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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新进展、新挑战、新路径

张其仔

摘要:近年来,我国的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取得了明显进展,主要体现为产业链供应链创新与应用试点进

入新阶段,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的格局正在形成,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得到稳步推进,产业链供应

链数字化、绿色化转型加速,应对产业链供应链风险的机制初步形成.展望未来,我国的产业链供应链现

代化仍面临一系列挑战:产业链供应链与创新链发展不平衡,影响产业链供应链转型升级;美国供应链政

策的极端化转向影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全球治理体系不适应新技术变革要求,给产业链供应链现代

化进程带来不确定性.为此,我国应发挥好、培育好核心竞争优势、基础竞争优势、配套竞争优势和治理体

系优势,推动产业链供应链与创新链、国际国内产业链供应链和国内外治理体系融通发展.
关键词: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创新链;产业政策;高质量发展;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

提出,要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现代化水平.它回应了产业分工细化、产业走向融合发展的新时代要

求,对于我国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推动经济体系优化升级和形成新发展格局都具有重要意义.在

现代化研究中,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研究是一个新课题,对此开展理论探索和实践总结十分必要.本

文尝试对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的进展进行总结,并在分析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面临的挑战基础

上提出应对之策,以期对我国的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提升有所参考.
产业链是以生产或服务阶段的分割为基础而形成的分工网络,指的是产业内或产业间的联系,其

主体是指国家或地区;供应链以企业的分工为基础,指的是将产品或服务提供给最终用户所形成的循

环流转体系,为企业间的分工协作关系;供应链中断并不意味着产业链不完整,故二者并不完全相同.
但放在现代化的角度看,两者又很难截然分开.一是产业链是微观层面的供应链分门别类的加总.
二是产业链约束着供应链,供应链的切割以产业链为基础,动态地看,供应链也会对产业链的形成发

生影响.三是从生产力的层面看,产业链的现代化包括材料、设备、工艺、配套设施和结构的现代化,
供应链现代化包括采购、仓储、运输、配送设施的现代化和流程的现代化,二者有重合.由于产业链、
供应链二者既有差异又很难截然分开,所以,本文在探讨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时不将产业链现代化、
供应链现代化与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作断然切割,而是将产业链现代化、供应链现代化都视为产业链

供应链现代化的组成部分.

一、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的新进展

产业链现代化虽然是在“十四五”规划时期提出的,但我国从政府层面探索产业链现代化的实践

可追溯到“十一五”规划时期.“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要根据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总体趋势,大力

发展集成电路、软件和新型元器件等核心产业,重点培育光电通信、无线通信、高性能计算及网络设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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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２１ZDA０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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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产业群,建设软件、微电子、光电子等产业基地,推动形成光电子产业链;开发信息产业关键技术,
增强创新能力和竞争力,延伸产业链.“十二五”规划再次强调,电子信息行业要提高研发水平,增强

基础电子自主发展能力,引导向产业链高端延伸.从“十一五”“十二五”规划有关产业链的规划内容

看,“十一五”“十二五”时期,我国对产业链的规划仅限于电子信息产业,到“十三五”时期则突破了这

个范围.“十三五”规划提出,要支持全产业链协同创新和联合攻关,系统解决“四基”工程化和产业化

关键问题.“十四五”规划提出的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不仅拓展了产业链供应链问题所涉范围,更是

将其上升到了战略层面.
我国出台专门政策文件推动供应链现代化可追溯到２０１７年.２０１７年国务院发布«关于积极推进

供应链创新与应用的指导意见»,开始适应新技术革命的要求,推进供应链创新.创新与应用包括６
项重点任务: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促进制造协同化、服务化、智能化,提高流通现代化水平,
积极稳妥发展供应链金融,积极倡导绿色供应链,努力构建全球供应链.具体实施上,选择了５５个城

市、２６９家企业进行试点.２０２１年３月,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８家单位联合发布«关于开展全国

供应链创新与应用示范创建工作的通知»,对供应链发展提出了新目标,就是通过供应链创新与应用

示范创建,使供应链优势培育取得新成效、供应链效率效益得到新提高、供应链安全稳定达到新水平、
供应链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关于开展全国供应链创新与应用示范创建工作的通知»对示范城市和

示范企业分别提出了不同的任务要求.２０２１年７月,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８部委公示了第一批

供应链创新应用示范城市和示范企业.第一批１０家示范城市,以沿海地区为主,包括北京、上海、张
家港、杭州、宁波、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青岛、武汉、广州、深圳.第一批示范企业１００
家,既有属于传统行业的企业,也有属于新兴行业的企业,包括中国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石化国

际事业有限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等.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是新时期中国现代化的重要内

容,因而必须适应新时期中国现代化的新特点和新要求,具体应体现为:要更适应中国新发展阶段的要

求、更适应国际环境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增加的要求和新一轮技术变革的要求.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

的提升,应体现为创新能力更强、更加公平、更加安全可靠、更加可持续、更加数字化等方面①.
(一)核心技术攻关布局持续展开,支撑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的创新能力提升

２０１５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台«增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三年行动计划(２０１５ ２０１７年)»,推
出了轨道交通装备、高端船舶和海洋工程装备、工业机器人、新能源(电动)汽车、现代农业机械、高端

医疗器械和装备等６大重点领域关键技术产业化实施方案.在取得成效的基础上,国家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继之又提出了«增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三年行动计划(２０１８ ２０２０年)»,对轨道交通装备、高端

船舶和海洋工程装备、智能机器人、智能汽车、现代农业机械、高端医疗器械和药品、新材料、制造业智

能化、重大技术装备９大重点领域组织实施关键技术产业化专项.针对５G和工业互联网,工业和信

息化部专门出台了«“５G＋工业互联网”５１２工程推进方案»,对标工业生产环境和现有网络体系,着力

突破５G超级上行、高精度室内定位、确定性网络、高精度时间同步等新兴技术,着力突破５G在工业

复杂场景下对高实时、高可靠、高精度等工业应用的承载能力瓶颈.
在重大技术攻关上,新型举国体制稳步发挥作用,“卡脖子”问题受到重视,重大“卡脖子技术”攻

关持续加强.国家科技重点研究计划实行“揭榜挂帅”制度.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国家重大科技基础

建设取得进展.重大技术装备工程规划得以实施.中国特色的国家实验室体系、国家产业创新中心、
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建设稳步推进.基础研究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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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将制定实施基础研究十年行动方案,重
点布局一批基础学科研究中心.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占研发经费投入比重提高到８％以上.

(二)产业链供应链的数字化、绿色化转型加速

我国的数字经济发展速度较快.据测算,“十三五”期间,我国数字经济年均增速超过１６６％.

２３１

山东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课题组:«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路径研究»,«中国工业经济»２０２１年第２期.



２０２０年软件业务收入达８１６万亿元,同比增长１３３％;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７７％,实现营业收入１２１万亿元①.在发展数字经济的过程中,我国也高度重视推动企业的数字化

转型和产业链供应链的数字化.２０１９年商务部开展了数字商务企业培育和遴选工作,引导企业加快

数字化转型,加快数据赋能,引导市场主体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目前已公布１０８家数字商

务企业名单.２０２０年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组织开展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典型案例征集工

作,共遴选出产品和服务创新、生产运营智能化、数字化营销服务、数字生态、新一代信息技术、工控安

全、两化融合管理体系、综合等８类１００个典型案例,其中优秀案例３０个,典型案例７０个,在推动国有

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发挥引领示范作用.２０２１年我国发布的«关于开展全国供应链创新与应用示

范创建工作的通知»对示范企业明确提出,要加快物联网、大数据、边缘计算、区块链、５G、人工智能、增
强现实/虚拟现实等供应链新技术集成应用,推进数字化供应链加速发展.为了应对疫情冲击,国家

鼓励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不少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上成效卓著.我国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成效明显、
数字经济规模位居世界前列,为产业链供应链数字化提供了宏观基础.

２０１６年工业化和信息化部、国家标准化委员会发布«绿色制造标准体系建设指南»,将绿色供应链

纳入绿色制造标准体系之中.同年,工业化和信息化部发布«关于开展绿色制造体系建设的通知»,要
求在汽车、电子电器、通信、机械、大型成套装备等行业选择一批代表性强、行业影响力大、经营实力雄

厚、管理水平高的龙头企业,按照产品全生命周期理念,加强供应链上下游企业间的协调与协作,发挥

核心龙头企业的引领带动作用,确立企业可持续的绿色供应链管理战略,实施绿色伙伴式供应商管

理,优先纳入绿色工厂为合格供应商和采购绿色产品,强化绿色生产,建设绿色回收体系,搭建供应链

绿色信息管理平台,带动上下游企业实现绿色发展.２０１７年我国发布的«关于积极推进供应链创新与

应用的指导意见»明确倡导建设绿色供应链.同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开始公布绿色制造企业名单,包
括绿色工厂、绿色产品、绿色园区和绿色供应链企业,迄今已公布５批.２０２１年３月商务部、工业和信

息化部等８家单位联合发布«关于开展全国供应链创新与应用示范创建工作的通知»,推动企业实现

绿色化转型,内容包括推动企业环境和碳排放信息公开,引导督促企业选择绿色供应商,实施绿色采

购,针对重点行业积极打造绿色供应链;推广利用绿色包装,提高绿色商品销售比例,主动宣传绿色消

费理念,引领绿色消费新风尚.在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倡导下,我国供应链的绿色化水平加速推进.
(三)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格局建设初见成效

产业链供应链可区分市场型、模块型等多种形式,但无论其形式如何,都会存在大中小企业,都会

存在大企业利用市场支配势力向中小企业“收租”的可能性.要实现参与产业链供应链各主体获得公

平回报,核心是要处理好大中小企业之间的关系,关键是提升中小企业的能力.对此,我国已开展大

量探索性工作.
２０１８年９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推动创新创业高质量发展打造“双创”升级版的意见»,明确提出搭

建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平台.２０１８年１１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国务

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印发«促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的通知,计划从五个方面

推动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深化基于供应链协同的融通模式,推动基于创新能力共享融通模式建设,
推广基于数据驱动的融通模式,打造基于产业生态的融通模式;推动大企业与中小企业实现生产要素

共享,促进大企业向中小企业开放创新资源,为中小企业提供资金和人才支持;培育专精特新“小巨

人”企业,实施“互联网＋小微企业”计划,提升中小企业专业化能力;支持实体园区打造中小企业融通

发展特色型载体,建设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小微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加快工业互联网平

台建设;优化融通发展环境.
自２０１８年印发«促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后,我国的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开始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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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工业和信息化部:“‘十三五’我国数字经济年均增速超１６．６％”,国新网:http://www．scio．gov．cn/xwfbh/xwbfbh/wqfbh/

４４６８７/４５０８７/zy４５０９１/Document/１７００６０４/１７００６０４．htm,访问日期:２０２１年３月１９日.



入到新阶段.根据国家科技部火炬高技术产业发展开发中心编撰发布的«中国创业孵化发展报告

２０２０»,至２０１９年年底,全国创业孵化载体数量达到１３２０６家,其中孵化器５２０６家、众创空间８０００家.
共有国家备案的创业孵化载体３０６５家,国家备案的专业化众创空间７３家.２０２０年我国公示的国家

级科技企业孵化器１３４家,备案５０１家众创空间.２０２１年我国发布«关于加快培育发展制造业优质企

业的指导意见»,提出了加快培育发展以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产业链领航企

业,构建优质企业梯度培育格局.继我国公布专精特新第一批２４８家、第二批６５６家之后,２０２１年我

国第三批２９３０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名单公布.与此同时,我国还实施了领航企业工程和单项冠

军工程,推出了一批领航企业和单项冠军企业.优质企业梯队培育格局初步形成.
(四)多层次提升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可靠性的体制机制初步形成

自２０１９年以来,面对新冠疫情的冲击,我国采取了一系列稳产业链供应链、保产业链供应链的措

施.２０１８年７月３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六稳”方针,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
稳投资、稳预期.２０２０年４月１７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会议首次强调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
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中央层面已形成较为成熟的稳和

保产业链供应链的机制.稳和保产业链供应链已成为我国宏观经济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地区层面,产业链供应链再造的机制正在各地形成.各地普遍建立了链长、链主制,产业链供

应链现代化的政府与企业、企业与企业间的协同机制正在形成.很多省市推出了系统化的提升产业

链供应链能级体系方案,其精准程度、可操作性大幅度提升.如«浙江省实施制造业产业基础再造和

产业链提升工程行动方案(２０２０ ２０２５年)»将产业链供应链能级提升与制造业产业基础再造相结合,
提出了十大工作方向、六大推进机制,涉及强链补链建链畅链,人才、资金、技术、风险防控等各个方

面,穿透地区间、国内外等多个界面,体现了地方对产业链供应链提升工程复杂性的科学把握,便于综

合发力、精准施策和提升应对外部冲击的效能.

表１ 浙江省产业链提升的目标、路径和机制

总体目标(２０２５) 分项目标(２０２５年) 主要路径 推进机制

十大标志性产业

链年总产值突破

６万 亿 元,占 全

省工业总产值的

６８％以 上,基 本

形成与全球先进

制造业基地相匹

配的产业基础和

产业链体系.

数字安防产业链:到２０２５年,年产值达到４０００亿元,打造

全球数字安防产业中心.
集成电路产业链:到２０２５年,年产值突破２５００亿元,打造

国内重要的集成电路产业基地.
网络通信产业链:到２０２５年,年产值达到４０００亿元,打造

世界先进的网络通信产业集聚区、创新应用引领区.
智能计算产业链:年产值达到２０００亿元,构建智能计算产

业生态.年产值达到２０００亿元.
生物医药产业链:年产值达到４０００亿元,打造具有国际竞

争力的生物医药创新制造高地、全国重要的医疗器械产业

集聚区.
炼化一体化与新材料产业链:打造世界一流的绿色石化先

进制造业集群、国内领先的高分子新材料产业基地,年产值

达到１８万亿元.
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打造全球先进的新能源汽车产

业集群,年产值达到１万亿元.
智能装备产业链:打造国内知名的智能装备产业高地,年产

值突破５０００亿元.
智能家居产业链:打造国内中高端智能家居产业基地,年产

值达到５０００亿元.
现代纺织产业链:打造国际一流的纺织先进制造业集群,年
产值达到１万亿元.

制造 业 基 础 再 造

强链.

可替代技术产品供

应链重组补链.

产业 链 协 同 创 新

强链.

制造业首台套产品

应用补链.

全球精准合作补链.

关键核心技术与断

链断 供 技 术 攻 关

补链.

产业链上下游企业

共同体带动护链.

工业互联网建链.

涉企服务平台畅链.
数字新基建强链.

建立 产 业 链 服

务推进机制.

强化产业链核心

人才引领机制.

实施产业链重大

项目推进机制.

深化 产 业 链 融

资畅通机制.

健全 产 业 链 要

素保障机制.

实施 产 业 链 常

态化 风 险 监 测

评价机制.

　　资料来源:«浙江省实施制造业产业基础再造和产业链提升工程行动方案(２０２０２０２５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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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面临的新挑战

我国进入到新发展阶段后,经济发展方式开始转为创新驱动,由此,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动能也

需转向创新驱动,但我国创新链对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的支撑力弱.与此同时,受全球频发的极端事

件、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近年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发展格局进入到转折期,出现“圈子化”现象,给
产业链供应链带来了巨大不确定性,国家间、地区间产业链供应链发展冲突风险增加,危及产业链供

应链的安全稳定,给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带来新挑战.
(一)产业链供应链与创新链发展不平衡,影响产业链供应链转型升级

创新链的现代化是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的关键支撑.长期以来,生产要素低成本是支撑我国制

造业形成国际竞争优势的重要因素,但随着资源环境制约日益凸显、人口红利逐渐消失,我国传统劳

动密集型产业的成本优势弱化.与此同时,印度、马来西亚、越南等东南亚新兴经济体成本优势逐渐

显现,加之其采取一系列产业扶助政策,在价值链中、低端环节对我国构成较大竞争,我国传统优势的

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存在被替代和转出风险.为此,我国必须通过培育产业链供应链竞争新优势加

以应对,关键是围绕产业链布局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实现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与创新链

现代化的融通发展.
就国内国际双循环而言,创新链与产业链供应链的关系,可分为三种类型,即协调型、滞后型、超

前型.这三种类型在我国虽然都存在,但滞后型现象较普遍.我国创新密集型行业对国外创新链的

依赖程度高,部分领域高度依赖美国.如２０１８年,我国的航空器、航天器及其零件,光学影像、检测医

疗等器械行业对美国的进口依赖度分别达到５４４１％和２６３３％,我国在半导体及相关产业上游和中

下游对美国出口依赖度分别为１４９０％、２４０６％①②.
就国内循环而言,创新链发展不平衡现象较为严重.在城市群、都市圈尺度上,高端创新要素过

度向首位城市倾斜,如在京津冀,北京在发明专利授权量、高新技术企业数量等各项指标上的领先优

势在“十三五”时期大幅扩大,天津、河北部分指标则较“十二五”时期出现下滑.特别是天津,作为中

国先进制造研发重镇,也是北方重要的经济中心,其研发人员流失严重③.
创新要素在空间布局上的不平衡虽有其合理的一面,但创新要素过度向部分城市、地区倾斜会造

成部分城市或地区创新链难以支撑其实现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任务,难以实现区域间产业链供应链

协同发力的局面.为了实现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的目标,在产业链供应链的布局上既要考虑如何培

育高质量发展第一梯队、全球先进制造业基地、新兴产业集群、新兴产业增长新引擎等重要增长极、关
键节点,也要充分考虑使其带动其他协作区域、配套节点的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能力的提升,实
现重要增长极、关键节点与协作区域、配套节点之间的融通发展;为了实现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目标,
既要考虑如何发挥超大城市、大城市的产业链供应链布局,同时也要考虑中小城市、农村地区的布局,
实现超大城市、大城市、中小城市、农村地区产业链供应链的融通发展.要实现上述不同层面各区域

间的融通发展局面,离开创新要素的合理布局就不可能做到.
(二)美国供应链安全审查和发展模式的极端转换带来巨大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

美国特朗普总统上台后,把供应链重塑作为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基石.２０１７年７月２１日,特朗

普发布行政命令(EO)１３８０６,要求对制造业和国防工业基础以及供应链韧性进行评估,并提出应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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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张其仔、许明:«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与创新链、产业链的协同升级»,«改革»２０２０年第６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课题组:«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路径研究»,«中国工业经济»２０２１年第２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课题组:«“十四五”时期我国区域创新体系建设的重点任务和政策思路»,«经济管理»

２０２０年第８期.



略.该行政命令将战略性支持充满活力的制造业发展、国防工业基础建设和富有韧性的供应链建设

视为美国的优先事项.该行政命令对全球化持负面评价,认为全球化造成美国企业关闭、工人失业,
造成美国制造业能力和国防工业基础受到削弱,现代全球产业链的拉长化,阻碍了美国生产和购买到

美国国家安全所必需的产品、零部件.为了执行特朗普发布的１３８０６号命令,美国国防部领导多个部

门、组成１６个小组,对９个传统行业、７个新兴行业的供应链安全进行了评估,并于２０１８年１０月发布

«评估和强化制造与国防工业基础及供应链弹性»报告.报告把供应链风险分为１０大方面,包括供应

的多元化程度、供应商及市场的脆弱性、市场供应能力不足、制造能力下降以及原材料供给不足、对国

外的依赖程度高、人力资本不足、基础设施老化、产品安全等.报告对１６个行业进行评估后得出结

论,这１０大风险不同程度地渗透于所评估的行业,体现在３００多项具体的风险中.报告还将这１０大

类风险归因于５大宏观因素,包括政府支出不确性、美国制造能力的衰落、美国政府商业行为与采购

造成的不利影响、竞争对手的产业政策、美国STEM 及贸易人才培养能力下降.针对造成美国供应

链风险的因素,报告提出了１１条建议,包括实施针对性的产业政策、减少对政治不稳定国家作为供应

源的依赖、推进供应链的分散化、与盟国及伙伴关系国加强合作、加强工业基础建设、加快人力资本培

育、加快下一代技术的开发等等.
拜登于２０２１年发布１４０１７行政命令,进一步强化了特朗普时期开始推行的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和

韧性审查.该行政命令对重塑产业链供应链的重要性作出了新的表述,视重塑美国供应链为美国安

全和发展的核心基石,把增强供应链韧性与重建美国制造能力、维持美国尖端研发上的竞争力、创造

高报酬的工作机会挂钩;把增强供应链韧性与小企业发展、应对气候变化、鼓励经济落后地区发展挂

钩.在该行政命令指引下,美国已完成半导体、大容量电池、关键矿产资源、医药等的供应链安全审

查,提出了重建生产能力、扩大需求、加强与盟友之间的合作等提升供应链安全的举措.
美国有关供应链安全和韧性审查,人为放大了美国供应链的安全风险,这一战略的底层逻辑是对

抗性而非竞争性的,目标不是促进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畅通、形成各国内部的循环与国际循环相互促进

的格局,而是要维持美对全球的领导力,打造由美国支配的不对称小圈子循环,并通过这个不对称小

圈子循环,形成由美国控制的中心 边缘产业链供应链全球体系.
(三)国际产业链供应链治理体系无法适应新技术革命要求

信息技术的发展、交通运输成本的下降,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等生产力因素的变化,推动国际分

工日益深化,产业链分工日益复杂,供应链超越国家边界,各国之间经济关系相互嵌套加深,对全球产

业链供应链治理体系提出了新要求.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治理体系受地缘政治、冷战思维的影响并

没有因全球产业分工的变化进行调整,使得全球共同应对产业链供应链中断风险的意愿不强、能力不

足,导致产业链供应链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增加以及由此带来的损失增加.２０２０年８月麦肯锡全球

研究院发布的«全球价值链的风险、韧性和再平衡»报告,基于１３个行业、３２５家公司的研究后得出结

论,公司面临来自自然灾害、地缘政治不确定性、网络攻击等冲击的频次和风险明显增加,平均每３７
年一次;冲击造成的损失巨大,很多公司平均每１０年要损失一年的利润,每５至７年发生的供应链中

断１００天的极端事件,会抹去公司一年的收入.报告估计,受疫情和地缘政治因素影响,１６％ ２６％的

全球贸易中期内会发生跨境转移,其形式主要包括国内生产、近岸外包和生产基地的调整,目的是要

增加供应链弹性①.
企业增加供应链弹性是一个精密和复杂的设计问题,涉及不同的供应链关系之间的平衡、上下游

企业的平衡、国内国外配置的平衡和效率与弹性之间的平衡,受合作伙伴信息交流的有限性、内部和

外部资源有限性的约束,且有很强的外部性.供应链弹性设计的精密性和复杂性、外部性的特点,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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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McKinseyGlobalInstitute:“Risk,Resilience,andRebalancinginGlobalValueChains”,https://www．mckinsey．com/businessＧ
functions/operations/ourＧinsights/riskＧresilienceＧandＧrebalancingＧinＧglobalＧvalueＧchains,访问日期: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１９日.



得企业的供应链弹性调整短期内必然造成产业链供应链的不稳定,增加产业链供应链中断风险.
长期看,当前企业供应链调整趋势违背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就生产力的层面而言,新一轮技术革

命的核心特征是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绿色化,这四类特征将大大降低生产全球化的成本,推动模

块化设计、模块化生产和模块化消费的大发展,推动知识和创新的分散化①.企业要更好适应模块化

的竞争环境和分散化的知识分布特征,就必须整合全球要素和创新资源.近年来,逆全球化、贸易保

护主义等思潮等虽有所抬头,但无法阻止生产的全球化、社会化进一步深化的客观趋势.在这一客观

趋势下,企业通过缩短供应链、实现区域化布局等方式实现安全与效率的平衡是无奈之举,非最优选

择.在生产的全球化、社会化不断深化的客观趋势下,只有建立了合理的治理体系,企业才能真正实

现安全与效率的平衡.

三、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的新路径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现阶段,我国必须走以国内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循环相互促进

的路子.从国内外双循环的角度分析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的路径,可将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路径分

为以国内循环为主体、以国际循环为主体和以国内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等类型.以

国内循环为主体、以国际循环为主体这两条路径,都有发展中国家走过.以国内循环为主体、国际国

内双循环相互促进这条路径,是我国在新的发展阶段提出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并没走过,因而是一条

新的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的路径.
通过以国内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方式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必须发

挥好、培育好我国的各种竞争优势.与传统的发挥好、培育好竞争优势的政策不同,制订产业链供应

链政策,设计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提升的路径需要识别产业链供应链节点和链条的性质,并针对

其性质采取针对性的政策措施.划分产业链、供应链,并识别产业链供应链的节点或链条的重要性,
可以有不同的方法,就一般而言,可分基础环节、核心环节、配套环节.由此,一个国家的产业链供应

链竞争优势可以分为基础竞争优势、核心竞争优势和配套竞争优势.基础竞争优势包括要素结构、需
求规模方面的优势,核心竞争优势表现为对关键环节、关键链条的自主可控能力,配套竞争优势表现

为对次要环节、配套链条的影响力及其对核心竞争优势的支撑能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现代化水

平,不仅要求提高各个节点和链条的竞争力,而且还需要注重各节点与环节之间的配合,要有合理的

治理体系做支撑.所以,我国通过以国内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方式提升产业链供

应链现代化水平,应对当前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面临的新挑战,可从发挥和培育基础竞争优势、
核心竞争优势和配套竞争优势层面系统地加以展开,同时通过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将单一节点优势、单
一链条优势转化为系统化的优势加以破解.

(一)提升核心竞争优势,推动产业链供应链与创新链的融通发展

产业链供应链的核心竞争优势体现为对关键环节、关键链条的控制力、影响力.中美之间未来的

竞争将是一次宽领域、多环节的持续竞争.不仅涉及先进制造业,也将涉及传统制造业,不仅涉及产

业链的高端环节,也将涉及产业链的其他各环节;不仅涉及硬实力的竞争,还会涉及设立软性壁垒和

反软性壁垒的较量.美国批评现有国际经济贸易规则对其不公平,力图让所有国家采用同美国一样

的经济发展模式,并以美国模式改革现有规则,这实质上是要建立一种新的壁垒,即一种以体制、机制

及意识形态为借口的软性壁垒.这是一种危害最大的不公平竞争和贸易保护主义形式,是一种阻止

后来竞争者进入的不公平竞争战略.美国之所以能采取此种不公平竞争战略,关键在于美国在全球

经济中有较大的话语权,特别是其在很多产业链供应链的关键节点、关键链条上具有全球控制力.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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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我国只有通过强化产业链供应链与创新链的融通发展、加快提升核心竞争优势加以应对.
加快产业链供应链与创新链的融通发展,首先需提升我国创新链的竞争优势,提升我国创新链的

安全可靠水平.２０１８年以来,美国先后对中兴、华为等我国科技龙头企业的精准打击,更加凸显我国

创新链上游受制于人的困境.在研发设计环节,我国９５％的操作系统、９０％的数据库管理软件、８５％
的中间件依赖进口,MATLAB、Python、AutoCAD、ArcGIS等关乎基础科学研究的工具软件技术大部

分被国外垄断.２０１８年中国进口研究设计类仪器、装置及模型(HS代码９０２３)中美国占比高达

２１２２％,为中国首位进口国;大类产品的光学、计量、检验、医疗等精密仪器及设备等(HS代码９０)自
美国进口比重超过１２９０％,数额超过１３２亿美元.美国研究设计仪器类龙头企业包含赛默飞世尔、
丹纳赫、安捷伦、通用电气等,尚无一家中国企业进入该类行业前２０强.为此我国应将创新链安全作

为国家经济安全和科技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制订国家创新链安全总体战略;组织力量从全链条

上摸清我国创新活动、我国大学及研究机构的科研活动对美的依赖程度,以及面临的被“卡脖子”的风

险,有针对性地加大关键技术、设备、软件攻关①.
在新技术革命背景下,促进产业链供应链与创新链的融通发展必须把握好新经济的根本特点,要

将构造终身学习型社会作为提升核心竞争优势的关键力量.以新技术革命为支撑的新经济有其特有

的技术进步和创新的逻辑,在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下,知识和学习能力比任何时候都显得更为重要,成
为新优势形成的核心要素.在现阶段,我国应着力解决好经济结构学习效应弱化和美国实施的贸易

保护主义带来的学习与创新效应弱化问题②:一是要稳定制造业比重,避免早熟型的去工业化,强化

服务业的创新效应.二是针对战略性行业和领域的共性技术(竞争前技术)需求,建设一批行业共性

技术平台,加快战略性行业和新兴产业重大共性、关键技术的攻关和推广应用.推动本土大型制造企

业加大在核心价值模块上的研发投入力度,鼓励互联网头部企业在基础软件领域加快替代性创新,争
取在底层技术和基础软件领域形成非对称竞争优势.三是针对创新链与产业链供应链衔接不畅的问

题,加快发展多种形式的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加强产学研用结合,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专业性技术领域

的中介服务机构,促进企业之间、企业与大学和科研院所之间的知识流动和技术转移转化,真正建立

以市场化应用为导向的科技成果转移、扩散机制.四是坚持双向开放战略,同时利用好发达国家和发

展中国家的知识资源,提升知识创新与学习的比较优势.
(二)提升基础和配套竞争优势,推动国内产业链供应链与国际产业链供应链融通发展

要素结构、需求规模构成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的基础支撑.任何产业链供应链的现代化都离不

开这二者,就像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离不开资本、劳动投入一样.要素结构从供给侧对产业链供应链

现代化形成制约和推动,需求规模从需求侧对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形成制约和推动.
在提高要素结构优势上,我国既要重视传统要素潜能发挥,也要重视新型要素的培育及其对传统

要素提质升级中的作用.新一轮技术革命使人类社会进入数字经济时代,也使产业发展的底层逻辑

发生了变化,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是在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绿色化四大趋势的突破式

技术创新下推动的现代化,其面临的要素配置模式、生产方式均在不断变化③.我国应更多地依赖大

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新兴技术的推动,并依托新技术赋能土地、资本、劳动等传统要素,
形成新的价值创造系统,以有效抵消我国传统生产要素成本增加的劣势.在这个方面,我国有着并

跑、领跑优势④.
中国是个人口大国,有着超大规模市场需求,而且成长性好.尽管在全球产业分工不断深化、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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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市场持续一体化的背景下,制造业是可以利用国际市场获得发展的.但是本土市场的互动效应、市
场规模的诱致效应、本土市场规模的终端需求效应会对本土产业升级产生更重要的积极影响.市场

需求的超大规模性使我国在生产率持续提高、建立完整的产业体系、进行高水平创新创业创造、孕育

世界级都市圈和城市群以及在全球范围配置资源等方面具备比较优势.加之,新一轮技术革命总体

上仍处于探索期,为我国利用国内市场和需求规模,形成独特的技术能力和技术路线提供了机会.例

如,我国作为制造业大国,将是未来工业互联网应用的最大市场,其需求方向能够对国际工业互联网

技术路线发展产生重要影响①.当前,我国仍应积极推动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形成,形成需求牵引供

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要在新发展格局形成中,充分发挥新经济形态的引领作用.
产业链供应链的核心环节、关键链条发展离不开配套节点、次级链条的支撑.我国已形成涵盖各

类加工制造、装备制造的较完备的制造业体系,配套优势明显,但各类配套环节也面临转出的挑战.
要把配套优势发挥好、巩固好,需积极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跨区域融通协作,发挥好我国地区比较优势

多样化的优势:一是提高城市交接区域、城乡结合区域、周边县城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产业配套设施

建设水平以及公共服务设施保障水平,实现城市群、都市圈建设与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相衔接,实现

城市群、城市圈的产业链供应链水平提升与乡村振兴相衔接;二是提升中西部地区产业承接能力,在
中西部地区,布局更多的聚焦特定产业链供应链的国家级、省级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实现东中西产

业链供应链梯次衔接格局;三是在特殊类型地区全面推进双向产业转移协作工作,实现发达地区与特

殊类型地区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相衔接.
(三)发挥理念优势,推动国内产业链供应链治理体系与国际产业链供应链治理体系融通发展

在建立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治理体系上,美国主张划小圈子,建立一种不平等的全球治理体系.但

产业链供应链是一种分工协作关系,其合理与否,往那个方向、模式发展最终还是由生产力所决定.
美国的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战略由于企图人为割断国家间的经济联系,不仅会在短期之内对全球产业

链供应链稳定造成巨大冲击,不利于全球合作共同应对产业链供应链风险带来的挑战,也必将对美国

的产业链供应链造成冲击.长期来看,由于其违背生产力发展要求,违背全球经济由于生产力的发展

形成相互深度嵌套的客观事实,不能充分发挥各经济体的优势,即便短期内能取得进展,但绝难持续,
必将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一客观规律的冲击下走向破产.

在建立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治理体系上,我国主张建立一种合作共赢的平等的治理体系.实现国

内外产业链供应链治理体系融通发展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与我国提出的共商共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理念相契合,因而具有理念上的优势.２０１２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正式提出“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

意识”这一概念.此后,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国内外多个场合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意义和行动方

案进行了深刻的阐释.２０１７年１月,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了“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演讲,他提出,为了适应新时代的变化,处理全球挑战的中国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
现共赢共享.”我国倡导的共商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在世界上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同,联合国

社会发展委员会第５５届会议协商一致通过了“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的社会层面”决议,“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中②.我国应充分发挥共商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影响

力日益扩大的优势,积极参与、引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综合治理,倡导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

导构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治理体系.
要实现国内外产业链供应链治理体系融通发展必须加快制度型开放,促进公平竞争;要协调好以

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为导向的产业政策与竞争性政策的关系.基于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的产业政

策,更加重视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之间的协同,更加重视关键节点、关键链条建设,更加重视风险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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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治理.由于面向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的产业政策具有上述特点,在实施过程中可能会对市场在资

源配置上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机制造成影响.为了避免此种可能性的发生,在推进产业链供应链现代

化水平提升的过程中,必须重视竞争性政策的基础性作用,建立起完善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立足中

国产业规模优势、配套优势和部分领域先发优势,积极鼓励外资投资新兴产业链,为外资投资营造稳

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良好环境,保障市场主体平等准入和公平竞争,吸引外部高端要素投入到中

国的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之中.

NewProgress,NewChallengesandNewPathintheModernization
ofIndustrialandSupplyChains

ZhangQizi
(InstituteofIndustrialEconomics,CASS,Beijing１００００６,P．R．China)

Abstract:Chinahasmadegreatprogressinthemodernizationoftheindustrialandsupplychainsin
recentyears,whichismainlyreflectedinthefollowingaspects．Theindustrialandsupplychainsare
gettingintoanewstageofinnovationandapplicationpilots．ThepatternofintegratedandcoordinaＧ
teddevelopmentoflarge,smallandmediumenterprisesisbeingformed．TheircapacityofautonoＧ
mouscontrolhas been steadily promoted．Their digitaland greentransformation has been
acceleratedandariskmanagingmechanismhastakenshape．InthefutureChinawillfacefollowing
challenges:theunbalanceddevelopmentbetweenindustrialＧsupplychainsandinnovationchainsinＧ
fluencestheformerstransformationandupgrading;theextremetransformationofU．Sindustrial
policyaffectsthestabilityoftheglobalindustrialandsupplychains．Theglobalgovernancedoesnot
adapttotherequirementsanddemandsofnewtechnologicalchangewhichwillcreateuncertainty．
Tothisend,ChinawouldmakeeffortstopromotethecoordinationbetweenindustrialＧsupplychains
andinnovationchains,thecoordinationbetweendomesticandglobalindustrialandsupplychains,

andthecoordinationbetweendomesticgovernanceandinternationalgovernance．
Keywords:Modernizationofindustrialandsupplychains;Innovationchains;Industrialpolicy;

HighＧqualitydevelopment;Coordinateddevelopmentoflarge,smallandmedium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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