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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我国正处于科技革命带动产业深入变革的时期，科技创新已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一

生产力。近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科技创新水平显著提升，在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绿色低

碳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面向未来，我国企业缺乏自主创新能力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因此，必

须进一步加强企业创新体系建设，充分发挥数字化技术对企业创新能力提升的赋能作用，推动企业加快

绿色技术创新。本文分析了我国发展数字化绿色化的必要性和数字化对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优势，最

后通过分析数字化驱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存在的问题，为企业利用数字化促进绿色技术创新提供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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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our country is in a period of profound transformation, driven by the science and tech-
nology revolutio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has become the primary productive force 
propelling our country’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recent years, China’s economy, soci-
ety, science,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have been greatly improved, and numerous important 
achievements have been made in the new generation of IT, high-end equipment, and green and low-
carbon technologies. Facing the future, the lack of independent innovation capability among Chi-
nese enterprises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prominent. Therefore, it is imperative to further strengt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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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struction of enterprise innovation systems, make full use of digital technology to enhance en-
terprises’ innovative capabilities, and encourage enterprises to accelerate green technology inno-
vation.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necessity of Chinese digital green technology and the advantages of 
digital technology for enterprises’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Finally, it provides suggestions for 
enterprises to promote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by examining the existing issues surrounding 
digitalization driving enterprises'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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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绿色技术创新作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手段，对于推动高质量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随着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能源结构优化，绿色技术创新已成为经济发展新动

能、新业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与此同时，我国企业绿色技术创新面临着一些问题，这会制约我国企业

绿色技术创新的发展。因此，深入分析和研究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探讨数字化赋能

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路径，对于提升我国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2. 发展数字化绿色化的意义 

现代工业体系是一个现代化国家的物质和技术基础，要以实体经济为核心，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当前，世界范围内的产业格局与布局都呈现出数字化、绿色化的趋势，数字化技术已完全与经济社会发

展相融合，成为推动产业绿色、低碳转型的关键力量，同时，随着行业绿色化发展带来的实际需求，也

为数字经济的参与提供了更多的应用场景。因此，要加速数字化、绿色化的发展，抓住人工智能等新的

科技革命的潮流，顺应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的需求，在有强大的支撑能力的同时，构建一个完整、先进、

安全的现代工业体系。 
以数字化和绿色化为核心的现代产业体系，是新发展格局的内在要求。数字化绿色化是促进我国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一项至关重要的举措，能够促进各行业的绿色低碳化发展，加速绿色动能的释放，在产

业数字绿色领域，开展关键技术的研究攻关，保证产业链供应链的持续性、弹性和稳定性得到提高，促

进产业系统质量、效率和动力的转型。 
构建以数字化和绿色化为核心的现代产业体系，是抓住新一轮技术和产业革命的契机，以赢得未来

发展的先机。在全球绿色化转型和数字化加速的背景下，我国亟需将新兴技术与绿色低碳产业进行深度

融合，充分学习全球数字和绿色科技创新生产要素，加快产业数字化绿色化转型，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

设赢得战略主动[1]。 
构建以数字化和绿色化为核心的现代工业体系，是适应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加快绿色智慧的数字生

态文明建设的迫切需要。研究结果显示，数字转型对中国工业系统具有多方面的促进作用，如规模、效

率、整合效果等，而“数绿融合”机制，将有助于中国深度推广数字化技术，建设“绿色智慧”的生态文

明，构建智慧生态、减碳减排、共同富裕为一体的现代产业体系，使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得到更

好的满足[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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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发展数字化绿色化的路径 

目前，我国已进入数字化、绿色化的发展阶段，但还存在着不均衡和不充分的问题。为此，必须加

强“双化”，推动现代工业体系的发展，使之达到新的水平。 
完善顶层设计，理顺体制机制，明确“制度”，实现数字生态化。统筹协调“双化”的方向、领域和

重点，联动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前瞻谋划“双化”的载体和政策，并探索一套行之有效的数字化、绿色

转型的经验示范和推广机制。以打造国家数据要素统一大市场为目标，加强数据的规范化和规范性，明

确数据的产权制度，打破数据围墙，打通数据壁垒，为保证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高效融合打下坚实的制度

基础。 
打牢新基础，提升数字绿色“载体”。加强数字基础设施的流通连通与信息共享，构建数字软硬件

生态体系，为现代化产业体系打下坚实的基础。通过数字孪生、互联网公共服务平台等手段，实现数字

化的节能减碳，同时提高基础设施的能效和可再生能源的利用率，加快构建电子废弃物和其他废弃物的

绿色循环再利用产业链，切实解决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的能耗高、碳排放高、后处理繁琐的“绿色

困境”[3]。加快“东数西算”等重大项目建设，在能源储量丰富、气候适宜的地区开展数字化基础设施

建设，使“自然—科技”减排有机融合，增效。 
为实现数字生态化“要素”的激活，疏通资源的流通配流。拓宽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等多

种要素的渠道，以绿色技术创新和数字技术创新相结合的方式，推动产业的数字化生态转变。提高链条

的连接韧性，增强数字“组织”的绿色化。充分利用平台企业的优势，推动跨行业的产业互联网平台的

建设，在多领域开展实际应用，提升产业链的协同效率和集成度。在此基础上，将产业链上、下游企业

吸纳进来，推动数字化、绿色化共创。培育具有自主可控的生态链主体企业，推动构建网络化研发、柔

性生产“双化”的产业组织系统，通过固链补链等手段，提高产业的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的韧性[4]。 
优化各地区的功能布局，实现“空间”的数字化和绿色化。发挥产业数字化、绿色化的就近效应和

生态聚集效益，在“点”上形成集约集群，节能减排。抓住数字技术的高渗透率和高流动性的特点，利用

数字园区、数据飞地、产业联盟等打破区域市场壁垒，推动统一大市场的建设，重新构建区域绿色产业

链的“线”。构建区域性“产业大脑”、“产业地图”等数智化平台，实时监控、动态更新、跨领域共享

产业数字化绿色资源，促进“面”上的产业供需信息高效匹配与对接，形成“面”上的“点”[5]。按照

县域主体功能定位，通过“点–线–面”的空间布局，形成优势互补、功能协调的工业系统。 

4. 数字化对于绿色技术创新的优势 

4.1. 加速企业信息传播 

通过对新知识和新技能的持续学习，可以有效地提高创造性活动的有效性。数字化技术的出现，极

大地减少了信息拷贝与扩散的成本，突破了时空的限制，使企业信息化的规模不断扩大。随着企业信息

化进程的加快，企业对各种信息的识别与获取能力也越来越强。在此基础上，本项目将突破企业绿色技

术创新的门槛，实现绿色技术创新、知识积累和能力提升。借助数字化互联网平台，企业既能推动绿色

技术创新自主发展，又能实现由单一的“原子”过程向“协同”转变，形成“解决问题”、“参与创新”

和“互动”的绿色技术创新组织网络[6]。 
另一方面，数字化对绿色科技创新具有重要意义，它能加快企业间的信息传递，缩短企业与其它企

业间的信息鸿沟。基于区块链 + 生产机理的数字化，可以帮助消费者更好地理解商品的制造流程，区分

绿色与不绿色，促进绿色消费。众多的经验证据显示，企业的创新行为能够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从而

吸引更多的企业参与[7]。数字化信息扩散加快了企业之间的绿色创新网络建设与生成，推动绿色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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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推动产业绿色生产，构筑可持续的绿色竞争优势。 

4.2. 优化资源合理配置 

企业的绿色科技创新主要包括创意训练、研发设计、中试试验和规模化生产四个阶段。“绿色设计”

是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先导。“环保第一，科技经济第一，智能数字化”是“绿色设计阶段”的核心思

想。数字化智能设计专注于资源的节约和综合利用，调动可供企业使用的生产和销售数据、原材料、工

艺和技术参数，从生产工艺设计、产品使用、回收等完整的工艺流程到数字化特定的可控绿色设计[8]。 
在整个绿色技术创新过程中，企业可以通过与外部网络平台相结合的方式来获取内部数据，整合各

生产要素，促进绿色技术创新范式的转变，优化资源配置，减少不必要的消耗。在制造业中，原材料、零

件和包装材料的使用导致大量的能源和资源浪费。另一方面，随着人口增长和人均 GDP 的提高，能源需

求也在增加。因此，企业必须找到减少资源浪费的方法，以实现可持续发展。数字化可以使企业与客户

和供应商更好地沟通和互动[9]。企业可以使用数字工具来跟踪生产过程中所有环节的数据并进行分析，

利用数据来优化流程、减少浪费、提高效率和生产力。 

5. 数字化推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问题 

5.1. 数字化意识不够深入 

当前，许多企业，特别是中小规模的企业，对于绿色科技创新的数字化理解仍然处于起步阶段。虽

然企业也有一定程度的数字化改造，但其主要还是停留于数据化、信息化和智能化阶段。在“数据–信

息–知识–理解–智力”这五个层次的结构中，数字意识尚未被完全融入其中[10]。从这个意义上讲，企

业数字化转型仍然处于起步阶段，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数字化转型。换句话说，推动企业向数字化方向

转型的技术主要还是集中在“数据”的功能和知识的获取上。企业数字化转型必须从重视数字开始，而

不是从纯数据开始。 
数字化的方法主要是为了帮助用户更好地理解企业在绿色科技创新和生产流程的描述性分析方面的

进展。企业对这些数字化手段缺乏足够重视并加以应用。以中小规模的企业为研究对象，其管理层在实

施新的电子商务策略之前，已经意识到了数字化的核心价值[11]。他们希望通过使用数字技术来提高管理

效能，并使之更加智能化。然而，基于电子商务的框架，如何在数字信息平台上为决策提供辅助，目前

仍然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研究领域。 

5.2. 应用体系不够全面 

数字绿色技术创新体系的不完善应用主要源于其应用场景的单一性和扁平化特点。由于主要应用对

象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集成到绿色项目开发中的数字应用程序范围相对有限，具有排他性。这些数字

应用主要用于销售和用户数据分析，而在技术研发方面并没有明确的应用场景。绿色创新的环境还需要

进一步改善。数字技术的应用范围相对有限，部分企业的数据分析已被融合到其他非专业领域中。很多

公司都没有充分理解数据对于创新过程的作用，没有把它作为一个重要工具来使用。公司在数据处理方

面的专业知识匮乏，对数据指标的理解不足，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一个障碍，使得公司难以有效地运用

数字技术来推动绿色技术的创新[12]。 
同时，由于企业数据的不完整性，大多数的原始研发数据并不会被自动收集，尤其是那些没有及时

更新的生产和库存数据，这会导致客观数据的丢失和数据积累的限制。公司在获取新数据时往往花费大

量资金去购买相关的软件、硬件设备等来进行开发，这些投资通常无法收回。手工采集的信息可能会受

到数据采集过程中的主观偏见所干扰。由于企业没有足够的资源来收集大量的数据资料，因此，在实际

https://doi.org/10.12677/mm.2024.1410325


吴尚 
 

 

DOI: 10.12677/mm.2024.1410325 2747 现代管理 
 

工作中，企业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去寻找合适的数据源。如果公司不愿意投入时间和努力去收集数据，

这也可能会导致数据的离散化[13]。 

5.3. 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不够完善 

数字基础不仅是数字化进程的核心支柱，还揭示了不同学科之间的信息交流和联系。随着社会经济

和科学技术水平不断提高，人类对环境问题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入，绿色科技已成为当今时代最热门的话

题之一，而数字基础正是推动绿色科技快速进步的重要基石。一个健全的数字化基础设施是企业实现绿

色科技创新用能数字化的关键前提。通过对数字化技术体系构成要素及特点进行分析，结合具体案例介

绍了不同层级数字基础结构的功能与作用机制。先进的数字架构有助于实现高效、实时和安全的数字通

讯。因此必须对现有数字基础设施进行升级改造。在确保安全与稳定的基础上，我们需要进一步提升数

字化基础设施的建设质量[14]。 
如何保障数字基础平台中数据的保密性，已成为数字化时代信息安全领域最重要也最为棘手的难题

之一。现在，有很多问题与企业的隐私侵犯、信息的垄断以及滥用有关。企业需要建立完善的内部通讯

网络以保障自己的数据安全。对企业而言，仅仅依赖外部的通信网络是不足够的。企业需要建立一套自

己的内部通讯网络体系。为了构建一个稳健的内部通信网络，我们需要更多的资金、技术和人员支持。

在未来的几年里，我们要把重点放在建立数字化基础设施上，并将这一工作作为公司战略发展的一部分

来抓。数字化基础设施被视为一种关键的公共资源，对其进行高效管理是至关重要的。然而，对其进行

进一步的完善可能会使企业运营面临更大的挑战，这也可能导致数字化基础设施的不足。 

6. 企业利用数字化促进绿色技术创新的建议 

6.1. 加强对于大数据的应用 

对于企业来说，数字化成为推进绿色科技发展的关键路径。基于大数据技术的分析发现，绿色科技

的研发过程与商业模式存在紧密关联。基于 DIKW 框架，我们对原始数据进行了精细化处理，提炼出关

键信息，加强了学习机制，并成功地将其融合进商业智能系统中。通过构建面向产品生命周期的知识体

系，使数据成为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的资源基础。这种方式改变了以生产者为核心的创新策略，并带

来了一个旨在共同创造环境保护和绿色价值的开放生态网络的效果。基于该理论模型构建绿色技术研究

平台，开发了绿色设计系统、绿色制造系统以及绿色供应链管理系统等三个原型系统[15]。数字技术的应

用已经达到了“智能化”的功能层次，基于这一点该项目的研究成果将为企业在绿色技术创新方面提供

实用和有效的优化解决方案。 

6.2. 构建企业绿色行为数据中心 

在数字化的时代背景下，企业在绿色技术方面的具体创新活动已经逐渐转向数据存储和收集，从而

催生了数据中心的绿色行动模式。企业通过构建自己的数据中心，并利用其对环境的影响来进行绿色技

术创新活动。互联网已经迅速转变为一个开放性的平台，这使得政府的相关部门能够实时掌握企业在绿

色技术创新方面的最新动态和监管评估的有效性。数据中心的设立将有助于企业对其研发活动进行全面

管理，并通过绿色认证体系确保产品或服务符合环境要求。绿色企业行为数据中心的成立逐渐确保了绿

色技术创新的可见性和可追溯性，这使得企业有机会以适当的价格获得绿色贷款和捐款。通过提供信息

服务和技术支持等手段，帮助其掌握绿色技术发展动向，协助他们接触到其他种类的金融服务。绿色数

据中心还将促进信息共享，通过大数据分析技术来分析影响绿色创新活动的关键因素[16]。绿色移动数据

中心在促进绿色创新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其建设不仅能有效地缓解能源压力和环境污染问题，而且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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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于推动社会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6.3. 加强绿色专利研发和应用 

绿色企业的创新绩效可以通过绿色研发专利的数量和质量这两个关键指标来衡量。绿色技术研发的

特点决定了其需要通过第三方中介机构进行交易。鉴于绿色技术创新所带来的高额成本和研发上的风险，

许多企业倾向于与大学、研究机构以及其他领域进行合作。因此，构建了一个基于数字信息交易的绿色

研发平台，该平台通过互联网将研发机构和绿色消费者联系在一起，并实现绿色技术的共享和转让。企

业有能力在线创建数字信息交易平台，而研发机构则可以借助企业所提供的个人数据，为绿色消费者指

明绿色市场的研发方向。通过这些途径，企业和研发机构可以在不增加额外投入的情况下提高绿色产品

的产量和质量。研究和开发机构有能力为绿色创新贡献专业知识和基础设备，从而减少绿色企业在技术

创新方面所面临的风险，同时，这些公司也能迅速地获取和应用新的绿色专利。 

7. 结论 

我们要坚定不移地以实体经济为中心，推进“制造强国”和“数字中国”的建设，推动我国制造业向

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迈进。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并得到广泛运用，改变了全球产业链与供应

链，智能标准化制造、自动化制造等新的制造模式正逐渐取代传统制造模式。数字化转型是实现产业链

供应链高效协同、资源优化配置、促进制造业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也是促进国家高质量发

展的一个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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