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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正在改变全球制造业的格局。为探讨数字经济驱动制造业产业链升级的作用机制，

本文采用政策解析、文献梳理和逻辑推演等方法进行研究。首先分析制造业产业链升级中存在的数字要

素、技术要素、人才要素、产业结构等方面的问题，接着从强链、延链、补链、固链四个维度阐述了数

字经济驱动制造业产业链升级的作用机制，最后给出数字经济驱动制造业产业链升级的对策建议，为我

国制造业实现数字化转型、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参考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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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is changing the global manufacturing landscape.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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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e the mechanism of the digital economy driving the upgrading of the manufacturing indus-
try chain, this article adopts methods such as policy analysis, literature review, and logical deduc-
tion for research. Firstly, analyze the problems of digital elements, technological elements, talent 
elements,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in the upgrading of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chain. Then, 
elaborate on the mechanism of digital economy driving the upgrading of the manufacturing in-
dustry chain from four dimensions: strong chain, extended chain, supplementary chain, and fixed 
chain. Finally, provid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or digital economy driving the upgrad-
ing of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chain, providing reference and reference for China’s manufac-
turing industry to achiev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cultivate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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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随着世界经济格局和国际局势的不断发展，我国制造业产业链升级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

遇和挑战。制造业作为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主体，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份额，是实施数字经济的主战场。

党的二十大报告也指出，要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

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助力制造业产业链的优化转型。数字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对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方

式产生重大作用，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与人工智能等互联网新兴技术的广泛运用对提高经济效率、

促进经济增长产生持续的影响。明晰数字经济驱动制造业产业链升级的问题及对策，有利于促进新旧发

展动能转换，培养经济新增长点，推动中国制造业强本固基、提质增效，助力实现从工业大国向工业强

国的跨越。 

2. 制造业产业链发展的问题分析 

数字经济时代的兴起显著推动了我国数字经济规模的持续扩展。据《数字中国发展报告》显示，数

字经济成为稳增长促转型的重要引擎，2022 年，国家经济数字规模达 50.2 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

重为 41.5%，同比增长 10%。其中，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 15.4 万亿元，同比增长 5.5%；软件业

务收入达到 10.8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1.2%；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规模超 1.2 万亿元，同比增长 15.5%。

此外，报告还指出我国在网络和数字基础建设方面取得的卓越成就，例如国家开通 5G 基站 231.2 万个，

互联网普及率达 75.6%。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制造业仍处于国际分工和产业链的中低端，其产业链

升级转型仍面临数字要素、技术要素、人才要素、产业基础等诸多方面的难题。 

2.1. 数字要素障碍 

制造业产业链的数字要素障碍表现为数字化转型鸿沟，主要是由制造业行业差距较大，产业链中不

同类型、不同规模的制造业企业存在的个性化生产和差异化数字化发展水平所导致的[1]。从行业类型来

看，行业市场结构、行业禀赋等差异导致了数字化鸿沟的存在。例如建材、冶金等资源密集型行业的数

字化水平较低，而电子信息制造业等技术资本密集型行业的数字化水平则较高。从企业规模来看，大型

企业与中小型制造业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存在明显的差距。大型企业凭借其雄厚的资本和技术实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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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更快速、更全面地完成数字化转型，而中小型企业则可能因为资金、人力资源、技术、知识储备、企

业文化等种种限制而举步维艰。此外，当前国际经济形势复杂多变，中小企业更容易受到外部环境的冲

击，其发展面临着更大的不确定性和转型风险，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投资意愿，

不利于制造业数字化的普惠和深化。 

2.2. 技术要素障碍 

技术要素障碍主要表现为技术创新能力不足、技术创新意识薄弱、技术创新保护体系有待完善三个

方面[2]。在数字化和低碳化发展背景下，数字技术和绿色技术的创新尤为重要，但我国制造业仍处于大

而不强、创新能力薄弱、核心技术缺乏的困境中，关键产业发展所需要的核心零部件、材料、设备及工

艺受国外垄断威胁，高端芯片、工业软件等重大技术的研发受制于人，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关键技

术对外依赖严重。此外，由于国家法律制度缺乏对知识产权的严格保护，未形成完善的技术创新激励机

制体系，绝大多数企业不注重科技研发，技术创新意识薄弱，且在推动制造业技术创新的过程中，尚未

形成高校、科研院、企业等多方协调合作的高效沟通机制，产学研合作创新服务体系不完善，存在科技

成果转化率低、创新成果的共享程度低、专利技术与企业需求不匹配等难题。 

2.3. 人才要素障碍 

人才要素障碍表现为高端人才供需矛盾和人才虹吸效应[3]。一方面，随着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纵深

推进，对高端人才的需求不断增加。虽然我国在人才储备方面具备一定优势，但创新性、高技能人才占

比明显偏低，新兴战略产业领域、跨学科前沿领域的复合型数字人才仍有较大缺口，高端人才的供给局

势紧张，人才培养体系有待完善。另一方面，相对于制造业而言，以服务业为代表的新兴行业业态存在

轻资产、灵活性高、成长迅速等特征，更具人才竞争优势，对高端人才的吸引力度大，这不仅加大了制

造业人才引进的难度，甚至造成了制造业行业人才的流出，不利于实现人力资本积累的规模效应和溢出

效应。 

2.4. 产业结构障碍 

我国制造业产业结构中的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起步晚、发展缓慢，而传统产业占比高、发展体系

固化导致的产业结构弊端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严重阻碍[4]。首先，从产业基础来看，我国传统制造业产

业具有结构性、地区性生产过剩的不合理表现，还存在自身发展动能不足，拘泥于恶性竞争、低利润率

等固有弊端，不利于制造业转型升级。其次，从产品附加值来看，我国传统制造业大多为劳动密集型产

业，锁定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产品附加值低，难以实现低端制造业向高端制造业的跃迁[5]。最后，

从能源角度来看，传统制造业以高耗能、高污染的能源密集型产业居多，资源依赖程度高，资源利用效

率低，其粗放型的发展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的阻碍。 

3. 数字经济驱动制造业产业链发展的机制分析 

3.1. 强化制造业产业链韧性 

在面临以美国为代表的部分国家在经贸、科技等多个领域对我国实施“脱钩断链”，推动全球产业

链供应链重构的危机背景下，增强制造业产业链韧性以应对外部冲击和不确定对于提升经济安全水平至

关重要。随着互联网的蓬勃兴起与网络经济不断向制造业领域拓展，数字经济在制造业产业链韧性强化

的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6]。首先，数字化技术将推动制造业产业链的数字化转型，借助数字技术的网

络连接效应，通过引入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将生产、流通和消费等各种环节的信息要素

紧密联系在一起，实现供应链、流通链和消费链的数字化协调发展，提高产业链的风险抵御能力[7]。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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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基于数字经济的信息共享有助于推动更高水平、更高层次的产业链开放合作，打造专业化的链式产

业集群，推动产业内和产业间的合作与互联互通，增强我国制造业产业链对风险的抵御能力[8]。此外，

基于数据驱动的风险管理提高了制造业产业链的灵活性、安全性和韧性，有利于制造业企业通过数据分

析和预测对市场需求、供应链等因素进行评估和预测，及时制定风险应对策略，降低不确定因素对制造

业产业链的冲击。 

3.2. 延伸制造业产业链长度与宽度 

数字经济的崛起改变了产业链的组织形式，打破了地域空间对组织分工的限制，显著拓展了制造业

产业链的长度与宽度[9]。一方面，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促进了产业链的重新构建，催生共

享经济、虚拟经济、智能制造等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纵向延伸产业价值链[10]。另一方面，数字技

术的发展不仅破除信息壁垒，打破地域空间限制，完成制造业产业链上游与下游需求有效对接，推动了

制造业产业链的内部协同，还加快制造业与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的融合发展，促进了产业链的外部协

同，横向拓展了产业链宽度，实现制造业产业链价值赋能和最终产品价值升值[11]。 

3.3. 补齐制造业产业链绿色发展短板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快推动制造业绿色化发展的指导意见》中提出要加快

传统产业绿色低碳转型升级。数字经济与制造业产业链的深度融合有助于打造绿色低碳的制造业产业链，

补齐制造业绿色发展短板，推动制造业产业链向着更加环保、可持续的发展方向迈进，实现传统制造业

的绿色低碳转型[12]。其路径机制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数字经济发展为制造业生产端绿色发展

提供技术支撑[13]。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与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创新网络中的知识溢出和知识交换更加

便捷通畅，为制造业企业加快技术引进与创新提供助力，从而减少企业生产端对传统能源的依赖和消耗，

提高其绿色化生产水平，降低碳排放量。其次，数字经济的发展有利于推动制造业集群的形成，实现规

模化、集约化发展。通信技术、物联网、大数据等数字技术与制造业生产要素的深度融合，有利于摆脱

资源和信息在空间流动上的限制，实现全产业链的数字化转型，加强地区间的互动合作，形成良性运转

的产业集聚格局，推进制造业产业集约化发展。最后，数字经济有助于促进低碳发展理念的传播[14]。数

字技术的发展提升了信息交互的效率，拓宽了环节监督渠道，强化了企业环保责任意识，倒逼企业进行

绿色化转型。 

3.4. 巩固制造业产业链主体地位 

数字经济通过提高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制造业产业链的经济效率，巩固制造业产业链主体地位

[7]。第一，在数字革命背景下取得的高端数字技术成果正在融入与重塑制造业的全链条运作，实现研发、

生产、销售、运营、服务等环节的降本增效，为企业创新生产模式提供强大动力，为制造业产业链迈向

中高端引领方向。第二，数据要素与传统生产要素的深度融合，充分提高要素配置效率，提升制造业整

体生产率水平，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第三，数字经济与传统金融的融合促进了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

从而提高了信贷资金的可得性和便利性，降低了融资成本，有利于激励创新行为与改善创新绩效，深化

制造业创新发展。 

4. 数字经济驱动制造业产业链升级的对策建议 

4.1. 优化数字基础设施，加快数字要素贯通 

数字要素在促进制造业产业链升级转型过程中具有积极影响，且制造业数字转型是数字经济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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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立足点，因此各地区应不断扩大数字要素规模，持续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畅通数字要素流动渠

道。首先，应引导企业积极参与数据要素市场建设，加大对各类数据商和第三方专业服务机构的培育力

度，从而推动数字经济共建共享，不断培育壮大数据产业业态，扩大数字要素规模。其次，应通过优化

基础设施布局、结构、功能和系统集成，加快建设数据中心、数字平台、数字车间、灯塔工厂、工业互

联网、智慧园区等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数字基础设施，着力打造面向全产业链和产业生态的物联

网体系，持续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最后，为畅通数字要素流动渠道，应培育高标准数字平台，打造

领军型数字企业，完善一体化大数据共享交换体系，统一制造业数据口径，促进数据要素在制造业产业

链上下游企业间的顺畅流通，实现产业链各环节数据的互联互通，增强产业链韧性与安全性，实现供应

链、价值链、企业链与空间链的协同发展，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与高质量发展。 

4.2. 加快高端人才队伍建设，实现关键技术突破 

人才和技术是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支撑，只有不断扩大人才队伍建设规模，实现技术创新，才

能激发制造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潜能，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首先，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人才紧缺的

大背景下，优化复合型人才培养、高端人才引进与留用体系对于满足制造业企业的转型升级过程中的人

才需求至关重要。一方面，企业应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的人才培养体系，鼓励员工向交叉领域拓展，

培养多维度能力，提升信息化技能和数字化素养，为制造业产业链升级提供优质人才支撑。另一方面，

企业和政府应完善制造业领域内的高端人才引进体系，缓解人才流失。其次，突破“卡脖子”的关键核

心技术是制造业转型升级不可或缺的环节。一方面，企业作为技术创新的主体，不仅要发挥企业家精神，

提升自主研发能力，还要实现自身对科技创新链条的嵌入，强化与高校、研究机构的合作，构建产学研

紧密结合的协同创新体系。另一方面，政府作为技术创新的倡导者，应以产业链与创新链的相互依存、

共同演进为立足点和出发点，促进金融市场数字化发展、完善金融综合服务系统以为科技创新提供资金

支撑，打造高新技术制造业集聚示范区、搭建知识资源和技术共享的服务平台以摆脱科技创新的孤岛困

境。 

4.3. 深化数实融合，优化产业布局 

数字经济塑造了新的生产方式，并在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发展中带动制造业生产方式的变革，推动制

造业高质量发展，因此，应推动数字产业与制造业产业的融合发展，加快产业结构优化。一方面，以数

字技术和制造业产业融合应用为导向，加强分类指导、分业施策，不断鼓励制造业与信息技术企业、互

联网企业合作，打造智能化生产体系，提升产业链各环节的附加值，加快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

化、绿色化、服务化发展。另一方面，重点促进数字产业创新发展，推动算力、模型、数据等关键要素

创新突破，优化数字技术创新成果转化机制，加快数字产业与制造业产业协同集聚，从而不断提高产业

结构的合理性与产业链关键环节的竞争力。 

4.4. 营造良好市场环境，健全法制保障体系 

政府部门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与建立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是数字经济推动制造业产业链转型升

级的有力保障。首先，着力加快制造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进程，增强平台、算法、人才等有利于数字化

转型的公共服务的建设，降低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转型门槛与成本，促进数字技术全方位赋能改

造传统制造业产业。同时，加大政府各种专项资金投入，提高各项政策的实施精度，为制造业企业数字

化发展提供良好的市场环境。其次，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建立包括政府、平台企业、行业

龙头企业、行业协会、服务机构以及中小微企业在内的联合发展机制，健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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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政策体系，保障数据要素规范有序流通，强化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提升数字治理现代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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