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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进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产业结构和转换增长动能的攻关期，制造业发展面

临诸多挑战。首先，本文回顾并总结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研究成果，包括产业集群以及产业集聚视角、

耦合与协调理论基础以及价值链视角下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其次，本文指出现有研究制造业高质量的

影响因素存在片面性，不具有系统性。最后，本文依据相关研究使用系统动力学模型对制造业高质量发

展的影响因素以及新动能形成来源作了相关梳理，并提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未来研究重点和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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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ntering the new era, China’s economy has entered a key period of transforming the mode of eco-
nomic development, optimizing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transforming the growth momentum,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s facing many challenges. First of all, this pa-
per reviews and summarizes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cluding the perspective of industrial clusters and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the theo-
retical basis of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and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alue chain. Secondly,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 existing re-
search on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high quality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s one-sided and n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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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atic. Finally, based on the relevant research, this paper uses the system dynamics model to 
sort out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the 
sources of new kinetic energy, and proposes the future research focus and trend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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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制造业成为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对经济发展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2016~2019
年，我国工业增加值由 24.54 万亿元增至 31.71 万亿元，年均增长 5.9%位居世界前列；《十四五规划》

中提到加快推进制造强国；同时学界中研究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仅知网数据库由2020年1444篇增长到2021
年 1809 篇，在大兴实体经济的浪潮下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成为了研究焦点。因此研究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及

其新动能形成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现阶段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研究方向主要从价值链、产业升级、创新升级、产业集群演进及集

聚效应、耦合与协同视角、要素配置等方向对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进行研究。大部分学者仅从单一视

角从实证或案例的视角去分析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原因与动能来源。本文基于系统论搭建了包括经济状

况、制造业集聚程度、政府对产业的干预程度、制造业科技水平、制造业人力资源和区域产业资源存量

六个状态变量在内的系统动力学模型，提出了研究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及其新动能形成的研究方向，为学

者们进一步实证或案例分析提供参考。 

2. 文献回顾 

2.1. 基于产业集群以及产业集聚视角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研究 

由于发达国家制造业回流以及后发国家快速追赶，我国制造业发展升级面临困境。制造业集群是制造业

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特征。产业集群的研究起于马歇尔(1890) [1]。制造业产业集群的合理引导能使得制造业空

间集聚发展，有利于增强集群内制造业抵御内外部经济风险的能力(2021，刘瑞等) [2]，同时也有利于制造业

生产效率提高(2020，徐斯旸等) [3]，并对生产效率的影响存在典型的门槛效应(2021，王立勇) [4]，能促进

本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提升、提高空间效应作用(2021，张治栋等) [5]。从集群演化过程看，制造业集群化能

在早期带来经济效益，在中期由于制造业的自集聚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并提高制造业集群竞争力，在后期通过

外部推动力能够使得制造业集群进入自发的良性循环(2010，路卓铭等) [6]。从建立制造业集群路径机制看，

需要打造完善的政策体系、重视科技创新与先进技术研发、重视发挥区域优势与集群内部协作、重视服务业

与制造业融合发展(2021，王凯乐等) [7]。从战略目标看，需要考虑顶层设计、产业规划和企业战略的改变，

明确我国制造业集群发展的根本方向是培育世界级制造业创新生态系统(2021，赵长轶) [8]。 

2.2. 基于耦合与协同理论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研究 

从产业发展与数字化耦合看，提升产业数字化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并实现两者耦合的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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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有效提高制造业发展质量(2021，傅为忠等) [9]。从产业协同发展看，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2021，夏伦) 
[10]深度融合协同发展是促进制造业升级的重要举措。从产业环境协同发展看，需要从环境治理机制入手，

通过政策来调节协同创新环境(2021，戴建平) [11]。从要素协调发展看，技术创新、文化创新、制度创新

与创新要素之间的关系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具有较高的促进效用(2020，熊励等) [12]。 

2.3. 基于价值链理论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研究 

价值链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体现，Gereffi (1999) [13]、Ernst (2002) [14]等认为亚洲发达国家加

入全球价值链是制造业升级发展的重要原因，并指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是价值链攀升。中国制造

业大而不强是其典型特征，位于价值链两端的动态循环中。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从“社会–共生–技

术”(“面–线–点”)逻辑看，我国制造业发展模式发生了从社会由规模发展向产品质量发展过度、从共

生由价值链封闭循环向开放循环过度、从技术由模仿向创新过度(2021，徐华亮) [15]。集成配套能力和产

业贸易竞争力的提升使中国制造业的产业技术效率明显提高，在双循环背景下中国制造业被动嵌入全球

产业链的现状，但制造业增长效率较国外水平仍然较低(2021，李宏等) [16]。中国制造业仍长期处于价值

链底端的困境，需要基于全球价值链实现在“嵌入升级–构建新链–嵌入升级–构建新链”中循环动态

升级(2020，焦勇等) [17]。且相关学者一致认为实现价值链攀升的关键路径在于技术创新。 

3. 基于系统动力学的制造业新动能形成研究整合模型 

目前，虽然学界对于影响高质量发展的因素研究较为丰富，但从研究视角看均存在局限性，即大都

片面地从某一因子或视角看待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极少数学者从多因子或多视角探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同时大都学者忽视了因子与因子之间的相互关系对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并且相关研究大都存在

相关模型以及理论均存在相对静态化的问题。 
系统动力学是 1956 年 MIT 教授 Jay W. forrester 提出解决复杂问题的系统方法。系统动力学认为系

统由要素以及要素间相互关系构成，要素间相互关系形成反馈回路，反馈回路之间组成构成“输出–输

出”等因果关系，反馈回路间等因果关系存在数量、速率等差异，进而体现出流率不。系统动力学将系

统轮、控制论、信息论综合起来，运用结构功能分析和反馈因果关系分析解决系统问题。系统动力学在

早期多用于工业的复杂问题求解，后被广泛应用于管理、决策、经济等问题。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以及新动能形成必定是多因素、多方面、动态演化的互相促就而成的结果。将系

统动力学引入到制造业新动能形成的研究中，可发挥基于历史、分析现在、预测未来的优势，其动态演

化、中长期预测、复杂系统的分析能够有效避免传统视角和模型诸多缺陷。运用系统动力学研究制造业

高质量发展以及增长动力问题具有良好的适用性，可有效破解静态化、被动式研究制造业增长动力的问

题。本文基于系统论，利用系统动力学模型，结合制造业发展等研究成果，对影响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

因子研究做如下梳理。 

3.1. 经济状况 

从经济开放情况看，张诚等(2018) [18]与张智楠(2018) [19]提出对外开放和对外投资能直接提高制造

业技术水平从而对制造业竞争力产生显著效应。长远看制造业生产效率收敛中外商直接投资的效用不如

上对外贸易(Lee, 2009) [20]，这与流向发展中国家外商直接投资是垂直型的有关(Aizenman & Noy, 2006) 
[21]。从金融结构来看，刘飞(2015) [22]与林毅夫等(2003) [23]均认为只有金融业务调整与制造业产业结

构相匹配，才能有效满足制造业财务需求，从而从经济层面促进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同时，许钊等(2021) 
[24]区域对经济集聚对于制造业结构升级存在区域异质性和时间异质性。因此，本文认为经济作为商业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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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命脉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3.2. 先进制造业集聚程度 

产业协同集聚形成机制研究由 Elilsion 与 Glaeser (1997) [25]奠定了该领域的研究基础，在构建产业

协同集聚指数(EG 指数)基础上，利用美国的数据对产业协同集聚的微观形成机制进行了深入而详细的探

讨。刘瑞等(2021) [2]利用我国 2008 年~2017 年地级市数据从实证分析了制造业空间集聚现状，结果表明

制造业集聚程度能够显著提高制造业韧性，徐斯旸等(2020) [3]认为制造业集聚有效促进制造业生产效率

尤其是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制造业。金春雨等(2015) [26]提出制造业集聚具有其组成部分或子系统所

不具有的新功能，能够产生多重溢出效应，促使产业形成更大的竞争优势，从而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当

然，刘月等(2017) [27]过度集聚同样会产生负面的效果形成集聚不经济，规模不经济下的拥挤效应形成了

分散力，使产业要素在空间上分布趋于离散化。基于以上研究，本文认为，制造业集聚在规模内能够促

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当制造业集聚超出规模后不利于制造业整体发展。 

3.3. 政府对产业干预程度 

Lind (2012) [28]指出美国的顶层制造业的工业基础并非是企业家偶然成功的案例，也不是市场自发形

成的，而是“资本主义”顶层设计的产业政策推动企业家创业的结果，本质上是政府对产业的干预。在

市场经济中，经济的不确定性抑制实体经济与制造业的发展，杨建军等(2021) [29]提出政府对产业的干预

能缓解市场抑制作用。张亚鹏(2021) [30]提出要素型政策、引导型政策、规范性政策是政府对产业干预的

主要手段，以此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因此，本文认为政府对制造业的干预程度决定着制造业的发展

前景与高度。 

3.4. 先进制造业科技水平 

张双才等(2021) [31]认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趋势是培育先进制造业，制造业科技水平是制造业高质

量发展的关键，科技水平的发展主要依靠培育创新驱动：创新要素有效供给和要素供给机制。董景荣等

(2021) [32]认为促进制造业升级就要形成以技术偏向进步带动制造业纵深发展、以要素需求带动产业结构

高级化。基于两位学者观点，本文认为：创新水平是制造业发展的关键因素，选择合理的创新驱动机制

和创新要素供给–需求机制能提高制造业科技水平，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包耀东等(2021) [33]从实证

证明了创新投入提高科技水平对制造业升级具有积极作用，同时，米晋宏等(2020) [34]提出人工智能与制

造业融合使得制造业企业技术进步并提高创新效率，推动企业通过创新驱动实现升级。基于上述学者观

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于科技水平。 

3.5. 先进制造业人力资源 

杨公安(2017) [35]通过德国、瑞士以及荷兰此类人力资源小国指出，助推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是人力

资源质量而不是人力资源数量，人力资源是制造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孟茂源等(2021) [36]与阳立高等(2014) 
[37]从劳动力成本方面指出劳动力成本提高，能从企业内部倒逼由资源型向技术型转型促进制造业结构改

变，显著提高劳动生产率，有利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阳立高等(2015, 2018) [38] [39]从劳动力供给结构

提出，劳动力供给下降促使制造业倒逼升级，同时知识型劳动力能对制造业企业发展起到巨大推动作用，

从而实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但知识型劳动力对制造业升级作用具有滞后性。 

3.6. 区域产业资源 

资源存量是区域制造业发展的基础。刘春艳等(2010) [40]指出资源约束不单纯是自然资源供给不足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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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剩俊晖对产业发展产生影响。Auty (1993) [41]在研究产矿国家经济发展问题时提出了“资源诅咒”概

念，认为大部分国家消耗一定存量的资源后才极其被动地向资源型经济转型。周新苗等(2017) [42]提出，

资源错配一定程度上影响生产效率，也是我国制造业发展遭遇困境的原因之一。潘悦等(2016) [43]指出走

出资源困境，实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需要更加重视因地制宜、因域施策。本文认为，我国现阶段仍处

于“高投入、高消耗”的粗放型制造模式向“低能耗、低排放”的绿色型制造模式转变关键节点，利用

有限资源、通过要素分配实现资源合理分配是实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3.7. 制造业新动能形成系统动力学建模 

在对先进制造业集聚及新动能形成等问题研究现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将系统动力学理论引入先进

制造业新动能形成问题，构建了包含经济状况、先进制造业集聚程度、政府对产业的干预程度、先进制

造业科技水平、先进制造业人力资源和区域产业资源存量六个状态变量，六个速率变量和若干辅助变量

和常量的复杂系统动力学模型。 

4. 展望 

系统动力学模型中各变量间的主要方程关系可以用 Vensim 的方程式表达，可在 VENSIPLE 软件中

对变量进一步细化并对方程式进行检验、调整。接着，对模型试用及仿真结果分析。根据区域数据进行

系统动力学仿真，力求仿真模型更便于理解且仿真结论更具普遍意义。同时依据直观检验、稳定性检验

和历史数据检验等对上述模型进行效度检验确保模型真实可信。并从经济状况、区域内先进制造业集聚

程度、区域内政府对产业的干预程度、区域先进制造业科技水平、区域先进制造业人力资源和区域产业

资源存量等方面给出建议。从而服务于先进制造业创业者与管理者，帮助其理解对先进制造业的运行现

状、发展机理及未来趋势等，为其提升先进制造业的绩效提供分析框架和策略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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