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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供应链韧性与安全对实现我国“国内国际双循环”战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可以有效促进国内产业高

质量发展。产业创新是我国供应链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构建产业创新提升供应链韧性与安全的长

效机制，是社会经济现代化发展的关键。通过对产业创新提升供应链韧性与安全的内在机理及其效应进

行分析，结合供应链发展现状相关数据，构建促进供应链升级的技术、配置、结构三大长效机制，并提

出相应实现路径以及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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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upply chain resilience and security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realization of China’s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double cycle” strategy, which can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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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domestic industries. Industrial innovation is an important power source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
opment of China’s supply chai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long-term mechanism for industrial inno-
vation to enhance the resilience and security of the supply chain is the key to the moderniz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 economy. By analyzing the internal mechanism and its effect of industrial 
innovation to enhance supply chain resilience and security, and combining the data related to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supply chain development, we will construct three long-term mechanisms of 
technology, configuration and structure to promote supply chain upgrading, and put forward cor-
responding realization paths and countermeasure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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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前，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亚洲区域中心，形成以中、美、德为中心的新全球供需价值链格局。然而，

随着地缘政治因素的不断凸显，地缘政治影响日益明显，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稳定遭遇干扰，全球经济

格局迅速演变。在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和多变的政治背景下，提升供应链的韧性与安全性成为当前社会经

济发展的紧迫任务[1]。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

体系需要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水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通过创新驱动，推动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多元化发展，增强全产业链的竞争力，

提升供给体系的韧性。这将有助于构建一个更具创新活力、价值增值潜力更大、且运行安全可靠的全新供

应链体系，强调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深化基础研究，并集中力量提升产业链和供应链的韧性与安全水平。 
未来，中国供应链仍将长期受到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如芯片、光刻机、高端机床、医疗装备和 EDA

技术等仍存在“断链”的风险，部分供应链面临严峻挑战[2]。提升供应链韧性与安全是国内国际双循环

中实现供应链安全发展的重要内容。因此，本文旨在通过从产业创新的视角分析，揭示推动提升供应链

韧性与安全的内在机制，进而探寻在产业创新的引领下，如何构建提升供应链韧性与安全性的有效路径。 

2. 产业创新与供应链韧性与安全的效应分析 

2.1. 供应链韧性与安全的内涵 

在开放经济环境中，供应链的韧性尤为关键，它体现为在动态变化中的高效适应力，有效抵御和消

解来自不稳定与复杂环境的外界冲击。这种韧性源于产业链上下游之间的紧密关联与灵活调整，有效预

防了供应链中潜在的“断裂”与“瓶颈”现象[3]。 
在供应链分工日益精细化的背景下，供应链安全的核心在于确保即便面临外部冲击，整个链条中的

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等环节仍能够顺畅运行[4] [5]。在这一状态中，供应链的前后端供给与需求之间

形成了紧密的联动关系，维持着一种动态的、稳定的平衡状态[6]。 

2.2. 中国供应链发展现状与韧性安全挑战 

近年来，在企业、行业和政府共同推动下，中国供应链发展取得了显著进展。截至目前，中国已初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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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积了 31 项供应链建设经验，这些经验覆盖了九大关键领域(详见表 1)。从 2015 年至 2020 年，我国制造

业增加值实现了显著增长，从 20.03 万亿元跃升至 26.60 万亿元，年均增速高达 5.84%。这些数据充分表

明，我国的企业与行业在市场扩张、供应链优化与运营效率以及创新突破方面均取得了明显提升。但是，

供应链的韧性与安全在当前充满不确定性的商业生态中，仍旧遭遇着多重潜在风险与不断演变的挑战。 
 
Table 1. Experiential models of pilot demonstration enterprises in China’s supply chain 
表 1. 中国供应链试点示范企业经验模式 

类别 经验模式 类别 2 经验模式 2 类别 3 经验模式 3 
创新

研发

设计

理念 

众包设计模式 提高流

通现代

化水平 

建设供应链交易平台 
打造全球

供应链 

优化全球生产经营布局 

协同设计模式 深化与生产制造融合 建设境外经贸合作新载体 

云设计模式 提升商贸物流智慧化水平 积极开展返程投资 

拓展

集中

采购

模式 

一站式采购管理模式 
支撑引

领消费

升级 

释放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动能 

提高供应

链安全 

加强供应链风险管理 

上下游深度协同模式 推动实体零售创新转型升级 提高战略资源能源掌控力 

供应商管理库存模式 
深入推进连锁经营发展 完善国际物流通道布局 

推动便民消费服务集聚发展 提高供应链系统冗余度 

开展

智慧

生产

制造 

C2M 定制供应链模式 
发展多

样化供

应链专

业服务 

内部优势外化式服务模式 

发展绿色

供应链 

提升绿色采购管理水平 

网络化协同制造模式 供应链综合服务模式 推动绿色物流 
体系建设 精益化供应链模式 生产后服务模式 

产能整合模式 供应链金融模式 建设逆向供应链网络 

 
从微观层面深入剖析，我国企业供应链的整体效能，特别是其质量与可持续发展能力，仍有待显著

提升。自 2015 年至 2020 年，中国制造发展指数稳步上升，从 105.78 增长到 116.02。然而，在持续发展

分项上，尽管以“制造业研发投入程度”“单位制造业增加值能耗”等为代表的核心指标排名世界第七，

但这一成绩仍凸显出我国制造业在可持续发展领域拥有巨大的潜力和显著的提升空间[7]。因此，如何有

效提升供应链的韧性、质量和持续发展能力，将成为我国制造业未来发展的重要课题。 
从宏观视角审视，我国在众多高端产业领域面临国际竞争力不足的困境。海关总署公开的数据显示，

虽然我国在 2021 至 2022 年间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量呈现出一定的增长趋势，但仍然有部分高新技术产

品依靠进口(详见表 2)。其次，受生态环境约束、生产成本结构压力攀升以及国际市场不稳定等多重因素

影响，一些传统产业正经历着产业转移的状况(详见图 1)。首先，当前出口商品的主要构成依旧以传统产

业及其基础加工产品为核心，这一结构占据主导地位。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部分传统产业正面临向外

部转移的压力以及被新兴行业逐步替代的风险。这些变化不仅揭示了我国产业发展的现状，也预示着未

来可能面临的挑战与机遇[7]。这一现象突显了我国在关键技术和基础材料方面的依赖性，对国家安全和

经济可持续发展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挑战。 
 
Table 2. Volume value of national export priority commodities, 2021~2022 (RMB billion) 
表 2. 2021 年~2022 年全国出口重点商品量值(亿元人民币) 

商品品类 2021 年 2022 年 同期增减 

稀土 42.2 70.7 67.6 

成品油 2103.4 3237.1 53.9 

未锻轧铝及铝材 1256.5 1722.5 37.1 

箱包及类似容器 1793.2 2377.8 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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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鞋靴 3089.7 3844.4 24.4 

钢材 5253.4 6426.6 22.3 

农产品 5448.3 6559.6 20.4 

塑料制品 6375.8 7187.9 12.7 

中药材及中式成药 81.9 91.2 11.4 

陶瓷产品 1971.8 2172.7 10.2 

玩具 2959.6 3229.2 9.1 

机电产品 128059.3 136973.1 7 

服装及衣着附件 10979.6 11712.8 6.7 

纺织纱线、织物及其制品 9376.3 9835.8 4.9 

肥料 754 767.5 1.8 

高新技术产品 63220.2 63391.2 0.3 

家具及其零件 4756.6 4639.3 −2.5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 
 

 
图片来源：商务部。 

Figure 1. Relevant industries in China with out-migration transfer pressure 
图 1. 中国具有外迁转移压力的相关产业 

2.3. 产业创新对供应链韧性与安全的效应分析 

产业创新对供应链韧性与安全的效应分析可以分别从技术升级效应以及供应链高端化推动效应来分

析，如图 2 所示。 

2.3.1. 产业创新对供应链韧性与安全的技术升级效应分析 
在推动技术革新的进程中，产业创新不仅促进了关联方的技术迭代与升级，还进一步推动了上下游

产业的协同发展，从而显著提升了整个供应链的稳固性和现代化水平[8]。从供应链效率提升角度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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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创新引入新技术，提升供应链效率。例如，自动化生产和物联网增强生产与物流精确性，减少不确

定性，降低中断风险。创新人才的加入改变企业人员架构，促进智能、灵活和高效的组织管理，进而优

化产业链资源整合，提升供应链效率。从多样化和分散化角度分析，勇于探索的领军企业以其创新精神

和实力，积极发挥引领效应。它们不仅利用自身的资源优势和要素特长，更将这些优势辐射至整个产业

链，为上下游企业提供了宝贵的支持和发展机遇。这一举措不仅促进了产业内部的顺畅循环，同时也推

动了市场循环的深化和经济社会循环的畅通，为整体经济健康稳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9]。从数据分析

预测角度来说，产业创新通常伴随着数据收集和分析能力的提升，这可以加强对供应链的监控和预测。

通过使用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技术，企业可以更好地预测潜在的风险和瓶颈，从而更及时地采取应对

措施[10]。 

2.3.2. 产业创新对供应链高端化推动效应分析 
产业创新正在助力供应链高端化。从供应链合作关系角度，通过创新要素，工业互联网平台将传统

分散于不同企业，不同个体的经验进行沉淀，被更多企业调用和分享[11]。产业创新激发了供应链合作关

系的加强，包括与供应商、合作伙伴和科研机构的合作。这些合作有助于共享最新的技术和知识，进一

步推动供应链的高端化。从促进企业良性竞争角度来分析，创新使企业能够更好地差异化其产品和服务，

创造高端市场区隔[12]。这种创新优势有助于鼓励企业之间进行良性竞争，以不断提高产品质量和创新水

平，从而形成产业创新与供应链高端化的良性循环。从生产要素效率提升角度来说，产业创新引入新技

术、工艺和管理方法，提高了生产要素的效率，如劳动力、资本和技术[13]。这种效率提升有助于减少生

产成本，提高生产能力，并增加供应链的高端产品和服务的生产能力。从知识资本的积累角度，产业创

新促进了知识资本的积累，包括专业技能和专业知识。这有助于提高供应链中的人力资源质量，从而实

现高端化[14]。 
 

 
Figure 2. Analysis of the effect of industrial innovation on supply chain resilience 
and security 
图 2. 产业创新对供应链韧性与安全的效应分析 

3. 产业创新提升供应链韧性与安全的作用机制分析 

产业创新维护供应链韧性与安全，主要通过技术、配置、结构三个机制效应影响供应链韧性与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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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供应链高质量发展(如图 2)。 

3.1. 产业创新提升供应链韧性与安全的技术提升机制 

在企业的核心发展中，创新型人才发挥着无可替代的关键作用。他们不仅具备敏锐的前瞻性，能够

迅速捕捉和把握新知识、新技术的脉搏，进而推动企业的技术进步，提升行业的盈利能力[15]。这一目标

的实现不仅直接提高了行业的利润水平，还通过将这些新增加的利润再度投入到创新要素中，产生了显

著的技术效应，进而强化了供应链的安全性能，从而构筑起产业生产的正向循环机制[16]。与此同时，随

着数字技术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能够实时洞察市场需求和消费者偏好的变化，并迅速、灵活地调整

生产要素的配置，以满足市场的多元化需求，确保生产的精准性和高效性[17]。 

3.2. 产业创新提升供应链韧性与安全的要素配置机制分析 

产业创新对供应链韧性与安全的影响，从资源配置效率的角度分析，具有多重维度。首先，新兴产

业的崛起，得益于创新要素的高效投入，这些产业以人才、技术和知识为导向，不仅创造了广阔的市场

空间，还吸引了大量资源的集聚，进而优化了全球供应链中资源配置的效率，有效改善了新兴与传统产

业间的资源分配格局[18]。其次，创新要素的投入在优化价值链上下游企业间资源配置中起到了关键性作

用[19]。特别是新兴信息技术的应用，推动了传统产业和企业管理的科学化、信息化和网络化转型，使得

企业能够更加敏捷地响应市场需求的变化，实现资源的动态调整。此外，产业创新中的创新要素投入，

对提高供应链节点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具有显著影响。资源配置效率高的企业，在面对内外部冲击时，

往往表现出更强的抵抗能力和应对能力[19]。企业作为供应链中的独立个体，其参与供应链的初衷在于寻

求收益增长，而高效的企业间资源配置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手段。它不仅提高了供应链的运作效率，

还强化了节点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优势地位[20]。 

3.3. 产业创新提升供应链韧性与安全的结构优化机制分析 

产业创新的结构效应对全球供应链韧性与安全的影响可以从产业结构升级机制分析[21]。首先，产业

创新要素投入能够给企业产品快速实现创新提供支持，实现供应链的多元化和灵活性，降低对单一供应

链的依赖[22]。企业竞争力的提升是推动产业竞争力增强的关键动力。随着企业竞争力的不断攀升，其所

在的产业也将逐步在经济中占据更大的市场份额，这种市场占有率的提升将进一步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

与升级[21]。龚轶等学者(2015)基于微观视角和内生创新机制，构建了一个产业进化模型，研究发现产品

创新是推动产业结构向更加科学、合理的方向演进的重要驱动力[19]。产业创新投入通过提高劳动生产

率，使得具有较高劳动生产率的行业能够在更短的时间内完成生产。在部分领域，新技术的率先应用极

大提升了生产效率，促使各类资源向这些高效领域集中，推动了产业结构的积极调整。一方面，产业结

构升级意味着从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向高附加值、技术密集型的产业转变。这种转变使供应链

竞争力提升[21]。另一方面，产业结构升级往往要求企业投入更多的资源和资金，用于研发新技术、引入

新设备、拓展新的业务领域。这些投入将推动企业增加生产能力，实现生产规模的扩大以及供应链结构

复杂化。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供应链中的风险和环节故障的可能性，从而对全球供应链的安全性构成

挑战。因此，在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同时，还需注重供应链风险的防范和管理，确保供应链的稳定与安

全。 
通过这三个长效机制，针对当前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所面临的新形势、新风险，中国应加大国家

和企业层面的基础研究投入，加快构建基于国内市场需求的供应链体系，积极推动全球区域性供应链体

系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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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Three mechanisms of technology, configuration, and structure for industrial innovation to enhance supply 
chain resilience and security 
图 3. 产业创新提升供应链韧性与安全的技术、配置、结构三个机制 

4. 产业创新提升供应链韧性与安全的实现路径分析 

根据以上提出的技术、配置、结构三个长效机制，进行对产业创新提升供应链韧性与安全的实现路

径分析(如图 3)。 

4.1. 增强产业创新驱动力，注重培育发展新动能。 

一是大力培育创新主体。若供应链与产业创新在融合过程中协同性不强，将会引发产业创新与供应

链之间的失衡状态，这种失衡不仅阻碍了科技成果向实体经济的有效转化，更在深层次上限制了产业链

和供应链韧性的增强，从而影响到整个经济体系的稳定性和发展潜力[20]。因此，急需加速构建一个健康、

可持续的创新生态系统，推动科技与经济的深度融合，维持供应链与产业创新融合发展。 
二是培育发展新动能。积极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全力引进那些科技含量高、具备显著产业带动效

应的项目，为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持续引进强势补充产业链[21]。 

4.2. 强化“链长”负责制，优化供应链治理结构 

一是严格落实“链长”制。实施产业发展责任链制度，由“链长”牵头，重点支持“链主”和“领

军企业”企业，以增强、延伸和强化产业链为主要目标。每条产业链确定 3~4 家“链主”企业，并选出

5~6 家具有引领作用的“领军企业”。重点优化提升“链主”和“领军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与行业引领

作用。专注于中高端领域，积极引入投资规模大、技术先进性突出、产业集聚效应显著且具备巨大发展

潜力的企业。这一举措旨在全面推动产业的转型升级，为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奠定坚实基础[23]。 
二是切实保障各环节协同发展。加大在“保链、建链、补链、延链、强链、融链”方面的工作力度，

并着重聚焦于推动招商项目的迅速落地与高效投产，以此为核心策略，集中资源，确保供应链的持续健

康发展[22]。改善信息流通与资源整合速度，进一步推动供应链金融的蓬勃发展。同时，引导银行机构增

加对关键产业链企业的信贷支持，以增强供应链的韧性和安全性。特别地，重点支持“专精特新”领域，

鼓励科技创新投入，并推动产业间的融合发展，从而全方位提升企业的综合竞争力与发展潜力。 

三是建立区域产业协同联动机制。对重点领域进行细分，重点深入发展，强化对产业体系效能的优

化。在优化产业协同体制机制方面，加速产业链创新资源向“前端”集中，增强研发与创新的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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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端”加强科技实力的构建，提升产品质量和技术水平；同时，向“后端”拓展应用场景，推动产

业成果的广泛应用。 

4.3. 培育创新生态体系，推进产业链智能化 

一是持续致力于优化产业创新生态。为了增强供应链上下游的集聚效应并进一步提升主导产业的竞

争力，需要构建一个完善的高新技术企业培育闭环机制。同时，引导科技型和创新型企业与高等院校、

科研机构深入合作研究，共同推动研发进程。 
二是加速制造业模式和企业形态的转型升级。制造业从传统的生产模式向智能化、数字化、绿色化

方向转变。具体而言，这包括注重绿色创新，加强供应链管理，实现上下游企业的紧密协作和高效沟通。

推动企业向服务型、创新型、平台型企业升级，加强创新能力建设，通过技术创新、管理创新、模式创新

等方式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构建开放共享的平台生态，整合内外部资源，实现互利共赢。 
三是完善顶尖人才的培育与引进体系。顶尖人才已成为推动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核心驱动力。需

要构建一个多层次、全方位的人才培养体系。这包括加强基础教育，为人才成长奠定坚实基础；还应加

强企业内部培训和人才培养，鼓励员工持续学习、提升自身能力。为了提高人才培养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还应加强产学研合作，推动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之间的深度合作。通过共建实验室、开展联合研发等

方式，将理论知识与实践应用相结合，培养更多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顶尖人才。 
 

 
Figure 4. Realization path of industrial innovation to enhance supply chain resilience and security 
图 4. 产业创新提升供应链韧性与安全的实现路径 

 
通过这三个方面的产业创新提升供应链韧性与安全的实现路径分析(如图 4)，针对当前中国产业链供

应链安全所面临的新格局，中国应增强产业创新驱动力，强化供应链负责制，推动培育创新生态体系。 

5. 总结 

在全球环境日趋复杂多变的背景之下，全球供应链的安全挑战日益严峻，急需切实有效的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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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将从强化供应链韧性与安全性的视角出发，深入探究促进供应链实现高质量持续发展的途径和策略。

本次研究针对产业创新对供应链韧性与安全的内在效应进行了分析。同时，分析了产业创新提升供应链

韧性与安全的技术、配置、结构三个长效机制，构建了实现路径，对于提升产业创新促进供应链韧性与

安全具有重要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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