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制造业转型升级评价 
 

受市场竞争加剧和劳动力等要素成本上涨过快“倒逼”，多数企业有转型升级意愿，创新创业的氛围较

浓。产品创新和技术升级成为转型升级首选路径，由产品延伸至服务是新选择。当前企业转型升级的主要投

入方向是设备升级、管理升级、自主研发 

 

国家统计局浙江调查总队课题组 

 
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和科技创新的主战场。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制造业持续决速发展，成为主导产

业。但总体上浙江制造业“大而不强”，自主创新能力、资源利用效率等与发这国家相比还存在着不少差距

。制造业转型升级是浙江经济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适应经济新常态、走向中高端的必然要求。

为了解浙江制造业转型升级状况，国家统计局浙江调查总队 2015 年 5 月在制造业采购经理样本企业中进行问

卷调查，同时选取 6 个市的 30 家制造业企业进行重点调研。 

本次问卷调查范围为全部制造业 31 个行业大类，按行业增加值比重采取 PPs 抽样调查方式。问卷填报人

为主管生产经营的企业负责人。 

本次调查共收到有效问卷 1521 份，覆盖全省 11 个地市。按规模分，大型企业 24.7%、中型企业 40.8%、

小微型企业 345%。按企业登记注册类型分，国有企业 2.0%、集体企业 1.6%、有限责任公司 21.3%、股份有

限公司 14.8%、私营企业 36.4%、港澳台投资企业 113%、外商投资企业 12.6%。 

本报告主要结论： 

调查结果显示，受市场竞争加剧和劳动力等要素成本上涨过决“倒逼”，多数企业有转型升级意愿，创

新创业的氛围较浓。产品创新和技术升级成为转型升级首选路径，由产品延伸至服务是新选择，但以“互联

网＋'’为特征的新业态尚未成为主流选择。 

当前企业转型升级的主要投入方向是设备升级、管理升级、自主研发。企业自评显示，生产情况和市场

竟争力已因转型升级获得明显改善。  

企业转型升级的三大难点是缺乏管理人才、缺乏技术支撑和缺乏资金。此外同质竞争和新产品易受仿冒

也困扰着企业。 

数据显示，大企业在转型升级上有天然优势。转型升级意愿、投入强度和绩效均同企业规模成正比。上

市公司群体各方面数据与大企业相仿，但绩效更胜一筹。 

企业在推进转型升级同时，也期望政府创造良好市场环境。调查显示，当前企业对宏观环境中的经济、

政策、文化、法律和社会舆论子环境评价较高，但对市场竞争子环境评价稍偏负面。 

企业发展需要持续投入和几代人坚守。企业家是创新活动的组织者，企业家精神是转型升级成功与否的

重要因素。调查表明，绝大多数浙江制造业企业家愿意坚守实业，愿意子女成为企业家。多数企业家子女也

愿意从事实业。 

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选择 

（一）转型升级意愿 

调查结果显示，浙江制造业企业家己经充分认识到转型升级的重要性。关于“贵企业有无转型升级意愿

”,71.4％的企业家选择了“有意愿”。 



行业分组数据显示，不同行业

造等行业意愿高于传统行业。 

按登记注册类型分，“有意愿

、中、小微企业呈递减趋势，分别为

常强，比例高达 89.5%。 

（二）转型升级原因 

转型升级原因中，“行业竞争激烈

市场机会”(391%）和 “新产品或技术研发成

"(120%）影响较小（见表 1)。 

分组数据显示，当前各制造行业市场萎缩问题并不明显

的成本压力，市场“倒逼”是企业转型升级的主要原因

，上市公司群体与大型企业群体明显高过其他群体

（三）转型升级路径选择 

企业对于转型升级路径的选择

在各企业群体内均居首位与次位

其余各选项的选择率在任何群体中均未达到

率分别达到 473％和 433%，显示出该两群体拥有跨企业整合资源的特殊

（一）转型升级投入强度 

调查结果显示，在自主研发

加”的企业比例约二至三成，“

显增加”与“有所增加”比例简单加总

不同行业对转型升级迫切性认识不一，最高 100%、最低

 

有意愿”比例最高为股份有限公司 85.8%，最低为集体企业

分别为 84.8%、 74.8%和 57.8%；此外从特殊分组看

行业竞争激烈”(69.7%）高居首位，其次为‘企业成本过高

新产品或技术研发成功”(34.4%)，而“市场萎缩”(2a4%

 

当前各制造行业市场萎缩问题并不明显，但企业普遍承受着激烈的同行竞争与不断攀升

是企业转型升级的主要原因。在抓住新市场机会与研发新产品新技术的能力方面

上市公司群体与大型企业群体明显高过其他群体。 

 

企业对于转型升级路径的选择，明显集中于“产品创新” (65.7%）与“技术升级与创新

在各企业群体内均居首位与次位，选择率全部超 509。 

其余各选项的选择率在任何群体中均未达到 50%，但上市公司与国有企业对于

显示出该两群体拥有跨企业整合资源的特殊禀赋（见表

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评价 

 

在自主研发、设备升级、人才引进、品牌建设、管理升级等五个方向上

“有所增加”约四至五成，“持平”约二至四成，而

比例简单加总，可以发现投入强度居前的分别是管理升级

最低 56.4%，高新技术、装备制

最低为集体企业 583%；按规模分，大

此外从特殊分组看，上市公司转型升级意愿非

企业成本过高”(41.1%)、“发现新的

(2a4%）和 “行业发展前景暗淡

但企业普遍承受着激烈的同行竞争与不断攀升

在抓住新市场机会与研发新产品新技术的能力方面

 

技术升级与创新"(Gal%）两项，

但上市公司与国有企业对于“企业间资源整合”的选中

见表 2)。 

 

管理升级等五个方向上，投入“明显增

而“下降”仅 1%-2%。将“明

可以发现投入强度居前的分别是管理升级（78%)、设备升级 (76%)



、自主研发（73%)，居后是人才引进（65%)、品牌建设 (59%)。 

数据显示企业投入强度大致与规模成正比。上市公司群体显示出与大型企业相近的投入强度。 

（二）转型升级绩效 

在市场竟争力、生产情况、盈利状况、用工数量等四个方面，自评“显著改善”的企业约一至二成，“

改善”约五至六成， “没有改善”约二至三成。将“显著改善”与“改善”比例简单加总，可以发现转型升

级绩效最多体现在生产情况(84%)，其次是市场竞争力（82%)、盈利状况（71%),最后为用工数量 (64%) 。 

数据还显示转型升级绩效与企业规模大致成正比，表明转型升级绩效有规模效应。这应该是前述的转型

升级意愿及投入强度均与规模成正比的根本原因。此外，上市公司群体显示出很强的转型升级绩效，虽然投

入强度与大型企业相近，但绩效更胜一筹。 

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挑战 

对转型升级难点的认同，“缺乏管理人才”(49.8%)，“缺乏技术”(47.4%)、“缺乏资金”(442%）三项

最为突出，“担自产能过剩”(33.7%)'“担自新产品被仿冒”(23.8%）认同率较低。 

分组数据显示，最渴求管理人才的是上市公司群体，比例达到 61.3%;最渴求技术的是中型企业，比例为

515%,既高过大型企业，也高过小微型企业，原因可能是大型企业已经掌握着较多技术，小微企业则技术需求

较低；最渴求资金是小微企业，比例为 57.8%，此外 48.4％的国有企业也勾选了缺乏资金；国有控制企业与

国有企业勾选产能过剩问题的比例达 54.4% 和 48.4%，明显高于平均，原因可能是国有经济更多地处于产能

过剩行业。 

反向分析发现，资金方面，最不缺钱的是上市公司群体，仅 23.3％勾选资金问题；其次是外商投资企业

，仅 322%勾选；此外企业规模越大，越不缺钱，大型企业勾选资金问题比例为 33.9%，中型企业升至 39.4%

，小微型企业则猛升至 57.8%。 

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期盼 

（一）宏观环境评价 

数据显示当前企业家对宏观环境整体评价较为乐观。在经济体制、法律体制等六个方面评价中，乐观比

例大多远超不乐观比例，仅市场环境方面，乐观比例稍/J\于不乐观（见表 3)0 

为对企业家乐观程度进行简捷度量，本次调查引入采购经理指数（PM!) 指数计算中的“扩散指数”方法

，将乐观、一般、不乐观三项比例以 1、 0.5、0 为权重平均成单个扩散指数。在此处，扩散指数 100%代表

完全乐观，50％代表乐观比例与不乐观相等，0％代表完全不乐观。居中的 50％为平衡水平，是样本整体偏向

乐观或不乐观的分水岭。按扩散指数衡量，企业家评价最乐观的是政策体制 (651%)，其次是法律体制（63.1%)

、文化环境（601%)、经济体制（582%）和社会舆论（57.9%)。市场环境扩散指数为 49.8%, 微低于 50%平衡

水平。 



（二）政府措施评价 

企业家对政府支持措施整体评价较为乐观

”的比例均大幅超过“有待改进

（见表 4)。 

（三）转型升级环境不足之处

总体上，对于转型升级环境不足的认同

不到位”(314%)，而后是“企业主体不突出

护不力” (22.0%）三项，“行政管理体制与准入制度制约

除个别数据外，各企业群体在

以上 6 个选项的认同率及其排位

（四）对政府的建议 

本次调查提出了“您对政府在帮助企业进行转型升级方面的建议是什么

性问题。结果显示，有 26.9％的企业家回复了该问题

验看，该两项比例均属较高水平

手写到问卷上，希望在某种程度影响政府政策的制定和执行

建议属非结构化的文本信息

量大，难以进行人工判别分析。

所提建议的内含价值。方法如下

议有多少条），再以关键词匹配比例近似代表建议对各焦点的涉及程度

建议。 

根据运算结果，匹配比例居首的关键词为

”27.6%,“人才” 16.4%,"税"13.7%,

企业家对政府支持措施整体评价较为乐观。在技术信息、资金、吸引人才等三方面支持上

改进”比例。三个方面所得扩散指数均在 50 以上，说明企业家的评价均偏向正面

转型升级环境不足之处 

对于转型升级环境不足的认同，“市场机制不完善"(60.6%）高居首位

企业主体不突出”(25.0%)、“行业共性技术支持不足

行政管理体制与准入制度制约”（巧 1%）认同率较低

各企业群体在 6 个选项上的认同率均与总体水平非常接近，

个选项的认同率及其排位，是各企业群体的一致看法。 

您对政府在帮助企业进行转型升级方面的建议是什么”，

的企业家回复了该问题；所有建议中长度超过 50

该两项比例均属较高水平，说明转型升级是制造业企业家群体的热点问题

希望在某种程度影响政府政策的制定和执行。 

建议属非结构化的文本信息，较难进行常规数量分析，本次调查共收集到 400

。阅读所有建议后，课题组另辟蹊径，采用人工与计算机混合方法

方法如下：首先拟定关键词列表，逐一交计算机进行匹配运算

再以关键词匹配比例近似代表建议对各焦点的涉及程度；其次根据关键词列表人工筛选典型

匹配比例居首的关键词为“政策”'39.9% 的建议写到“政策

"13.7%,“市场，'12.7%（见表 5)。 

 

吸引人才等三方面支持上，评价为“好

说明企业家的评价均偏向正面

 

高居首位，其次是“政府政策落实

行业共性技术支持不足”(24.0%)、“知识产权保

认同率较低。 

，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说明

，这是本次调查中唯一的开放

50 个汉字的达 16.4%。从调查经

说明转型升级是制造业企业家群体的热点问题，他们愿意花费时间把建议

400 多位企业家的建议，信息

与计算机混合方法，尽量挖掘

逐一交计算机进行匹配运算（即包含某关键词的建

根据关键词列表人工筛选典型

政策”两字。其次分别是“资金



企业转型升级的决策主体和执行者是企业家

业家的精神状态至关重要。同时

题在以民营经济为主的浙江尤为重要

结果显示，虽然当前制造业承受下行压力

于“自己的事业是否有意义”,8&6

加权平均成扩散指数后，企业家总体该指数达

仍愿做企业家”，正面回答比例

子女接班问题上调查结果也显示出积极信号

企业家”两题，正面回答比例达四至五成

和 65.0%，均高过平衡线。 

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希望 

企业转型升级的决策主体和执行者是企业家，政府扶持政策最终要体现在企业家的主动选择上

同时，当前第一代企业家逐渐接近退休年龄，子女接班问题日渐浮出水面

题在以民营经济为主的浙江尤为重要。此次调查在企业家价值认同与子女接班上各设

虽然当前制造业承受下行压力，企业家整体上对自己的事业和所选道路持高度正面态度

,8&6％的企业家选择了“是”,“无所谓"152%, “

企业家总体该指数达 912%，离百分百正面评价距离不远

正面回答比例 77.7%，同样远高过负面比例 10.4%，扩散指数

子女接班问题上调查结果也显示出积极信号。对于“是否愿意子女做企业家

正面回答比例达四至五成，负面比例不足二成。按扩散指数衡量

 

政府扶持政策最终要体现在企业家的主动选择上，因此企

子女接班问题日渐浮出水面，该问

此次调查在企业家价值认同与子女接班上各设计了两道问题。 

企业家整体上对自己的事业和所选道路持高度正面态度。对

“否”则低至 12%。将以上三项

离百分百正面评价距离不远。对于 “再给一次机会是否

扩散指数 8&7%，远超 50%平衡线。 

是否愿意子女做企业家”和“子女自身是否愿意做

按扩散指数衡量，两题该指数分别为 6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