稳定、更多元、要素更齐全的制造业产

业链，来保障自身的可持续发展。我国制造业企业想要开放式创新可持续发展，就需要顺应全球发展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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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构建企业自身的生产要素流动渠道和齐全的产业链建设，警惕各种“断链”风险导致的产业链断裂，

增强制造业上下游合作互利共赢。 
3) 培育良好的企业文化 
我国目前优秀的企业文化还是相对较少，在制造业企业里面更是屈指可数，有些企业文化的发展只

是浮于表面，甚至想要通过压榨员工等另类的方式来塑造企业文化[9]。在现在来看，我国制造业企业的

企业文化想要真正起到“定海神针”的作用其关注点就应该放到开放式创新的可持续发展上面来，通过

企业文化的导向作用、约束作用、凝聚作用、激励作用来实现企业内部不断的进步发展和企业战略目标

的正确。 

5.2. 行业层面 

1) 创造良好的开放式创新区域 
在当前愈发严峻的国际形势下，我国制造业就需要为企业创造更好的开放式创新区域，通过营造更

好的制造业营商环境、完善对内对外制造业投资环境、建设制造业行业示范区、构建制造业行业命运共

同体等方式帮助我国制造业企业尽力扫清行业障碍，在行业内融入“平等互惠，互利共赢”的观念，坚

持与国际接轨，拓展服务市场，坚持以开放式创新为主体引领全行业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2) 更多地融入顾客因素 
在当前发展形势下，制造业企业不能再局限于传统的寻找和利用顾客的方式，现如今顾客面不仅越

来越大，而且每个顾客的需求也越来越多样及个性化，了解并利用好当下顾客的这种需求是我国制造业

企业开放式创新发展的关键。 

5.3. 国家及政府层面 

1) 完善技术供给和高端人才引进政策 
增强人才和技术引进政策的保障力度，减缓还国外对我国高端技术控制和封锁等问题，当下我国政

府需要进一步完善技术供给和高端人才引进政策，打破开放式创新壁垒，坚持保障人才资源的需求。 
2) 建立国家创新中心服务平台引导企业改革 
建立多个国家级创新中心服务平台统筹协调合作，注重技术攻关，积极引导我国制造业企业进行开

放式创新，企业也要充分利用好国家资源，为企业发展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 

6. 结束语 

本文以武汉市为例，研究制造业企业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开放式创新现状，并提出解决措施以及

发展路径。一方面，有助于突破传统限制，在更广的范围内获取与企业发展相匹配的关键资源，进而企

业能够更好地利用创新资源，为创新绩效的提升奠定基础；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

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强化国家科技力量，加快建设科技强国[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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