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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制造业在创新驱动下的高质量发展是实现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本文通过对广西、云

南等9个省份的制造业在创新驱动背景下面临的主要问题进行分析,从技术创新、管理创新、模式创新、

产业链协同和政策支持五个方面,探讨制造业创新驱动的作用机制并探索切实可行的实现路径。通过这

些实现路径,可以有效推动地区制造业转型升级,实现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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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alization Path of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Driven by Manufacturing 
Innovation 

——A Case Study of Guangxi, Yunnan and Other Nine Provi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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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driven by innovation is the key to achiev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main problems faced by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9 provinces such as Guangxi and Yunnan in the context of innovation-driven, and 

discusses the mechanism of innovation-driven manufacturing industry from five aspects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management innovation, mode innovation, industrial chain coordination and policy support, and 

explores practical ways to achieve it. Through these paths, we can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regional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achiev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region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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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传统的高增长模式逐渐显现出

一系列问题,如资源浪费、区域发展不平衡等,这些问题不仅制

约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还影响了人民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在

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出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得到广泛实践,而制

造业创新成为推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广西、云

南、西藏、新疆、甘肃、内蒙古、黑龙江、吉林、辽宁统称为

边疆地区,该地区地理位置独特,资源丰富,是中国对外开放的

重要窗口和前沿阵地,但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产业结构单一,这

些问题严重制约了边疆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本文将在制造

业创新驱动背景下,探讨制造业创新驱动的作用机制,探索切实

可行的实现路径,为边疆地区各级政府和企业提供科学的决策

依据,帮助他们更好地应对当前的经济形势,推动边疆地区制造

业的创新发展,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图1 2013-2022年边疆地区GDP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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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边疆地区制造业发展现状 

1.1地区经济发展概况 

1.1.1经济发展情况 

2013年至2022年间,中国GDP保持稳健的增长态势,2013年

中国GDP达到58.80万亿元,增长率为7.7%,2022年GDP增长至

121.02万亿元,增长率为3.0%。近十年间,中国GDP呈现翻倍增

长。在全国经济格局中,边疆地区的经济占比相对较小。2022

年GDP总量增长至16.74万亿元(数据来源：边疆经济学大数据

库),占全国GDP的比重约为13.84%。此外,边疆地区内部经济发

展也存在不平衡现象。从图1可以看出,近十年间边疆省份的GDP

总体呈现稳步上涨的趋势,2020年受疫情影响导致部分地区GDP

减少。2022年,云南、内蒙古、甘肃和广西的GDP增长率分别为

4.3%、4.2%、4.5%和2.9%,而吉林增长率分别为-1.9%。根据中

国宏观经济数据库数据,边疆地区2022年的人均GDP为6.2万元,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8.6万元)。其中,内蒙古、新疆和辽宁的人

均GDP较高,分别为9.6万元、6.9万元和6.8万元,而甘肃和广西

的人均GDP较低,分别为4.5万元和5.2万元。 

1.1.2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根据中国宏观经济数据库数据,边疆地区内部收入差距较

大,部分地区贫困问题依然突出。2022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为3.7万元,而边疆地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均值仅为2.9万

元。其中,内蒙古和辽宁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均达到3.6万元,

基本与全国平均水平持平；而甘肃和西藏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分别为2.3万元和2.7万元,均低于边疆地区平均水平。 

1.1.3产业构成情况 

边疆地区的经济主要依靠农业、资源开采和初级加工业。近

年来,随着国家政策的支持和基础设施的改善,旅游业和现代服

务业也逐渐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如图2所示,边疆地区的第一

产业占比逐渐下降,第二、三产业占比逐年提高。同时,旅游、

金融、物流、信息技术、电子商务等现代服务业在边疆省份逐

渐兴起,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 

1.2制造业发展概况 

根据中国边疆区域宏观数据库数据,边疆地区制造业企业

数量除辽宁省外,其他省份均表现为逐年递增。部分地区已经出

现了产业集群的发展态势,如新疆的乌鲁木齐市已形成超(特)

高压装备、风力发电装备为主导的先进装备制造集聚区。从图3

可以看出,边疆地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研发经费总体上呈现

逐年递增趋势,2022年边疆地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研发经费

共计1224.2亿元,这反映了边疆地区工业企业具备开展技术创

新的资源和能力。 

图 2  边疆省份不同产业占 GDP 比重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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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边疆地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R&D经费情况 

专利申请数量是衡量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重要指标之一,

较多的专利申请说明企业在技术研发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具有较强的技术研发能力和创新能力,能够不断推出新的技术

和产品。边疆地区专利申请数从2013年的32458件增长至2022

年的84825件,近十年间翻了将近2.6倍,这说明了在创新驱动的

背景下,制造业企业通过专利来确立自己在技术领域的优势地

位,为企业的长期发展奠定基础。 

1.3存在的问题 

在创新驱动背景下,边疆地区制造业创新发展仍然面临着

一些挑战。一是创新能力不足。除了部分龙头企业,大部分企业

研发投入有限,这将导致制造业企业创新体系不健全,企业创新

能力较弱。二是基础设施落后。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滞

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地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三是人才

短缺依然严峻。无论是广西、内蒙古还是新疆,都缺乏专业、高

层次、复合型人才以及普通的技术工人。同时,优秀人才外流导

致当地人才短缺,进一步影响了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四是产业

结构单一。边疆地区大多依赖资源型产业,缺乏高附加值的制造

业和服务业,产业链配套也不够完善,上下游企业协同效应不明

显。五是开拓周边国家市场难度较大。边疆地区虽然具有区位

优势,但受制于对方国家经济政治不稳定以及企业自身缺乏国

际经验等原因,企业“走出去”数量较少。 

2 制造业创新驱动下边疆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

用机制 

2.1技术创新机制 

技术创新为边疆地区制造业带来先进的生产设备和工艺,

实现自动化、智能化生产。例如,引入工业机器人和自动化生产

线,可大幅提高生产速度和精度,减少人工操作带来的误差和成

本。先进的生产技术能够优化生产流程,降低废品率,提高原材

料的利用率,从而整体提升生产效率。 

边疆地区的制造业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开发出高效的制造

技术和方法,利用新材料、新工艺,提高产品的性能和可靠性,

增加产品附加值,如在边疆地区的特色农产品加工制造业中,利

用生物技术和食品加工技术,开发出具有高营养价值和独特风

味的功能性食品,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和价格。高质量的产品

能够更好地满足市场需求,提高客户的满意度和忠诚度,从而增

强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同时,技术创新不仅限于现有产品的改进,

还包括新产品的开发和新服务的提供。通过不断推出新产品和

服务,企业可以开拓新的市场,增加收入来源,实现可持续发展。 

2.2管理创新机制 

首先,管理创新可以优化企业的内部管理流程。边疆地区制

造业企业建立高效的组织架构和管理流程,可以提高企业的运

营效率和决策水平。其次,管理创新可以激发员工的创造力,提

升员工素质。采用灵活的工作制度和激励机制,鼓励员工提出创

新想法和建议,提高员工的专业素质和创新能力。最后,管理创

新可以提升企业战略管理水平。通过市场调研和分析,制定符合

企业实际情况的发展战略,合理配置企业资源,实现企业的可持

续发展。同时,通过与国内外企业的合作和交流,学习先进的管

理经验和技术,拓展企业的国际市场和业务领域,实现企业的国

际化发展。 

2.3模式创新机制 

模式创新可以帮助边疆地区制造业企业开拓新的市场领域

和客户群体。例如采用电子商务模式,打破地域限制,将产品销

售到全国各地乃至全球市场。通过品牌营销和社交媒体营销等

方式,提升企业品牌形象和市场影响力,提高企业的市场知名度

和美誉度。模式创新也有利于边疆地区制造业企业优化供应链

管理,提高供应链效率和稳定性。例如,采用供应链协同管理模

式,实现供应链各环节的信息共享和协同运作；通过采用环保材

料和绿色包装,减少供应链对环境的影响,实现供应链的绿色化

转型,提高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此外,模式创新还可以推动

企业的跨界融合和创新发展,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和竞争力。通

过与互联网、金融等行业的跨界融合,开拓新的业务领域和商业

模式,实现企业的多元化发展和创新转型。 

2.4产业链协同机制 

一是加强产业上下游合作。边疆地区制造业产业加强上下

游企业之间的合作与交流,可以实现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提高

供应链的透明度和效率,进一步降低库存成本,还可以推动产业

上下游企业之间的技术创新和产品升级。 

二是推动产业集群发展。通过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集聚,

形成产业集群,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共享,降低企业的生产成

本和交易成本,提高产业的集聚效应和规模效益。 

三是提升产业链整体竞争力。产业链协同可以提升边疆地

区制造业产业链的整体竞争力,实现产业链的可持续发展。通过

产业链的创新发展和升级转型,提高产业链的附加值和盈利能

力,实现产业链的高质量发展。 

2.5政策支持机制 

政府可以制定有利于边疆地区制造业创新发展的产业政策,

引导和支持制造业企业加大创新投入,提高创新能力。例如,制

定产业发展规划,明确制造业的发展方向和重点领域。产业政策

还可以促进制造业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推动制造业向高端化、

智能化、绿色化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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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还可以实施财政补贴、税收减免等措施,降低企业的创

新成本,激励企业进行技术研发和创新活动。通过设立专项基

金、提供贷款贴息等措施,解决企业的融资难题,为企业创新提

供必要的资金支持。 

政府可以加强创新平台建设,为边疆地区制造业企业提供

创新服务和支持。例如,建设科技企业孵化器、众创空间等创新

载体,建设技术创新中心、工程研究中心等研发平台,为制造业

企业提供场地、设备、技术研发等方面的支持。通过建立产学

研合作机制,促进高校、科研机构与制造业企业之间的合作交流,

共同开展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提高制造业企业的创新效率和

创新质量。 

此外,政府可以优化营商环境,为边疆地区制造业企业创造

良好的发展条件。例如,简化行政审批流程,提高政府服务效率；

完善法律法规,保护企业合法权益等。营商环境的优化可以吸引

更多的投资和人才流入边疆地区,促进制造业的发展。 

3 制造业创新驱动下边疆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

现路径 

制造业创新驱动是推动边疆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

径,通过技术创新、管理创新、模式创新、产业链协同和政策支

持等多方面的措施,实现经济的高效、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

发展,共同推动边疆地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3.1技术创新：开启边疆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力 

3.1.1加大研发投入,点亮创新火种 

边疆地区政府应设立制造业创新专项基金,鼓励企业增加

研发投入,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制造业技术创新项目。政府和

企业可以共建创新中心,支持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也可以建立创

新创业孵化器,为初创企业和小微企业提供办公空间、资金支持

和创业指导。此外,企业应自主加大研发投入,建立健全研发体

系,设立专门的研发部门,增加研发投入,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

质量。 

3.1.2深化产学研合作,汇聚创新力量 

建立边疆地区制造业产学研合作平台,促进企业、高校和科

研机构之间的深度合作。高校和科研机构可以为企业提供前沿

技术和人才支持,企业则为科研成果的转化提供实践场所。 

3.1.3引进培育技术人才,夯实创新根基 

制定优惠政策吸引国内外高端技术人才到边疆地区工作,

同时加强本地人才培养。与高校合作开设制造业相关专业课程,

培养适应边疆地区制造业发展需求的专业人才。例如,为技术人

才提供住房补贴、子女教育等福利,营造良好的人才发展环境。 

3.2管理创新：塑造边疆经济高质量发展新效能 

3.2.1建立现代管理制度,提升运营效率 

政府可以引导企业建立完善的内部管理制度和高效的决策

机制。例如,实施规范化的人力资源管理和质量管理体系,提高

企业管理的科学性和规范性。企业可以采用信息技术进行管理,

如企业资源规划(ERP)等系统,实现企业内部信息的高效流通和

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企业的运营效率和决策准确性。 

3.2.2强化客户关系管理,提高产品粘性 

企业可以建立客户反馈机制,及时收集和处理客户的意见

和建议,提高客户满意度。通过大数据分析,提供个性化的服务

和解决方案,增强客户的依赖性和忠诚度。 

3.2.3培养管理创新人才,引领发展方向 

组织企业管理人员参加各类管理培训和学术交流活动,提

升其管理创新能力。鼓励企业与高校合作开展管理人才培养项

目,培养具有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的管理人才。例如,选派优秀

管理人员到国内外知名企业学习先进管理经验。此外,应加强边

疆地区管理人员的流动学习,借鉴当地发展经验,结合本地优势

进行创新发展。 

3.3模式创新：开辟边疆经济高质量发展新航道 

3.3.1拓展服务型制造,开拓增值空间 

鼓励企业从单纯的产品制造向提供产品全生命周期服务转

变,包括产品设计、售后服务、设备租赁等。制造业企业可以为

客户提供定制化的产品设计服务,满足客户个性化需求,也可以

通过服务外包,将非核心业务委托给专业公司,集中资源发展核

心业务。 

3.3.2加速智能制造转型,引领发展潮流 

加快边疆地区制造业智能化改造,推广应用工业机器人、智

能传感器等智能装备。建设智能制造示范工厂,引领企业向智能

化生产转型。通过智能制造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降低生产

成本。 

3.3.3探索新型商业模式,激发市场活力 

鼓励企业探索新的商业模式,如互联网+制造业、共享经济

模式等。构建产业互联网平台,连接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实现资

源共享和价值共创,利用互联网平台拓展市场渠道。 

3.4产业链协同：构建边疆经济高质量发展新生态 

3.4.1加强上下游协作,凝聚产业合力 

一方面,通过建立产业链合作机制,促进上下游企业之间

的信息交流、业务合作和技术共享。另一方面,通过建立供应

链管理平台,实现供应链信息的实时共享和协同管理,加强与

供应商的合作,进一步提高供应链的透明度和效率,优化供应

链管理。 

3.4.2打造特色产业集群,释放集聚效应 

通过政策引导和支持,促进制造业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协

同发展,提高产业链的整体竞争力。规划建设边疆地区制造业产

业集群或产业园区,吸引相关制造业企业入驻,形成产业集聚效

应,如新疆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广西凭祥市产业园区等。 

3.4.3提升产业链创新,铸就核心优势 

建立产业链创新联盟,共同开展关键技术研发和创新项目。

加强产业链创新人才培养,为产业链创新提供人才支撑。通过产

业链上下游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共同攻克技术难题,推动产业

链整体升级。此外,鼓励制造业企业与服务业、金融业等其他行

业的企业合作,支持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的融合发展,如制造业

与信息技术、绿色环保等新兴产业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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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政策支持：夯实边疆经济高质量发展新保障 

3.5.1制定有力产业政策,注入发展动力 

政府出台针对边疆地区制造业创新发展的优惠政策,包括

税收减免、财政补贴、土地优惠等。对投资于技术创新项目的

企业给予税收优惠,鼓励企业加大创新投入,进一步帮助企业降

低创新成本。 

3.5.2优化金融服务环境,提供资金支撑 

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边疆地区制造业的信贷支持,拓宽企

业的融资渠道,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比如推出针对制造业企业

的知识产权质押贷款、供应链金融等产品。通过设立制造业产

业发展基金,为企业提供股权融资和债券融资支持。在资本市场

上,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上市融资,提高企业的资金实力。 

3.5.3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激发创新潜能 

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加大对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打击

力度。鼓励企业加强知识产权管理,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核心竞

争力,例如建立知识产权维权援助中心,为企业提供知识产权保

护的法律咨询和援助服务。 

3.5.4提供人才环境支持,增添智能活力 

一方面,政府应出台人才引进政策,提供住房补贴、子女教

育支持等,吸引优秀人才到边疆地区工作,并加强与高校和职业

院校的合作,培养本地急需的高技能人才。企业可以采用柔性人

才引进模式,对于不能长期在边疆地区工作的人才,采取灵活的

合作方式。例如,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担任边疆地区制造业企业

的兼职顾问,通过远程指导参与项目评审,为边疆地区制造业创

新提供智力支持。同时,企业应建立完善的物质激励机制,提高

人才的工作积极性,注重精神激励和人才的职业发展规划。 

另一方面,加强边疆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为制造业创新发

展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加快边疆地区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

提升制造业的数字化水平,实现产业园区和重点制造业企业的

网络全覆盖。此外,应尽量简化行政审批程序,提供一站式服务,

提高企业的办事效率。 

4 结语 

通过加大研发投入、完善创新体系、加强人才培养和引进、

完善技术创新体系、优化市场和政策环境以及加强基础设施等

措施,可以有效解决边疆地区制造业在创新驱动方面的问题,进

一步促进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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