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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网络对制造企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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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制造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占据着主导地位。但是，近些年来，其存在的弊端也阻挡了自身的发展，创新网络作为

企业之间联系的载体，有效地改善了制造业的这一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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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制造业进入转

型时期。企业原有的经营模式与新时代的发展相脱节，制造

业应该做出相应的改变。企业创新网络作为企业合作的载

体，承载了企业的沟通。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沟通成为连接企

业之间的桥梁。因此有效的创新网络对企业发展起到重要的

作用。

一、创新网络

当今时代，创新对于企业的发展已经得到了大家的共识，

不仅对于个人，对于企业也十分重要。创新网络的发展，对企

业的发展进步，为企业构建合作平台，起到了推动的作用。企

业的创新，离不开技术的创新。创新被认为是推动企业进步

的催化剂，而创新网络的发展，恰恰迎合了这一趋势。

创新网络就是企业之间由于创新活动，在组织之间形成

的一种系统或者网络[1]。这些组织不仅包括企业自己，还包括

社会上一些中介机构以及政府，在这些组织之间，形成一种创

新网络，促进着彼此之间的发展。创新网络在受到其他环境

的影响时，会对自己本身的产生一定作用。这些环境包括社

会上一些其他组织，科研机构，社会团体，政府部门等。这些

因素各自发挥自己的作用，影响着创新网络的发展。

创新网络使企业改变了原来而经营模式，企业之间由原

来的互相竞争，转变为互为合作伙伴，彼此之间分享信息，共

享资源，创建新的合作平台，成为新时代企业合作的新形势。

企业在技术创新的过程中，通过正式的与非正式的合作形成

创新网络[2]。共同推动着整个企业网络的发展。企业创新网

络同时也会影响绩效，企业之间通过共同的沟通与交流，减少

了不必要的成本开支，减少人员与资金的投入，从而节约了企

业的开支。

创新网络拥有较高集聚水平和较短平均路径的小世界特

征，把同类企业之间快速的集聚在一起，减少了企业因为收集

信息而浪费的资源，不仅有利于信息的沟通和交流，而且，促

进了企业的合作，增进了合作伙伴的利益[3]。

创新网络具有小世界性，这决定了合作企业之间的惯性，

同时也增加领队与对方的依赖性，也减少了企业因为不了解

合作伙伴而付出的风险。在具有小世界性的这些企业之间，

会呈现“抱团”和“桥接”现象。“抱团”可以使部分企业之间形

成一个合作团体，共建利益共同体，促进彼此之间的紧密合

作。“桥接”使得企业之间更容易开展合作，更容易获取信息，

增进对彼此的了解[4]。

二、制造企业现状

（一）现状

制造业发展至今，从重工业到轻工业，从国外投资到转型

发展。制造业的发展一直都是我们关注的重点。近年来，制

造业的发展，呈现收缩趋势，尤其是化学制品制造业、汽车制

造业和纺织业等，利润呈现下降趋势。制造业的发展，受到整

体的环境的影响，主要原因包括[5]：

（1）外贸交易发展迅速：经济全球化，增加了中国与世界

各国的沟通与外贸交易。中国加入WTO，让中国的经济向前

迈了一大步，让世界各国更加了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产品。同

时，国内生产总值也发生了变化。中国进入新时代，国内生产

总值由快速增长转变为稳健增长，突破100万亿大关。

（2）产品走出国门：随着外资入华与中国制造的“走出

去”，世界各国几乎都拥有中国产品。“中国制造”已经成为中

国制造业的品牌。制造业的发展，为世界各国提供了产品，成

为中国经济的标志[6]。

（3）竞争力不断增加：尽管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但是，中

国制造业的历史时间很短，人力成本低一直都是我们的优势，

是我国制造业崛起的重要因素之一。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

适龄劳动力人口在下降，同时注重人才培养。我国人力成本

不断上升，人们已经不满足于简单的、可能随时会被换掉的工

作。在过去的几年里，人力成本不断攀升。几乎增加了近两

倍。在整个就业市场内，人力成本普遍增加，一些国际企业开

始向东南亚的低成本国家转移，如越南和印度等，这些国家逐

渐成为新的雇佣的所在地。

（4）消费需求的多样化：互联网经济的崛起，导致零售企

业与电商企业应运而生。许多线下企业受到互联网的影响。

在消费者市场内，消费者逐渐掌握话语权，他们接受了更多的

知识，拥有量更多的选择，选择因此变得多样化，同时居民消

费模式也被逐渐改变。年轻人喜欢网购，种类多，选择范围

广。中年人和老年人也逐渐加入网购的队伍中来。疫情中，

一些线上买菜的APP受到消费者的喜爱，不用出门，可以随时

吃到新鲜的蔬菜，抵达加深了消费者的选择范围。消费者需

求的多样化的改变，导致制造企业要改变其原有的运营模式，

做出符合市场的调整[7]。

（二）存在的问题

中国制造业的发展，与外商投资脱不了关系。外商投资

带动了中国制造业的发展，给我们的企业带来了“新鲜的血

液”。尽管外商投资给我们带来了资金、技术、管理经验等，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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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发展也存在一些弊端。我国的制造业一直处于中下游，

缺少自己的技术与经验。产业很大，但是有很多都是别人的

代加工厂。缺少自己的专业品牌，缺乏掌握核心能力的创新。

这就导致了我国制造业不能向前迈进更大的一步[8]。

（1）制造业人均产量很低：我国人口众多，适龄工作人员

却有限，产出的产品受到限制，这就导致了我们的人均产量比

较低，产值更比不上发达国家。

（2）创新能力欠缺：我国从改革开放以后制造业才开始逐

渐完善，制造业历史比较薄弱。缺少创新能力，缺少自己专业

技术，缺少自己的专业品牌，一直都是我们的弊端。企业生产

关键技术不能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里，有时只能借鉴国外的

经验，这就导致了我们成了部分企业的代工厂，只能替别人

加工。

（3）产品生命周期短：随着消费者兴趣爱好的改变，导致

大多数产品存在周期较短，不能长久的存在于消费市场中。

多数产品“过季”了，就不再受到消费者的喜爱，产品积压的库

存占用制造企业的资源。企业如果不能抓住消费者的兴趣爱

好，不了解消费着市场，就会失去发展的机会。

（4）竞争力低：随着一些发展中国家“代工厂”的产生，我

们失去了原来的人口数量优势，劳动力成本过高，让我们流失

了一些原本属于我们的订单，阻碍了我国制造业的发展。原

来我国低价的生产力的优势不复存在。况且部分产业密集，

过度集中，产业组织不合理。制造业的“扎堆”也是造成发展

的困难的原因。

（5）管理水平比较落后：当前我国的管理经验多数借鉴于

外国，且是外国以前的经验，有的不能很切实地符合我们当前

的状况。不论是管理经验的“生搬硬套”，还是缺乏管理经验。

对于一个发展中的企业来讲，是致命的伤害。管理经验的欠

缺，会导致企业运行的困难，还可能导致部分人才外流。

（6）消费需求的多样化：随着新时代的到来，消费者变得

个性独立，年青一代接触了更多新鲜事物，他们同时也改变了

身边人，让选择变得多样化。消费者的需求变得与众不同。

质量更好、价格更低、品种多样、性价比高，成为消费者的首

选。消费者的用户需求明显的改变，促使了更多的小批量生

产企业的诞生。他们的产品更加迎合新一代消费者。但企业

的生产效率依然是企业内部存在的大问题。

三、创新网络对发展制造业的启示

（一）强化自身发展

现代的企业是人才的企业，制造业要想发展，必须要学会

培养人才。企业的人才可以使企业内部培养，内部调动来的。

也可以是外部招聘、外部人才推荐来的。企业在创新网络的

沟通和交流中，创造了独属于自己的商业环境。在这个商业

环境里，企业之间相互合作、共享信息、人才交流，强化了自己

和合作伙伴，共同发展。企业创新网络同时也给企业在交流

过程中，企业的人才提供了一个更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平台。

（二）增进企业之间彼此的沟通

现代企业由于市场小、竞争压力大，彼此之间联系不紧

密，甚至出现过度竞争的现象的存在。即使是上下游企业之

间，也存在着不信任彼此的情况。企业创新网络的存在，增进

了企业之间彼此的沟通交流，使企业之间不再是互相竞争的

关系，而是彼此的合作伙伴。政府同时也可以加强引导，进行

放权，创建新的合作平台，给企业之间创造一个自由的合作氛

围。鼓励企业进行合作，强化上下游产业链的合作和联系，借

助创新网络，凝聚企业之间的力量，形成新的企业网络。

（三）强化创新能力

对于企业来讲，创新能力是企业发展的奠基石，创新是企

业发展的动力。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不仅会面对来自许多科

研机构、政府、上下游企业之间的资源，企业本身掌握的资源

也至关重要。同时，企业本身的创新能力对企业的发展具有

增强作用。只有掌握了核心科技，企业才能在发展过程中掌

握话语权。企业应该将所有的资源进行集中，合理地分配和

利用，做到资源最大化。企业要多学习先进的技术，对已有的

技术进行改良，创造出符合企业本身发展的战略，让制造业更

快更好的发展。

四、结语

制造业的发展一直都是我们关注的问题，关乎着经济的

发展的重任。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迈入了全新的时期，同时也

就要求制造业必须进行相应改变。制造业本身的改变不仅关

乎着自身的发展，而且同时也对其他行业产生了影响。创新

网络为企业和合作者创造了一个合作和共享平台，在这个平

台里，企业之间摒弃了原来的相互竞争的关系，成为互相的合

作伙伴。企业之间彼此交流，共同沟通，成为利益共同体。创

新网络为企业之间的沟通做出了贡献，它成为了企业之间沟

通的“桥梁”，不仅凝聚了企业之间的力量，而且，让企业之间

成为共同体，形成新的企业网络，做到资源最大化，促进企业

之间更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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