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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云计算、移动计算、数据分析”等新兴信息技术的推动下，将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有机整合，推动

制造业产业链实现数字化升级，成为辽宁省制造业产业链重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首先分析了辽宁省

制造业产业链的发展现状，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总体取得一定成就，但仍存在信息共享性低，要素投

入不足，产业结构失调等问题，紧接着从数字集成平台加速信息共享、智能制造模式提高创新水平、数

字信息技术缩减产能差异三方面论证数智赋能辽宁省制造业产业链优化升级的重要意义，最后针对辽宁

省制造业现存问题提出合理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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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riven by new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such as “cloud computing, mobile computing and data 
analysis”, the organic integration of the real economy and the digital economy has promoted the 
digital upgrading of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chain and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recon-
struction of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chain in Liaoning Province. This paper first analyze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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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status of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chain in Liaoning Province. The digital trans-
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has made some achievements in general, 
but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such as low information sharing, insufficient factor input and in-
dustrial structure imbalance. Then, the digital integration platform accelerates information shar-
ing.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mode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innovation, digital information tech-
nology to reduce the difference in production capacity three aspects of the demonstration of digi-
tal intelligence to enable Liaoning provinc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chain optimization and up-
grading of the significance, and finally put forward reasonabl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existing problems of Liaoning provinc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Keywords 
Liaoning Provinc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dustrial Chain, Digital Reconstruction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前言 

制造业产业链是基于制造业产业分工形成的产业各节点间紧密关联和协同的链网式形态，通过上下

游的纵向关系和相同或相似分工带来的相互补充的横向关系，实现价值创造和转移。目前，全球正处于

风险与机会并存、变革与发展相融的时代，国际形势正经历深刻复杂的变化，产业链掌控力变得尤为重

要，越发成为各国竞争的关键焦点。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指出，要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现代化水平，

积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数字化发展步伐，建设制造强国。 
“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产业链现代化，加快数字

化发展，协同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转型，建设数字中国。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坚持以推动高质

量发展为主题，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支持专精特新企业发展，推动制造业

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

数字中国。制造业产业链现代化在高效提升生产效率的同时，也放大了风险传导“牵一发动全身”的蝴

蝶效应[1]，国与国之间的经济竞争也因此从以产品竞争为主演变为以产业链竞争为主[2]，制造业产业链

数字化已成为新发展格局的重点领域，持续推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2. 辽宁省制造业产业链发展现状 

2023 年，辽宁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6.3%，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 8.8%。辽宁实施全面振兴新突破三

年行动以来，坚持以科技创新促进产业升级，在多个领域实现跨越式发展。通过深化大数据、人工智能

等研发应用，加快工业互联网规模化应用，推进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为制造业转型升级赋能，强

化“数字化”赋能。如图 1 所示，通过深化“5G + 工业互联网”应用，推进 5G 轻量化等新技术应用，

加快工业互联网平台体系建设，省级工业互联网平台达到 100 个，实现产业链上中下游全链条数字化转

型升级。2023 年，辽宁实施制造业创新中心提能工程，围绕新能源、精细化工等重点领域，建设一批制

造业创新中心，攻克解决制约产业发展的关键共性技术，转化推广先进适用技术和标准，培养造就技术

创新领军人才，建设发展一批产业关键共性技术研发应用基地。尽管辽宁省制造业产业链实现数字化已

经初具成效，但仍存在一系列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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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The entir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chain in Liaoning Province 
图 1. 辽宁省制造业产业链全链条 

2.1. 数字化程度低，信息共享受阻 

虽然辽宁省制造业的基础设施建设已有一定规模，但数字核心技术领域与发达地区相比仍有一定差

距，就目前发展来看，有效数据缺乏已经成为制约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重要因素。大多数企业存在

信息化程度低的问题，导致信息共享性较低，各企业间的信息交流频率较低。同时，制造企业层级数据

化、智能化连通存在阻碍，各技术层级之间出现数据断联现象，很难切实交换有效信息，增生信息壁垒。

同时，辽宁省的制造业面临产业链断裂和数据信息化不足的问题，在数字化和协同化运营方面缺乏领头

企业的推动，导致企业间的协同化出现问题，数据不能及时被充分利用。在产业链数字化进程中，制造

业首先面临着数据标准不一致的问题，不同制造企业使用各种不同的生产设备，而这些设备的应用场景

非常复杂，数据标准不统一，其自身价值被大大降低，导致数据无法实现互联互通。其次，企业在数据

安全保障方面还需进一步加强。相对于消费数据，工业数据的安全性要求更高，涉及到企业的生产设备、

管理运营等关键信息。一旦发生泄露或篡改，将带来严重的安全风险。 

2.2. 要素投入不足，制约创新能力 

产业链的要素资源投入是指投资于整个产业链运行过程中的财力、人力、物力等生产要素[3]。本文

选取固定资产投资额和从业人员数为产业链要素投入的衡量指标，叶飞文(2004)在《要素投入与中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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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中认为，经济增长主要归因于要素投入的增加[4]。这表明要素投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产业链

制造水平，进而推动经济发展，认为要素投入对于经济增长呈现正相关关系。选取 2013~2022 年辽宁省

统计年鉴中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和制造业就业人数的数据，从图 2 可以看出辽宁省制造业整体要

素投入水平较低，尤其自 2019 年以来，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恒定为负值，就业人数稳定在 170 万人左

右，无较大波动，产业链要素投入与其现代化程度呈现出负相关关系，反映了辽宁省对于制造业的固定

资产方面与人力方面投入较少。目前，辽宁省大部分制造业企业目前的创新模式主要还是引进、消化、

吸收模式，对先进技术和产品的消化吸收能力较差[5]。辽宁省制造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面临多重挑战。

一方面，自主研发的关键技术和产品相对较少，产业缺乏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辽宁省在科技创新人

才方面存在规模与结构上的短板，科技创新研发经费投入的不足，严重制约了制造业的科技创新能力。

这些问题亟待解决，以推动辽宁省制造业产业链的现代化进程。 
 

 
Figure 2. Current status of input of manufacturing factors in Liaoning province 
图 2. 辽宁省制造业要素投入现状 

2.3. 产业结构失调，产能差异较大 

 
Figure 3. Difference in production capacity among the three provinces 
图 3. 三省产能差异图 

 
辽宁省数据统计局显示，2023 年度辽宁省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下降 6.4%，医药制造业同比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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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 9.3%，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下降 79.0%，汽车制造业增长 6.6%，石油、煤炭及其他燃

料加工业下降 54.6%。根据 2023 年全国各省工业产值排名，根据工业总产值将各省划分为三个梯队(根据

排名 1~10 为第一梯队，11~20 为第二梯队，21~31 为第三梯队)，分别选取位于第一梯队的江苏，第二梯

队的北京为观察对象，从图 3 可以发现辽宁省的产能与江苏省相差巨大，与北京的产能基本持平，而在

2020 年后，北京的工业产值较辽宁省投了较大幅度的增长，2018 年后，辽宁省的产能保持稳定，这主要

是因为辽宁省的传统制造业以资金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为基本特征，传统制造业产业结构固化，无法及

时应对需求规模的扩大和需求结构变化带来的影响，导致位于中低端产业链上的传统制造业会出现产能

过剩，而位于高端产业链上的制造业会出现产能不足的现象，严重制约辽宁省制造业产业链现代化的进

程。 

3. 数智赋能辽宁省制造业产业链优化升级 

3.1. 数字集成平台加速信息共享 

数字集成平台能够推动制造模式的多元化变革，促进产业链的优化升级。随着数字信息技术的不断

演进，不仅改变了传统制造业的产业链组织形式，还催生了消费者转变为消费商的新型制造模式和应用

集成平台[6]，并逐步在产业链中发挥主导作用。数字集成平台的应用保障了信息的充分扩散和传播，经

过优化的软件架构和信息系统，不仅促进了企业内部的横向与纵向整合，同时也满足了产业链研发、生

产、运输、销售等各环节对信息获取的即时性需求，避免信息滞后造成的曲棍球棒现象，制定出最佳的

产业链分工结果。同时，通过数字平台的建设，全链条信息吸引更多社会资源参与到制造业的生产中，

实现规模生产，推动供应链的升级。促进企业能够更加高效地进行信息共享，实时沟通和资源整合，这

使得企业在设计、生产、物流等各个环节更紧密地协同工作，不仅加速了产品的研发和上市过程，还降

低了运营风险，提高了整个产业链的协同效率。 

3.2. 智能制造模式提高创新水平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的发展助推了制造业产业链的智能化程度，智能制造模式有望成为制

造业生产模式的新领军者。智能制造模式是指利用智能生产系统生产智能产品并提供智能服务的模式[7]，
区别于传统的制造业模式，智能制造具备“人机一体”的特点，通过融合多种先进生产制造技术，能够

确保工序的精确控制，实现决策的智慧化，充分发挥新兴技术的优点，并不断对决策进行优化，兼具人

性化的特点，提供创新动力。同时，智能制造模式能够有效帮助企业实现技术突破，提升核心研发能力，

利用互联网平台实现各科研创新要素的融合，有效利用各智能制造配套资源，解决“核心技术卡脖子”

问题，提升制造业产业链的质量并保证效率，打破“价值链”低段陷阱，实现价值链的升级。智能制造

模式不仅能够促进产业链研发设计的协同化程度，还能实现设计方法与知识嵌入的协同化，提高设计方

案的准确性，优化研发设计流程，促进企业提高整体创新水平。 

3.3. 数字信息技术缩减产能差异 

新一代信息技术在产业经济活动中的赋能应用，在大幅提升产业经济活动效率的同时，也加速推动

了产业的数字化转型，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愈发成为企业的重要竞争力，新一代信息技术作用下企业的

数字化转型和生产技术的提高，使得传统劳动力的地位下降，知识、信息、创新等要素的地位上升且对

劳动力的互联网素质需求越来越高[8]。数字时代大背景下产业链的数字化变革推动了工业的变革升级，

其本质就是运用现代化数字信息技术，使位于供应链上的各个环节从信息收集、发送、传递、储存和反

馈构成了完整闭环，实现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深度融合和相互促进。产业链数字化转型提高了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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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链各环节的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企业间的竞争逐步由传统劳动力主导向数字化信息技术转变，而信

息技术的使用使得各中小型企业的产能差异被逐渐缩减，如图 4 所示，其可细分为三个阶段：信息数字

化、业务数字化、全面数字化转型[9]。 
 

 
Figure 4. Digital transformation path of industrial chain 
图 4. 产业链数字化转型路径 

4. 建议 

4.1. 完善数字化标准体系，保障信息共享 

针对制造业产业链数字化改造过程中遇到的技术标准不统一、系统平台与设备接口标准各异，导致

各企业间互联互通难度大的实际问题[10]，首先需要政府的积极介入和作为：强化政府在制造业数字化转

型中的顶层设计，制定详细且切实可行的转型规划。这一规划不仅要关注国家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等

核心领域的数字化应用体系标准构建，还需给予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充分的政策支持。第二，各企业应积

极鼓励和支持第三方机构在数字化产业标准体系方面的持续完善工作，推动平台监测分析体系的不断完

善，提升核心算法能力，推进工业数据、知识图谱与智能算法的创新应用[11]。完善设备级、企业级、产

业链级等各个层面的解决方案，为中小企业提供更为灵活多样的服务。最后，加强对数据安全的重视程

度，政府应加快进程出台保护数据安全的法律政策，为各企业数字化进程提供法律保障，确保数字信息

安全，促进制造业优化升级；企业要保障数据库的安全性，通过引进新兴技术对信息的采集处理分析等

环节实现实时监控，确保在合理合法利用消费者信息的前提下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进程，同时，重视并加

强消费者信息安全的保护工作，构建更为全面和高效的数字安全管理体系，更好地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

益。 

4.2. 增加要素投入，提高创新能力 

为了更好的促进制造业发展，必须加大要素投入，优化投资布局，并着力提高创新能力。首先，推

动资本要素市场化配置，优化资金分配。借助金融创新工具，为关键产业链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确保

产业链的稳健发展。依托完善的金融体系，推动产业创新、人才培养以及产业链的升级，将科技与资本

要素通过优化后的资源配置方式高效融入产业链，充分发挥要素协同效能，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提升

产业链的整体价值与竞争力，为产业转型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11]。其次，整合创新资源显得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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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关键。政府需聚焦国内外，特别是先进制造业企业的创新资源，深入剖析其关键技术来源与合作模式，

厘清差距所在，明确辽宁省制造业产业链升级所需的资源，将其有效融入创新价值链，进一步加强产学

研合作。目前辽宁省高校、研究机构和企业在协同研究方面主要局限于知识交流，对市场需求的敏感度

不够，这直接影响了技术成果转化为产业应用的效果[9]。因此，高校和研究机构需要加强与企业的合作

深度，鼓励研究人员在技术研发过程中深入企业，实地了解生产实际，或与企业人员保持紧密沟通，确

保研发工作紧密围绕企业的实际需求进行，从而确保研发成果真正符合市场期待，提升技术成果的产业

化水平。 

4.3. 调整产业结构，缩减产能差距 

结构优化是适应生产要素条件变化、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在对辽宁省制造业发展现

状进行分析后可知辽宁制造业中资本密集型产业比重较高，而诸如高技术产业、先进制造业等技术密集

型产业发展缓慢[12]。为推动制造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快产业结构向中高端迈进。补齐并延长智能制

造产业链条。在全球价值链中升级产业能级，加强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上的国内外企业的协同合作，

组建产业联盟[13]，推进产业链整体水平提升。辽宁省制造业企业首先要转变发展理念，依托老工业基地

在汽车制造、化工生产、机器人研发等方面的基础优势，大力培育发展新能源汽车、新材料、人工智能

等新兴产业。同时，加强与广东、上海、江苏等先进地区的合作，引进高端制造技术与先进管理模式，

构建制造业竞争新优势，增加制造业产值，缩小与发达地区的产能差异。为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必须

调整能源结构，转变增长方式。在加强对绿色制造认识的基础上，企业应引进国内外先进的绿色制造技

术，结合实际情况进行消化吸收，并将其应用于产品开发、生产制造和售后服务等各个环节，形成独特

的绿色制造技术发展路径。加强技术人员的培训，普及绿色制造理念，通过综合施策改进传统制造模式，

实现真正的绿色制造。 

5. 小结 

为了加速辽宁省制造业产业链实现数字化转型升级，本文重点探讨了辽宁省制造业产业链发展现状，

尽管其转型升级已初具成效，但仍存在信息共享受阻、创新能力不足、产能差异较大等一系列问题。通

过论证数字信息技术在加速信息共享、提高创新水平、缩减产能差异等方面赋能制造业产业链实现优化

升级，并提出完善数字化标准体系，保障信息共享、增加要素投入，提高创新能力、调整产业结构，缩

减产能差距等具有针对性的建议，以期加速推进辽宁省制造业产业链实现数字化重构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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