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字技术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基于价值创造和价值获取的视角

吕     铁         李 载 驰

摘    要    数字技术对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其基本逻辑可以归纳为“连接−挖掘−优化、管

控−增效”，其作用机制分别是改变价值创造方式、提高价值创造效率、拓展价值创造载体和增强价值获取

能力。具体而言，数字技术使用户以多种形式参与从研发到生产等价值创造过程，改变企业创造价值的方

式；数字技术用数据逻辑强化了企业对生产、运营的管控，提高价值创造的效率；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实现

了信息在产业链中的集成和流动，促进企业间的专业化分工，形成价值网，拓展了价值创造的载体；数字技

术弱化了产业边界，催生出“跨界”等新型商业模式，增强了企业的价值获取能力。实现数字技术赋能中国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近期需要完成中小企业的信息化补课和初步的数字化转型升级；中期需要构建以工业互

联网平台为核心依托的数字赋能服务体系，满足多样性需求；远期则要全面提高数字赋能的智能化水平，同

时必须始终注重数字产业基础，以及网络和安全系统的建设和完善。为完成以上目标任务，需要在设立数字

技术政府引导专项基金、建立健全知识产权保护与服务体系、建立有效的高校和科研机构成果转化机制等方

面加大政策引导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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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时代改变了传统的商业模式，给实体经济带来了巨大冲击，颠覆了制造业往日的生存状态，

营造出更加残酷的竞争环境，逼迫制造业进行转型升级。与此同时，信息通信技术、物联网技术等数字技

术的出现，对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从价值创造和价值获取视角来看，在数字经济时

代下，一些传统的价值创造方式和价值获取途径已经难以契合新的市场环境，传统制造业企业面临价值创

造能力下降和价值获取难度上升两个主要挑战，如何提高制造业企业的价值创造能力和价值获取效率成为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本文将从价值创造和价值获取的视角出发，分析数字经济时代下价值创造和价

值获取的新特征，阐释数字技术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提出数字技术赋能中国制造业高质量

发展的目标任务和对策建议。 

一、数字经济时代下的价值创造和价值获取
 

 （一）价值创造和价值获取的研究进展
对于价值创造的概念，不同学者从不同视角有不同的解读。从用户角度，Lepak 等认为，价值创造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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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让用户认识到使用价值的增加并愿意为其支付一定成本，提出用户对产品和服务的新颖性和适用性评价

可以量化使用价值。①Richard 认为，用户是企业价值的重要来源，用户的消费体验是衡量创造价值大小的

关键，企业可以通过提高用户利益来创造价值。②从价值链角度，Porter 首先提出价值链概念，认为价值

创造就是通过优化和管理价值链中各个经营活动环节，使其相互协作所实现的价值增值。③Brandenburger
和 Stuart 将价值创造拓展到纵向价值链体系中④，Jacobides 等进一步将价值创造扩展到产业体系架构中研

究。⑤从生产要素角度，核心观点来自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价值创造来源于生产过程，是劳动、资本、

土地等生产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不同时期，不同生产要素在价值创造中的地位和作用也不尽相同。⑥

进入数字经济时代后，产业技术升级、商业模式革新以及市场环境的变化，使价值创造面临许多新问题。

Maine 和 Garnsey 认为，在数字经济时代，通用目的技术是价值创造的关键⑦，Adner 指出企业可以通过独

特的技术创新，建立自己的产品生态系统来创造价值。⑧Lepak 等提出企业可以从社群用户中获取资源来

创造更多的价值。①

价值获取是指企业在创造出的价值中获取一定比例。张敬伟和王迎军认为，价值获取就是企业在向用

户传递价值时获取利润的方式。⑨在企业究竟如何从价值创造活动中获利的问题上，Teece 进行了开创性

研究，他认为产权保护强度、企业的互补性资产、互补技术、行业标准等会影响价值获取能力。⑩

Lippman 和 Rumelt 研究了土地作为互补性资产与价值获取能力之间的关系，认为企业应当把获取或占有对

价值获取有重要作用的互补性资产作为关键战略。⑪MacDonald 和 Ryall 提出企业在不具备一定互补性资

产时，可以与多个拥有互补性资产且存在竞争的企业进行合作，但要注意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和控制。⑫

Henkel 和 Baldwin 强调了产权保护对价值获取的重要性，认为可以通过知识产权的模块化帮助企业获取价

值。⑬之后，Teece 根据数字经济时代的变化，对自己 1986 年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拓展，在原来的理论框架

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了平台、生态系统、通用目的技术、商业模式等对价值获取能力的影响。⑭如今，数

字技术依然在不断地发展和迭代，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又进一步深化，在发现和解决新问题的过程中，价值

创造和价值获取的一些新特征开始凸显。 

 （二）数字经济时代价值创造和价值获取的新特征 

1. 价值创造模式发生深刻变化。

数字经济时代，商品市场获得极大丰富，消费互联网的出现还为用户提供了极大的对比和选择空间，

用户可以在对产品进行充分认知的前提下进行选择，转换成本也大幅降低，在与企业的博弈中由被动变为

数字技术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①Lepak D.P., K.G. Smith, and M.S. Taylor, “Value Creation and Value Capture: A Multilevel Perspectiv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07, 32(1),
pp. 180-194.

②Priem Richard L.A., “Consumer Perspective on Value Creation,”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07, 32(1), pp. 219-235.

③Michael Porter, Competitive Advantage, New York: Free Press, 1985.

④Brandenburger A., H. W. Stuart, “Value-Based Business Strategy,”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trategy, 1996, 5(1), pp. 5-24.

⑤Jacobides  M.G.,  T.  Knudsen,  M.  Augier, “ Benefiting  from  Innovation:  Value  Creation,  Value  Appropriation  and  the  Role  of  Industry  Architectures,”
 Research Policy, 2006(35), pp. 1200-1221.

⑥孙艳霞：《基于不同视角的企业价值创造研究综述》，《南开经济研究》2012 年第 1 期。

⑦Maine E., E. Garnsey, “Commercializing Generic Technology: The Case of Advanced Materials Ventures,” Research Policy, 2006, 35(3), pp. 375-393.

⑧Adner R., “Match Your Innovation Strategy to Your Innovation Ecosystem,”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2006, 84(4), pp. 98-107.

⑨张敬伟、王迎军：《基于价值三角形逻辑的商业模式概念模型研究》，《外国经济与管理》2010 年第 6 期。

⑩David  J.  Teece, “ Profiting  from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mplications  for  Integration,  Collaboration,  Licensing  and  Public  Policy,”  Research  Policy,
1986, 15(6), pp. 285-305.

⑪Lippman S.A., R.P. Rumelt, “The payments perspective: micro-foundations of resource analysis,”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3, 24(10), pp. 903-927.

⑫MacDonald  G.,  M.  Ryall, “ How  Do  Value  Creation  and  Competition  Determine  whether  A  Firm  Appropriates  Value?”  Management  Science,  2004,
50(10), pp. 1319-1333.

⑬Henkel J., C.Y. Baldwin, and W. Shih, “IP Modularity: Profiting from Innovation by Aligning Product Architecture with Intellectual Property,” 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 2013, 55(4), pp. 65-82.

⑭Teece J. David, “Profiting from innovation in the digital economy: Enabling technologies, standards, and licensing models in the wireless world,” Research
Policy A Journal Devoted to Research Policy Research Management & Planning, 2018.

57



主动。消费者对商品的选择空间越来越大，但企业的利润却逐渐被压缩，Prahalad 和 Ramaswamy 在总结大

量商业案例的基础上，指出价值创造模式正在从依靠企业自身能力转向企业与用户之间的互动，即价值共

创，企业应更加注重与用户之间的密切关系。①之后，Prahalad 和 Ramaswamy 进一步深化研究，提出用户

主导逻辑的价值创造模式，认为企业应当从用户中获得资源来创造价值，企业和用户共同参与才是价值创

造的基础。②Gourville 和 Priem 也认为产品和服务给顾客带来的体验和想法是重要的价值创造源泉。③对

于企业而言，与用户之间不再是简单的输出产品、换取利润的关系，而是一种通过交互共同实现高质量、

高效率价值创造的合作关系，用户得到高质量产品，企业获取更多利润。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很难仅仅通

过工业经济时代传统的生产活动来创造更高的价值，必须将用户需求和使用信息纳入创新研发、战略决策

和运营管理中，将用户作为关键元素嵌入价值创造过程。在工业经济时代，企业与用户之间存在大量信息

壁垒，信息获取难度很大，用户需求等信息很难被充分挖掘和利用，受制于信息壁垒，用户中蕴含的大量

价值被流失。而数字技术的发展打破了这些信息壁垒，降低了获取信息的难度和成本，使精准获取用户需

求和感受成为可能。

目前中国企业主要依靠消费互联网平台挖掘用户价值，即平台为用户提供产品信息，用户对产品质量

的反馈通过平台被企业获取。但事实上，消费互联网平台多为第三方平台，只起中介的作用，对用户与企

业交互以创造价值的新方式来说存在诸多限制。（1）用户的需求和反馈信息会被平台截留，虽然可以对信

息进行爬取和统计，但无法避免信息损耗；（2）由于平台评价考核机制的存在，公开的信息中不可避免地

包含一部分虚假信息，分辨和剔除难度很大，使信息的价值有所下降；（3）挖掘价值较大的数据信息作为

资产依然由第三方平台掌握，而且用户信息经过多次传递，信息传递损耗的限制很难将精准度进行跨越式

提高，用户信息的价值没有被充分挖掘。 

2. 价值创造要素的相对地位明显改变。

数字经济时代下，新生产要素开始产生，传统要素的地位有所降低。一是创新研发的作用迅速提高。

Conner 认为，企业想要创造和获取价值的途径可以归结为两种，即通过创新使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具有与众

不同的特征和作用，或降低成本进行同质化竞争。④在工业经济时代，多数企业会选择成本低、见效快的

后者来扩大效益。但数字经济时代下，信息通道得到了最大化的疏通，用户对品牌和性价比的敏感度有所

降低，取而代之的是迅速增长的个性化产品偏好。这使同质化竞争越来越困难，创新研发成为更重要的价

值创造途径，知识、人才等要素变得愈加重要。二是数据和信息成为关键要素。数据和信息已经渗透进价

值链中的每个环节，获取精准的数据信息可以有效帮助企业做出正确的决策。数字技术带来的最大变化之

一就是使信息快速流动和海量数据分析成为可能，而数据井喷式的增长，以及数据抓取、存储、挖掘、分

析技术的发展，又进一步提升了对数据和信息的挖掘分析能力。三是社群资源成为新要素。社群是指聚集

在一起拥有共同价值观的社会单位，社群资源在互联网商业模式下可以依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属性产生一

种“流量红利”。一方面，企业通过独特的技术、产品、文化等手段建立用户社群，培养稳定的用户群，

如苹果的 iPhone“果粉”；另一方面，每个社群用户除了是稳定的产品“粉丝”外还是一个天然的传播

者，社群用户对产品信息的传播吸引新的用户，不断扩大社群的规模，而社群又可以参与到价值创造活动

中，稳定且高效地为企业提供大量用户信息，从而形成良性循环。 

3. 价值创造的载体得到扩展。

数字技术将企业与用户之间的横向信息壁垒和行业内的垂直壁垒打破，信息搜寻成本大幅下降，促使

产业链中各具能力、资源的企业间相互联结，在价值创造的不同环节内实现深度专业化分工，形成了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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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为中心，包含上下游企业和用户，资源、能力互补，协作与竞争并存的关系网络，价值创造的载体由工

业经济时代的价值链扩展为价值网络。价值网可以实现企业间核心资源和能力的有机整合，形成一种聚集

式的创新体系，知识、信息数据、技术等要素通过价值网络实现共享、交流和补充，从而提高价值创造的

效率和质量，获取整体竞争优势。同时，价值网可以促进企业之间的相互合作，以实现共赢和价值增值。

多项研究表明，在已经存在并获得良好发展的价值网络中，大部分企业投入资源后的期望价值回报能够得

以满足，通过互相信任的合作可以得到额外的价值增量，包括货币形式的增量和知识、技术能力的提升等

多个方面。① 

4. 价值获取的难度进一步提高。

数字技术的发展催生出信息爆炸的市场环境，信息流动更加迅速和便利，流动方式也从定向流动变为

非定向流动，这种加速和变化在很多方面增加了价值获取的难度。一方面，这种变化虽然解决了多维度的

信息不对称问题，降低了信息获取的成本，但也降低了模仿竞争的成本和难度。同时，产业链内的信息壁

垒受到冲击，一些依靠信息不对称存在的上下游关系发生了变化，这会吸引更多模仿者参与竞争，使上游

价值创造者的溢出效应增强。另一方面，数字经济时代下，一项创新技术想要实现商业化，几乎无法避免

与其他创新、专利相互嵌套，特别是通用目的型技术，这使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变得尤为重要。但实

际情况往往是产权制度的建设和完善进度落后于环境的变化速度。如果产权不能得到保障，企业所获取的

价值就会大打折扣，进而会影响后续的持续创新和开发，甚至打击其他企业创新的积极性，不仅会减少价

值创造者获取的利润，社会层面产生的整体价值量也会受损。最后，数字技术及其衍生品的出现，给传统

的商业模式带来了极大冲击。多数创新者在研发阶段就投入了大量资源，传统商业模式效益水平降低，继

续投入资源以设计新商业模式的难度又很大，往往需要与下游的应用企业合作来实现商业化，常见的合作

方式就是产权授权模式。但模仿者和不够完善的产权保护体系使创新者在与下游进行谈判时处于十分劣势

的地位，最终不得不让出部分利润，使创新者的收益往往比合作者低很多。 

 （三）数字技术赋能下的价值创造和获取过程
数字经济时代下价值创造和价值获取活动呈现出一系列新特征，在应对变化时，企业更关注数字技术

赋能作用下价值是如何实现的。根据价值创造和数字经济的研究成果，可以将该过程划分为交互、创造和

获取 3 个主要环节。清晰且有效的交互可以建立参与者之间的价值共识：用户向企业表达自己的价值需

求；企业向用户直观展示产品的使用价值；上游企业向工作人员和管理者可视化呈现应用软件和设备的应

用价值；企业与跨界参与者进行可理解的交流等。通过有效交互，企业便可开展创造活动：构建和修正自

己的价值主张、商业模式和运营模式，通过满足用户价值需求实现价值创造；跨越技术和应用原理障碍使

用数字应用软件与设备，通过更高效的生产创造价值；实施跨界交互，以拓展价值创造的机会与空间。最

后通过一系列商业行为进行价值的获取活动。

交互、创造和获取之间存在紧密联系，创造是实现价值的核心环节，而交互和获取则是实现价值不可

或缺的基础环节。数字经济时代下，创造的基础除了一般要素，核心是信息和知识，而信息和显性知识都

可以通过交互获得。获取虽然在流程上位于创造之后，但也是创造的重要基础，正是对未来获取价值量产

生的期望，以及对自身价值获取能力的信任，成为了驱动创造行为的催化剂。分析数字技术赋能制造业高

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应以这 3 个主要环节为基础，探讨每个环节中，数字技术面对新特征、新问题的应

对能力和解决途径。 

二、数字技术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

数字技术赋能制造业的基本逻辑可以归纳为“连接−挖掘−优化、管控−增效”，即利用物联网、

数字技术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①Holm  D.B.,  K.  Eriksson,  and  J.  Johanson, “ Creating  Value  through  Mutual  Commitment  to  Business  Network  Relationships,”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99, 20(5), pp. 467-486; Dyer J.H., “Specialized Supplier Networks as a Source of Competitive Advantage: Evidence from the Auto Industry,”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96, 17(4), pp. 271-291; Ranjay Gulati,  Nitin Nohria, and Akbar Zaheer, “Strategic Networks,”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0, 21(3), pp. 203-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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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T 等数字技术，将设备、终端，以及上下游产业链、用户等之间广泛联结起来，实现海量数据采集和信

息加速流动；对数据和信息进行挖掘和分析，以此为依据对生产过程和生产资源进行管控和配置，对企业

运营管理及决策进行优化，从而提高效率和效益（见图 1）。根据这一逻辑，从价值创造和价值获取的视

角出发，可以将数字技术赋能制造业的作用机制划分为：改变价值创造方式（交互）、提高价值创造效率

 （创造）、拓展价值创造载体（创造）和增强价值获取能力（获取）4 个方面。
 
 

数字技术
物联网技术

产品

广泛联结
(交互过程)

生产设备 上游企业 下游企业

智能终端 用户

ICT 技术

获取海量数据、信息
加速流动

生产管理过程
(创造过程)

提升要素效率，
构建价值网络

提高价值创造效率，
拓展价值创造载体

运营管理过程
(交互和获取过程)

挖掘用户价值，
催生商业模式

改变价值创造方式，
增强价值获取能力

图 1    数字技术赋能制造业的基本逻辑和作用机制
  

 （一）改变价值创造方式，帮助企业深度挖掘用户价值
在工业经济时代，制造业倡导规模经济，尽量减少生产品种并扩大生产规模，才能利用标准的流水线

以最低成本生产最多的产品；企业往往采用放弃少数个性化需求用户而满足多数普通用户的战略，以占领

更大的市场。数字经济时代下，这种情况逐渐颠倒了过来，之前处于需求曲线“长尾”部分的个性化用户

群体价值逐渐凸显，大规模的定制化生产开始成为主流，企业在定制生产过程中与用户需求和体验反馈相

互作用以进行价值创造活动。可以说，数字经济时代下企业的重点目标用户是处于长尾末端的“闲置资

源”，这部分用户具有规模小、分布散、需求不明显的特点，数字技术可以提高企业的用户需求感知力和

柔性生产能力，赋予企业占领这部分“小规模市场”的能力。

数字技术将用户与企业之间的信息壁垒打破，使企业得以深度挖掘用户需求价值，将用户需求信息纳

入企业的创新研发过程，有效支撑企业的创新效率。这个过程可以分为 3 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主要是消

费互联网平台发挥作用，针对信息化和智能化基础薄弱的企业，平台为其提供了供需双方交互的场所，通

过检索用户输入的需求信息，为其匹配相符的产品。同时，监管有力的平台建立起一套具有公信力的制

度，以维护双方的利益，提升了用户的参与度和依赖度。在这个阶段，用户主动输出需求信息，占据主导

地位，而企业被动接受信息迎合需求。在第二阶段，具有一定信息化和智能化基础的企业开始建立与用户

直接交互的平台，主动邀请用户全程参与产品的使用体验、设计研发、生产制造、迭代优化甚至原材料采

购等环节，以用户需求为驱动开展大规模定制，如海尔的 COSMOPlat。在这个阶段，企业与用户实现了直

接交互，企业为用户满足需求提供了平台，用户也为企业提供了价值创造的支撑。在第三阶段，企业通过

物联网技术可以实现与产品的互联，实时获取用户使用产品的信息，掌握产品的状态，及时主动地提供售

后服务，同时利用数据分析用户的喜好和使用习惯，在用户二次选购前为其推送甚至定制更合适的产品。

如软控集团研发的智能轮胎，通过为轮胎植入芯片可以实时监控轮胎的使用状态，在可能发生爆胎等危险

前及时告知用户，同时通过对轮胎使用数据的分析，可以得到用户的驾驶习惯和路面信息，以为其推荐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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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适的产品。在这个阶段，企业占据主动地位，通过物联网技术和大数据技术的支持，在用户没有主动参

与的情况下就可以获取用户的需求和使用信息，深度挖掘用户价值。 

 （二）提高要素的价值创造效率，催生全新要素
数字技术使用数据逻辑强化生产环节，疏通了从生产到数据，从数据到运营管理，再反馈给生产的过

程，将处理、统计、分析后的数据应用到生产环节的优化中，提高要素的生产效率。而对于数据的使用，

中国大量的中小企业具有明显劣势，资金匮乏使它们很难在专业人才、信息化改造和工业软件系统等方面

投入更多资金。对此，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等数字服务产业可以提供工业信息化改造产品，按照企业需求

提供数据存储、订单管理、人资管理等简单的信息化改造服务，帮助中小企业以较低的成本应用数据，对

工艺、生产流程、管理效率等进行优化。还可以利用云技术将通用性软件集成在平台，为企业提供云端软

件产品，相比于单独配套安装 ERP、MES 等信息化系统，可以节约大量的成本和时间。

另一方面，数字技术不仅可以提高传统要素的使用效率，也催生了新的要素：社群。社群用户与企业

之间不是简单的需求供给关系，当某个企业拥有一定规模的社群用户后，其产品的研发开始逐渐围绕这个

特殊群体展开。相比于普通用户，社群内部成员之间则会进行更深入的交流和碰撞，使需求信息进一步增

值，如华为的“花粉”社群，苹果的“果粉”社区等。同时，每个社群成员都具有以自身为中心的小社会

网络，产品信息在网络中高效率扩散，为企业吸纳更多用户。利用数字技术打造企业的平台生态是建立社

群的重要途径，早期手机市场由诺基亚、摩托罗拉等占领，而苹果手机用 PC 的使用体验、IOS 操作系统

和应用商店建立起来的一整套平台生态抢走了市场；谷歌的 Android 生态亦是如此，两家企业都通过建立

平台生态，吸纳了一大批稳定的社群用户，为企业创造了大量价值。 

 （三）拓展价值创造载体，帮助企业构建价值网
工业经济时代，每个企业都需要一条封闭、完整的价值链，以完成一系列价值创造活动，但每个企业

的能力和资源有限，很难高效地完成每个环节，势必会存在一些短板。而在价值网中，上下游各企业通过

资源、信息共享和精准对接，可以集中资源于优势环节，外包短板环节，优化资源配置效率，以提高价值

创造能力。数字技术对构建和拓展价值网发挥着重要作用。第一，企业以数字技术为依托构建价值网。信

息化改造为企业提供了专业的信息化管理支持，可以提升成员之间的信息流通、查询效率，提供了企业与

其他成员协作的基础条件，实现了企业间的信息交换和信息集成，这种有效的信息集成保障了稳定的合作

关系和高效的资源运转，从而形成价值网。第二，数字技术打破时空约束，形成纵向无边界的产业生态，

提升上下游企业之间的信息流通效率，使企业之间产生了非常多的弱联系，拓展了价值网的规模。弱联系

在价值网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宋志红等的研究表明，弱联系能为企业更多地获取显性知识，实现企业间利

用型的知识共享。①第三，数字技术的应用使企业具备一定的大数据管理和应用能力，对于优化价值网结

构和强化创新能力具有重要作用。李文莲和夏健明指出，企业依靠大数据可以开展外部关系网络和价值网

络的重构。②最后，数字技术中的物联网实现了信息和数据与设备、产品等物体的对接，为衔接价值网的

价值创造和价值获取活动提供了物理平台，将数字优势转化为产品的竞争优势，智能控制、智能识别等功

能也可以提高价值网络的运行效率。 

 （四）开发新的商业模式，增强企业的价值获取能力
数字经济时代下的新产业生态弱化了产业边界的概念，使制造业与其他产业之间的边界越来越模糊，

为其提供了吸纳其他产业元素，设计跨界商业模式的条件。在跨界的生态下，不同的产业、行业和思想文

化相互交织碰撞，使原本联系较弱的元素有机会组合在一起，产生新的火花。在跨界商业模式中，企业卖

给用户的不一定是实体产品，文化、网络应用和个性化服务都可以成为产品，这种多样性的商业模式更加

适应市场需求，可以有效提高企业的价值获取能力。

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成熟，除了电视、手机等电子产品外，汽车、服装等传统制造领域也得以建

数字技术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①宋志红、李常洪、李冬梅：《技术联盟网络与知识管理动机的匹配性−基于 1995−2011 年索尼公司的案例研究》，《科学学研究》

2013 年第 1 期。

②李文莲、夏健明：《基于“大数据”的商业模式创新》，《中国工业经济》2013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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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新的商业模式。以青岛酷特集团（原青岛红领集团）为例，该企业自主研发了 C2M（用户端到制造端）

服装在线定制平台，将消费者、设计者和制造商联结起来，实现了大规模定制化生产，由传统的西服制造

企业转型为平台型企业。消费者通过 C2M 平台输入自己的服装定制需求，平台根据存储的版型、款式、

原料等数据库进行大数据分析，智能化地设计出消费者的专属版型。在设计完成后，产品由与酷特合作且

经过改造的制造商生产，每件定制产品都有专属芯片，工位上的终端设备读取芯片数据，再由工人进行定

制生产。目前这种模式也开始向自行车、家具等领域扩散。新的商业模式不仅可以提高产品对用户需求的

适应能力，还可以通过精细化的分工将行业内的竞争关系转化为合作关系，提高企业自身和行业整体的价

值获取能力。 

三、数字技术赋能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任务
 

 （一）短期（到 2025 年）：完成信息化补课和数字化初步转型，为数字赋能建立基础
中国制造业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中小企业尤其是小型企业数量众多，致使制造业整体信息化和智能化水

平较低，限制了数字技术的赋能作用。数字赋能是通过信息、数据等资源的流动和交互而实现的，要更好

地发挥数字技术的赋能作用，需要企业搭载相关设备和软件的同时，还要有尽可能多的企业接入数字化的

产业生态系统，以保障生态内产业链的完整性。占中国企业数量 90% 的中小企业广泛分布在制造业产业链

的各个环节，如果它们无法参与，产业生态系统中就会出现效率低下甚至循环断裂的环节，数字技术的赋

能作用将大打折扣。但信息化和智能化改造需要大量资金投入，收益的回收期又较长，所以中小企业的改

造意愿很低。加之近年来传统制造业发展状态低迷，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大，中小企业的生存面临极其严峻

的形势，信息化改造更难列入企业短期的发展战略。

鉴此，短期内首先要解决中小企业的信息化和数字化改造问题，使中小企业具备一定的信息化基础。

可以利用数字服务企业的云端服务功能，帮助中小企业搭载低成本的基础性工业应用软件，实现信息化改

造，以打通用户与企业、上游与下游、产品与服务间的信息流，加快创新资源在线汇聚和业务数据集成共

享。目前，国内一些软件信息服务企业和互联网平台企业已经可以提供相应技术和服务。同时，推进行业

或区域内企业使用标准统一的软件系统，不仅可以解决人力、财务、仓储等不同系统之间数据无法集成的

问题，打破企业内部的信息孤岛，上下游企业的数据在云端汇集也打破了产业链之间的信息壁垒，为中期

打造数字赋能服务体系奠定基础。最后，要同步推进对企业硬件设备的信息化升级和配套信息化基础设施

的建设任务，以满足软件和系统的运行需求。 

 （二）中期（到 2030 年）：构建以工业互联网平台为核心依托的数字赋能服务体系
在完成短期目标任务后，多数企业已经完成了信息化补课和初步的数字化转型，但基础性的工业系统

软件和数字化设备对企业价值创造能力的提升效果有限，市场中依然缺乏个性化的数字赋能服务和更完善

的公共服务能力。中期阶段的主要任务是，以工业互联网平台为核心依托，在不同区域和行业领域中形成

一批应用多样、功能完备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完善数字赋能服务体系。工业互联网平台可以分为两种：一

种是公共基础性平台，主要提供标准化工业系统软件和行业信息服务功能，具有设备接入能力、大数据和

云支撑能力、强大的用户数量吸纳能力、软件集成能力等，但市场化属性较弱。该平台可以汇聚各个行业

的大量企业用户，具有更完备的上下游企业配置，通过聚集产业链上的数据信息，打破过去相对封闭的工

业格局，实现制造业全要素、全产业链和价值链的互连、解构和重构，更有效地发挥协同效应，最终实现

由企业内到企业外，由价值链到价值网，由传统工业系统到新产业生态的转变。另一种是行业应用性平

台，能够根据不同行业的特点和发展趋势分行业制定计划，从企业的实际问题出发明确企业需求，帮助企

业针对智能生产、个性化定制和延伸服务等应用场景提供场景解决方案并进行不断的迭代优化，直接提高

企业的硬实力。总的来看，由于制造业具有行业差异大、空间限制等特点，只靠公共基础性平台或行业应

用性平台都无法发挥完善的数字技术赋能作用，需要构建垄断式的公共基础性平台与竞争式的行业应用性

平台共存的服务体系，利用公共平台打造制造业新生态，同时发展一批成熟的应用性服务平台，进一步提

高制造业企业的硬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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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远期（到 2035 年）：打造“云·端”融合的数字赋能架构，实现数字赋能智能化
经过中期阶段的建设，多样性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基本可以为企业提供全面的数字化服务，帮助企业形

成由终端设备采集获取数据，上传到软件系统进行计算分析，再根据计算结果做出决策或对设备进行操作

的数字赋能架构。但这种架构整体智能化程度还比较低，各流程运行相对独立。而智能化的“云·端”

 （此处“端”指终端设备）融合体系架构则可以通过云端与终端的有机融合，结合智能化设备，实现架构

各部分实时、准确、安全、高效的运行。“云·端”融合架构以《工业互联网平台白皮书（2017）》中提

出的工业互联网平台架构①为基础进行完善和扩充，具体可划分为基础设施层、智能终端层、数据处理

层、智能服务层、工业应用层和网络互联系统 6 个部分（见图 2）。其中基础设施层指生产环境和条件，

包括生产所需的各种基础性实体（如车间、设备等）和网络基础设施；智能终端层包括对设备进行感知、

数据采集、控制等操作的各种智能设备，是基础设备与云端的媒介；数据处理和智能服务层属于云端功

能，主要负责对数据进行储存、清洗、计算、分析，再依据计算分析结果产生决策或控制信息，实时反馈

到智能终端并执行；工业应用层则是根据不同应用场景的需求，将某些功能软件化，满足个性化需求。为

了满足上述各项功能，支持实现大规模工业实体与云端的高效互联和海量工业数据的汇聚处理，还需要配

备统一标识体系、通用的通信协议标准和接口，以及高速安全传输速度的网络互联系统的支持。
 
 

工业应用层

智能服务层

数据处理器

智能终端层

基础设施层

网络
互联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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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操作信息，并获取操

作结果反馈信息

数据的存储、清洗、
计算、分析

感知设备、采集
数据、执行智能

服务层的反馈信息

图 2    “云·端”融合智能化数字赋能体系架构
 

 （四）全过程：着力提高数字产业基础能力，持续建设数字赋能支持体系
在数字赋能的过程中，应当始终将提高数字产业基础能力和创新能力，以及建设和完善网络、安全系

统作为重点任务，为数字赋能提供坚实的支撑体系。首先，要加快突破信息通信领域的核心技术瓶颈，聚

焦集成电路、工业软件、大数据、智能制造等重点领域，补齐产业核心技术短板。其次，要强化基础研

究，补齐产业链条中基础零部件、基础材料、基础工业、基础技术等基础能力短板，支持产业链上下游加

强技术合作攻关，增强产业链韧性。最后，要深化数字技术开放合作，加强在数字技术、标准、人才和平

台等领域，与相关国际组织、产业联盟和科研机构的战略合作，推广数字技术相关规则、标准和共识，共

享发展机遇。

在支持体系方面，重点是建设和完善网络、安全系统。网络系统是数字技术的基础，数字技术赋能下

的制造业实体规模大、网络异构性强、应用类型多样，产业链上下游各环节的深度互联、工业数据的采集

流动集成等都需要高带宽、低时延网络环境的支撑。网络系统以互联网通信技术为基础进行构建，目前应

用较为广泛的有低功耗广域网技术 LoRa 和 NB-IoT，中国相对领先的 5G 技术具有千亿级连接数、1 ms 内

延迟和 10 Gbps 带宽等突出优势。在未来一段时期内，网络系统的建设工作应以进一步突破 5G 技术，降

低 5G 建设和应用成本为重点，同时推进 5G 基站及其配套设施的建设工作，尽快为工业互联网提供低延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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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工业互联网产业联盟：《工业互联网平台白皮书（2017）》，2018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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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可靠的通信网络。安全系统是数字技术安全平稳应用的保障，随着大量的生产设备、软件系统、服务器

等接入公共网络，各种安全风险也相应产生。安全系统主要包括设备安全、数据安全和网络安全 3 个方

面。在设备方面，应建立检测和控制系统，当其接入互联网时需对设备、设备运行程序和设备使用者信息

进行检测和控制，确保设备安全；在数据方面，应建立相应的数据加密和备份系统，对企业内部重要的生

产管理数据、设备操作运行数据、用户数据和云端数据等进行加密和备份；在网络方面，主要是建立预

警、保护和监测系统，及时监测入侵行为，进行有效预警，防止外部的攻击和入侵，保护企业内外部、用

户、公共空间等各方面的网络安全。 

四、对策建议
 

 （一）建立健全知识产权保护与服务体系
研发和创新是企业价值创造最重要的途径之一。在互联网时代下，侵犯知识产权的难度和成本有所降

低，不够健全的产权制度很难保障创新者的价值获取，使创新者的收益减少，打击企业的创新积极性。这

种恶性循环一旦形成，企业对创新研发的重视程度和资金投入就会大大减少。所以，建立一套健全的知识

产权保护与服务体系对于促进数字技术以及制造业自身的高质量发展都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目前中国知识

产权保护还存在一些问题亟待解决：一是企业自身的产权保护意识、专业知识和相关人才十分匮乏；二是

就新出现的网络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保护机制还不完善；三是地方性法规和政策体系需进一步完善，针对

中小企业的地方性知识产权综合服务机制不健全；最后，中小企业的知识产权应用转化能力普遍较低，使

企业缺乏申请产权保护和进一步投入创新的动力，难以建立有效的良性循环。

要解决上述几个问题，一要做好对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专业知识普及，定期组织开展产权保护知识培

训，促使企业建立足够的产权保护意识；二要构建规范的网络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在国家法律法规和地方

规则制度层面进一步完善的同时，尽快健全知识产权联合征信体系，将网络侵权行为纳入社会诚信系统，

并对实施侵权行为的个人或企业进行信息披露，防止网络成为侵犯知识产权的庇护所；三要完善相关的地

方法规和政策，强化产权保护，同时由于数字产业领域的特殊性，产权保护需要额外涉及经信等网络监管

部门以及网络公安等司法机关，应尽快制定跨部门协同工作机制，加强协同合作；四要建立当地的知识产

权综合服务平台，为企业和个人提供咨询、事前和事后的纠纷解决服务和法律援助；五要制定和落实科技

成果转化规章制度和激励机制，引导和鼓励中小企业将知识创新转化为应用产品。 

 （二）提高政策专业性和适用性，建立政府引导专项基金
首先，要解决政府部门和中小企业的专业性和认知问题，以保障政策制定的适用性。要加强专业培训

和宣传，通过专业知识的学习提高政府与企业领导人员的专业性，明确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紧迫性和数字

技术赋能的关键作用，使企业家和政府部门从思想上接受和认可数字赋能，避免出现政策制定不符合实

际，以及企业改造意愿过低，申请专项补贴后却用于其他方面等无效推广的情况。第二，在制定相应的补

贴和鼓励政策前，要充分调研当地中小企业的资金、生产现状、信用等相关信息，以解决企业当前最急

迫、最基础性的问题为导向，推广数字技术的应用，再结合企业实际情况给予适当的补贴和贷款援助，避

免出现节奏过快、资金不足、政策低效或过度浪费的情况。第三，要建立完整的专项资金监管机制、技术

指导和回访制度，保障资金在政府和企业两个层面的专项专用，同时，聘请专业技术人员在企业信息化改

造的前、中、后期给予专业性的建议和指导，避免出现软件系统不实用、不兼容、不会用的情况。

同时，在资金方面不能仅依靠政府补贴等财政手段，要通过设立政府专项引导基金等市场化手段解决

企业融资问题。中小企业是中国科技创新的一支重要力量，目前中国 65% 的专利、75% 的技术创新和

80% 的新产品开发都由中小企业完成①，但中小企业大多存在融资难、资金缺口大的问题。普通的创业投

资基金往往由于风险大、盈利周期长等问题不愿意向中小企业提供融资，而政府引导基金则是通过政府出

资或与社会资本共同出资成立，以财政补贴和引导社会资本共同投资到专项领域，在中小企业融资方面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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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杨晔、朱晨、谈毅：《技术创新与中小企业雇佣需求−基于员工技能结构的再审视》，《管理科学学报》2019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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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重要作用。对此，要建立完善的引导基金组织管理体系，实施专业化高效运作。设立基金管理委员会作

为最高决策机构，引入职业基金管理团队作为合伙人，并将决策与执行机构相分离，完善内部控制与外部

监督机制，从而确保基金运作的专业、公正、透明和高效。还要建立多条引导基金投入渠道，建立与创业

投资基金合作的联合投资机制，通过契约设计上的优惠政策，如政府放弃财政资金的部分投资收益作为独

立基金的收益补偿，充分调动社会资本的积极性。最后，虽然政府引导基金不以获取收益为最终目的，但

基金必须要在尊重市场运行机制的前提下，经过科学的分析和严谨的决策讨论而设立，同时要健全风险约

束机制，设置明确的投资前置条件和禁止的相关投资事宜，降低投资风险，尽量使基金总体收益水平处于

稳定状态。 

 （三）建立有效的高校和科研机构成果转化机制
高校和科研机构是中国创新研发的主力军，尤其是在大数据、人工智能、云等数字技术方面，突破数

字技术的核心技术瓶颈离不开它们的科研创新，但中国一直存在高校和科研机构成果转化率低的问题，使

许多科研成果无法及时投入使用，难以进入市场获取商业回报。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的《2018 年中国

专利调查报告》，2018 年，中国企业的有效专利实施率为 63.2%，而高校和科研单位则分别为 12.3% 和

30.6%；有效专利产业化率方面，企业为 46%，高校和科研单位分别为 2.7% 和 8.9%；约有 76% 的高校都

存在无法及时将有市场应用价值的科研成果进行市场转化的问题。①因此，建立有效的科研机构成果转化

机制，释放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创新潜力，对于提升数字产业和制造业整体的创新水平与发展质量，尽快突

破核心技术瓶颈，具有重要意义。

一要对科研机构工作人员的考核评价和管理体系进行改革。将科研成果转化的指标适当纳入，提高科

研人员转化成果积极性的同时，可以引导科研工作更多围绕实际应用和市场需求方向进行。在管理方面，

进一步优化科研人员个人与机构之间的成果转化收益分配机制，放宽科研人员参加市场活动的限制，以释

放积极性。二要打造有利于科研成果转化的市场环境和配套条件。建立专业化的科研成果转化交易平台，

为交易双方提供包括成果评估、专业咨询在内的综合服务。以交易平台为核心，建立完善、规范的科研成

果交易规则，强化监督管理和失信惩戒制度，为成果拥有者提供保护的同时，也进一步提高科研成果信息

的透明度。 

 （四）协调好通用目的技术支持政策与反垄断政策的关系
政府应该一定程度上为重要初创技术的应用和后续开发提供多方面的支持和保护，尤其是针对通用目

的技术。数字技术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需要芯片、智能感知、云、大数据等多领域核心技术的突破，其

中信息通信、基础材料、人工智能技术集合等通用目的技术作为数字技术的底层技术扮演着重要角色。通

用目的技术的发展十分依赖于技术市场竞争的保护，充分的竞争可以为技术发展提供活跃的土壤，但通用

目的技术往往具有战略属性，一味地实施反垄断管制而忽略引导，很难保证技术管控。一些通用目的技术

在短时间内很难实现商业化，甚至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无法明确技术的商业化应用方向，需要长久的后

续开发才能发挥作用。这导致个人或以企业为载体的创新者在应对上下游利益协调和价值获取分配方面处

于较大的劣势地位，不仅会打击创新者的积极性，而且由于价值获取问题，后续研发的投入也变得十分困

难。对此，一方面要注重保护和支持，对于商业化难度大或短期内无法商业化应用，但战略意义重要的通

用目的技术，政府可以对其后续研发给予必要的支持，特别是针对中小型初创企业等资产能力不强的对

象。另一方面要针对通用目的技术制定灵活的反垄断政策，对于试图进行纵向兼并以控制整个产业链的高

技术企业要实施严格的反垄断管制，同时可以允许一定范围内的横向兼并行为，以形成更强的技术创新合

力，提高创新效率。

〔本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科登峰战略”产业经济学优势学科建设项目的研究成果〕

 （责任编辑：沈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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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2018 年中国专利调查报告》，20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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