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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技术助推制造业产业链现代化的创新路径

●赵　娜

　　

[摘要]数字技术与制造业产业进行融合所带来的生产模式转变及其效能提升,成为重塑我国制造业产业链

集群生态格局的重要驱动力量.基于数字技术助推制造业产业链现代化的内在制度,数字技术助推制造业

产业链现代化的创新路径为:第一,聚焦成本,激发企业应用数字技术的意愿;第二,数字产业化驱动制造业

产业链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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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世纪以来，数字技术对各个产业的发展都产生了

一定的影响。 一方面，其大幅降低了企业之间的交

易与沟通成本，另一方面使得产品在生产环节得以细分。

基于制造业产业环节的配置，一个产品的诞生需汇聚众多企

业的增加值，最终才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根据“比较优势理论”来看，我国工业劳动分工的根源

在于不同公司间存在技术差异。 而数字技术在此过程中发

挥了关键作用，它有效降低了公司间的协调成本，让更多公

司能够参与到生产网络的特定环节之中。 此外，数字技术

不仅激活了整个生产部门的市场交易活力，让单个产品能够

创造价值，而且其自身也能够融入生产的各个环节中，进而

有效填补了生产与消费之间的间隙，使不同产品之间构建起

良性循环体系。 数字技术还能够为供给和需求营造良好的

环境，使闲置资产与经济体的需求能够精准对接，从而提升

资源的利用效率，推动产业的持续发展与优化升级。

数字技术助推制造业产业链的意义

(一)从宏观角度

数字技术在制造业产业链发展过程中为其增添了新能

量。 一直以来，产业间存在着信息流通不畅的问题，数字

技术的应用不仅促进了制造业产业链上下游的资源利用率，

还为产业链现代化打下坚实的基础，并对我国产业链现代化

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虽然要素禀赋在以前对各行业的制造业影响较大，但在

当今的信息化浪潮下，数字技术已成为各行业创造价值的关

键力量，并且它还推动了全球产业格局进行深度重塑。 首

先，在这场变革中，对于数字技术的研发和应用领先的地

区，他们会占据产业链高端，进而收获数字技术带来的高附

加值；而落后者则处于产业链低端，使得他们的产业转移与

升级存在着困难，且面临着压力。 由此可见，数字技术在

当今制造业领域的关键地位，以及其对产业格局和价值分配

具有深刻的影响。 其次，数字技术能够为制造业产业链实

现跨区域协同整合。 在利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后，各

个制造业产业主体可以突破地理空间限制，进行集中控制和

整体分散的组织形式，提升产业链的互通性。 最后，数字

技术能够实现制造业和其他产业的深度融合，例如，制造业

和服务业的融合，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是我国实体经济发展

的重要方向。 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人工智能、大数

据、物联网等技术的应用不仅有效降低了经济成本，还使得

处在价值链中的制造环节和服务环节实现跨界融合。

(二)从微观角度

从整个制造业产业链来看，数字技术为上游企业提供了

更符合市场终端消费需求的方式，并帮助产业链上游企业制

定了更合理的个性化方案。 具体而言，制造业企业在数字

技术的加持下，如使用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对消费终端需

求信息进行细化剖析，并对我国及全球各个消费群体进行细

分，进而提供更加个性化的设计和多元化的产品来满足消费

需求。 若消费终端发生变化，数字技术则可以及时获得信

息并调整产品结构，避免因信息不对称而引发的生产浪费。

除此之外，数字技术还可以助力产业链上游企业培育市场新

需求。

数字技术助推制造业产业现代化的内在制度

(一)数字技术促进制造业产业链创新化

数字技术能够利用信息技术以及资源优势，使整个制造

业产业链实现创新化。 一方面，数字技术在组织管理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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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创新，对传统制造业的运作模式起到改变。 通过构建

数字化、智能化的管理平台，使得企业对产业链的各个环节

都能进行实时监控与精准管理，对提升组织效率以及响应速

度都有着重大帮助。 效率大幅提升的同时，制造业上下游

企业也在技术关联上进行无缝对接，进而促进制造业更高

效、更直接的价值创造。 与此同时，数字技术还对产业链

的空间布局予以优化，使得资源配置能够更为合理，不仅降

低了交易成本，还加强了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另一方面，

数字技术还可以促进产品和流程的创新。 通过大数据、云

计算等技术与制造业企业深度融合，深度挖掘市场需求，使

得创新出的产品更符合消费者需求，也具有更高的附加值。

同时，数字技术的应用也让生产流程变得智能化，使得整个

生产过程更高效、更可控。 此外，数字技术打破了信息壁

垒，各创新主体之间可以依托数字平台实现信息共享、技术

整合以及协同创新，共同为制造业产业链创新能力的提升贡

献力量。

(二)数字技术促进制造业产业链协同制度

制造业产业链现代化进程中整个链条的协同发展有着举

足轻重的作用，制造业产业链协同性是指整个产业链上游与

下游之间的相互作用。 数字产业化形成产业链后，能提升

制造业产业链资源互动效率，增强资源的融合能力，促进企

业协同发展，进而推动制造业产业链现代化进程向前迈进。

(１)提升制造业产业链资源互动效率。 我国制造业产业

链现代化的建设离不开制造业上下游企业之间的产业协同，

以及技术合作，为了使上下游企业资源能够畅通无阻地进行

互联互通，推动产业链现代化至关重要。 数字产业链可以

借助数据实现彼此联结，构建出具有兼容性的互联网空间，

而这一空间能够打破传统制造业产业链之间的信息阻碍，进

而提升整体产业链的互联互动效率。 制造业产业链在运转

进程中，上游及下游企业进行了知识、信息以及技能等方面

的交换，而通过该种交换可以使制造业产业链相互协调共同

发展。 数字产业链搭建起的信息网络空间则可以让各个企

业主体间的相互关联更为密切，进而使得其成本得以降低。

通过这种信息网络空间，不仅使上下游企业间的信息传递效

率提高，增强了技术的溢出效应，还冲破了区域垄断效应，

使得市场交易成本降到最低，进而使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之间

的资源互动效率得到显著提升。

(２)提高制造业产业链整合水平。 产业链整合意在提高

各个产业主体之间的相互协作效率，以及降低因相互协作产

生的成本，进而促进产业链协同发展。 数字产业链通过让

不同制造业企业相互合作，以改变整个产业链的整合方式。

一方面，它帮助企业更快地进行横向整合，另一方面，它也

帮助消除了制造业供应链之间的信息障碍，让供应链的整合

更加顺畅。 随着数字产业链的发展，一些高科技产业开始

出现，并且开始影响其他传统行业，让这些传统行业变得更

加有价值，提高了它们的竞争力。 同时，数字产业链也帮

助了链上企业与链下企业更好地合作，不仅提高了供应链上

下游企业间的信息交流效率，减少了信息共享的成本，还让

供应链上下游企业之间的信息更加一致。 此外，数字产业

链还创造了一个全新的电子商务平台，这个平台把信息技术

和传统零售业结合起来，打破了买卖双方之间的信息壁垒，

改变了传统中介机构的角色，让它们从主要的渠道变成了参

与的一部分。

(三)促进制造业产业链现代化的安全保证制度

(１)减少制造业产业发展中的风险。 在整个产业的发展

进程中，技术更新往往会引发产业的变动，而数字产业与传

统产业的深度融合在此过程中具有重大意义，这两种产业深

度融合能够为传统产业链的稳定发展提供坚实的安全保障，

进而有效降低传统产业在面临行业变革时所遭遇的各类风

险。 数字产业链具备强大的数据融合能力，能够为传统产

业提供丰富且精准的产业发展信息资源，涵盖产业发展供求

的综合信息，为传统产业的发展方向提供明确指引，并推动

产业链持续健康发展。 数字产业链终端利用先进的大数据

预测技术，深入融合到传统行业中助力传统行业深入剖析未

来发展趋势，对可能面临的风险进行科学评估与准确预测，

使传统行业提前制定应对策略，最大程度减轻行业发展中不

确定因素带来的影响，进而增强传统行业应对风险的韧性。

(２)抵御外部冲击对制造业产业链产生的影响。 数字产

业链能够显著提升产业的稳定性，增强其在复杂经济市场环

境冲击下的抵抗能力。 随着工业产业链条中互联网企业数

量的增多，网络节点数量大幅增加，企业可获得更多附加

值，使各节点间的联系也更加紧密。 数字产业链通过提升

传统产业链的数字化水平，增强其数字化能力，并借助工业

互联网的凝聚力，推动业务稳定发展，进而提升整个产业链

的稳定性，使其在面对外部冲击时能够保持相对稳定地运行

态势，减少波动与损失。

制约数字技术促进制造业产业链现代化发展的因素

(一)企业的认知约束

目前，企业对数字技术的认知存在一定程度的偏差。

数字技术作为新兴事物，企业在社会各界的理解与应用过程

中还存在诸多不足，这些不足对数字技术的推广与应用产生

了一定影响，该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企业

对数字技术发挥作用的认知局限。 许多企业仅着眼于自身

现有业务层面的应用数字技术，尚未深入挖掘其在优化业务

运营模式、创新商业模式等方面的潜在价值，使得数字技术

没有为企业全方位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另一方面，企业对

数字技术应用方面投资的顾虑。 不少企业认为数字化应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智慧城市　　Zhihui Chengshi

１０６　　　　 前卫 　２０２４．２２

需要巨额投资，尤其在对现有工厂技术进行数字化改造时，

担心旧生产系统的替换会带来较大损失，同时对新技能培训

的结构性投资也心存担忧，这种投资顾虑导致企业在数字技

术应用方面犹豫不决，阻碍了数字化进程的推进。

(二)企业的能力约束

一是企业具备的基础设施条件。 从理论上讲，数字技

术的应用需具备信息化、数字分析处理等基础条件。 然

而，目前我国众多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其数字技术基

础设施相对薄弱，无法满足数字技术高效应用的需求，限制

了数字技术在企业中的推广与应用深度。 二是企业具有的

分析运用能力。 数字技术的应用涉及方案设计、设备选

型、软件应用等多个环节，多数企业过度依赖第三方提供的

顶层设计与系统集成商的解决方案。 由于自身缺乏对数字

技术应用的深入理解和在后续使用过程中的数据分析能力，

难以根据企业自身特点对数字技术进行优化与拓展，无法充

分发挥数字技术的优势，制约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效果与

效率。

数字技术促进制造业产业链现代化的创新路径探讨

(一)激发企业应用数字技术的意愿

在推动实体与数字经济时代的深度融合、促进产业链迈

向现代化的进程中，数字技术的融入为制造业带来了崭新的

活力与机遇。 制造业产业链的数字化不仅可以提升产业链

的整体运行效能，也增强了产业链的韧性，更能推动制造业

向现代化迈进。

对于传统制造业，尤其是对于低技术制造业，要实现产

业效率的提升，则需要宏观战略规划的指引，因此，行政部

门需要发挥这方面的积极作用。 行政部门通过搭建数字技

术支撑平台，能够有效降低传统制造业的生产成本，并为其

精准匹配适宜的数字技术，帮助其顺利踏上数字化升级之

路。 企业在高效运用数字技术后，其自动化与智能化水平

将提升，使其创新能力得以激发，生产和生产管理效率也得

以提升。 同时，行政部门还需要构建数字经济运行与制造

业供应链升级的良性循环制度。 在经济政策和财政补贴支

持下，行政部门应积极推动数字技术与教育和公共服务部门

的深度融合，为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营造良好的环境，使得企

业更愿意应用数字技术。

(二)数字产业化驱动制造业产业链升级

数字产业化是提升我国在全球产业链地位的关键支撑和

主要动力。 数字产业为其他行业提供专业的数据处理与技

术支持，并促进其他行业整体技术和创新能力提升，为产业

链升级筑牢根基。 大规模建设数字产业的基础设施能带动

区域数字产业的需求发展，借助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可以

实现区域间的协同发展，促进数据等要素自由流动，进而优

化制造业供应链的要素分配效率。 以数字产业化引领制造

业产业链走向现代化，从而增强制造业产业整体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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