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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安徽省制造业创新发展途径研究
1
 

金龙布 

(安徽工商职业学院，安徽 合肥 230000) 

【摘 要】本文首先对安徽省制造业发展现状予以简单概迷，其次对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安徽省制造业创新发展制

约因素如创新人才不足、创新能力欠缺、自主知识产权薄弱等予以分析，最后对安徽省制造业创新发展途径提出几

点建议如提高人才创新能力、加强制造业品牌建设、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提高制造血现代化发展水平等，望以

此推动安徽省制造业创新发展及产业结构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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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为我国中部工业省份之一，制造业为安徽省重要支柱产业，于地区总产值中占据较大比重，推动安徽省经济发展。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制造业面临众多挑战，对自身进步发展造成限制，为加快产业发展速度，占据更多市场份额，制造业

进行创新发展尤为重要。在供给侧改革背景下，为保证制造业可获得良好发展，可引进先进管理模式、管理经验，提升自身管

理水平，同时融入“互联网+”发展模式，提高自身现代化水平。 

1 安徽省制造业发展现状 

据统计年鉴可知，2017年安徽省地区总产值已达 27518.7亿元，其中制造业增加值为 13486.6 亿元，占比 49%，增长 8.6%，

本文将近 5年来安徽省制造业产值在地区总产值中比重予以统计(见表 1)。由表 1可知，近 5年来安徽省制造业于地区总产值中

所占比重，均在 40%左右。分析可得，制造业对安徽经济结构起到重要作用。如安徽合肥家电制造业，发展趋势良好，具备广阔

发展前景，构成合肥家电产业集群，具备显着区域优势。安徽省汽车制造行业发展趋势也较为良好，如奇瑞汽车及江淮汽车等

均于国内市场具备较高知名度。 

表 1 2013-2017年安徽省制造业工业増加值于地区总产值占比统计表 

年份 制造业工业增加值/ 亿元 地区生产总值/ 亿元 制造业占比/% 

2017 13486.6 27518.7 49.00 

2016 10081.20 24117.87 41.80 

2015 9264.82 22006.63 4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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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9455.48 20848.75 45.35 

2013 8880.45 19229.34 46.18 

数据来源：安徽省统计年鉴整理所得。 

随着安徽省制造业迅速发展，制造业结构也随之产生改变，安徽省制造业于 2010年前将传统制造业作为重要内容，主要以

家具制造业、烟草制品业、纺织业等为主。2010 年后制造业内在结构产生改变，传统制造业逐渐萎靡，电子设备、器材、电气

机械及汽车等高附加值行业占比显着上升，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制造业原有发展模式以无法满足市场经济需求，需提升自

身创新能力，方可于市场中占据相应市场份额。 

2 安徽省制造业创新发展制约因素 

2.1创新人才不足 

自 2014 年起，R&D 人员增长速率急速下降，增长缓慢，此也为安徽省制造行业创新能力欠缺的信号。此外，制造行业经营

管理人才总量少，管理经验较丰富且专业领域精通人才及科研人才更为稀缺。因制造业需较强专业性，因此制造业从业人员需

较高专业技能水平。行业自身发展过程中，除需髙层次科研人才外，也需大量基础技能操作人员，除提升行业技能水平外，也

可推动行业创新发展。 

2.2创新能力欠缺 

结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标准，企业 R&D投入强度超出 4%,表明企业具备较强创新能力；若企业 R&D投入强度于 1%-4%间，

表明企业创新中等；若企业 R&D投入强度低于 1%,表明企业创新能力欠缺。2011年至 2016年间企业 R&D投入强度虽呈现上升趋

势，但始终不足 1%，历经 5年，R&D投入强度从 2011 年 0.65%逐渐增至 2016年的 0.88%，增幅较为缓慢。从上述数据中可得出

安徽省内大部分制造业企业创新能力均有待加强，需加大创新投入力度。 

2.3自主知识产权薄弱  

近几年，安徽省制造业专利申请数量显着增加，但此部分专利组成中，发明专利所占比重较小，由此可知制造行业自主知

识产权不足。此外，加之因新产品资金回收时间较长、所需资金量较大等因素被企业长期忽略。企业产权开发、产权应用等发

展较为落后，大部分企业并未将自身所拥有的知识产权合理应用至产品生产、设计中，未能将知识产权予以商品化发展，且品

牌塑造等层面欠缺规范化及标准化管理。 

3 安徽省制造业创新发展途径 

3.1提高人才创新能力 

为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一为应结合企业实际需求引进人才、培养人才。企业可同国内髙职院校构建

战略合作关系，定向培养人才，当高职院校学生毕业后可直接向企业输送，不仅可为企业提供高质量人才，也可缓解髙职学生

就业压力，此类培养模式具备一定推广价值。二为提升大学生创新能力。创新能力为我国针对人才所提出的长期要求，除社会

人士需具备较强创新能力外，大学生也应具备较强创新能力，学生在校期间可多参与社会实践活动及创新创业项目等，除提升

自身实践能力外，也可于此过程中培养自身创新能力。 

3.2加强制造业品牌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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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产品品牌、产品质量为制造业市场竞争力的重要展现，为提升安徽省制造业产品质量，强化品牌建设，

可从以下几层面着手：ー为引迸、推行先进质量管理方法、技木，目前安徽省制造业管理水平尚有待提升，如部分企业尚未形

成品牌营销、研发创新及加工生产等一系列质量管理措施，同其他地区如江浙企业相较而言仍存在较大差距。安徽省内部分小

型制造企业在品牌管理、质量管理层面更为薄弱，质量、品牌所产生问题越发复杂化、多祥化。所以，需提升管理水平，引进

先进管理技术方可对所产生问题提出解决方案。二为健全品牌、质量监管机制。造成制造业产品质量、品牌建设水平较低的ー

个重要原因为监管力度不足。部分产品制造者抱有侥幸心理，假冒伪劣产品生产完成后可于市场中进行售卖，生产成本低廉也

可使此类企业于其中获取较大市场份额，逐渐将部分优质生产者排挤出市场，市场难以维持良性运转。若加大市场监管カ度，

严厉打击假冒伪劣产品，产品质量自然会随之提升，品牌建设质量也得以优化。三为推行品牌战略。为保证品牌战略可获得良

好效果，需结合不同地区实际情况，制定不同品牌战略，如黄山市可依据综合自身旅游特色制定相应品牌等。 

3.3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发展 

安徽省传统制造业发展较为成熟，但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尚待强化，为实现制造业创新发展，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一为需

建立生产性服务业、传统制造业二者互动发展体系，省政府部门应创建生产性服务业、传统制造业产业集群，搭建信息共享平

台，创建有效交流渠道，推动生产性服务业、传统制造业共同发展、共同创新。二为创建良好发展氛围。为推动生产性服务业

良好发展，应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创建科学合理的市场准入机制，建立诚信商业机制，强化信息披露等方面法律，对传统制造

业、生产性服务业监督、运营、生产予以规范。三为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开展自主创新，生产性服务业应加大研发及技术等方面

创新カ度，开发专利技术、核心技木，对传统制造业模式予以优化、改进，提升技术含量、产品附加值。 

3.4提高制造业现代化发展水平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制造业需借助“互联网+”模式推动行业创新发展，具体措施如下：ー为实现营销网络化发展。安徽省

制造业需结合大数据、互联网等方式对产品予以营销，丰富产品营销渠道。借助互联网也可对客户需求予以准确了解、掌握，

结合客户需求生产部分针对性较高的产品，满足客户个性化需求。二为强化基础设施建设。安徽省可利用互联网强化基础设施

建设，推动宽带升级改造，扩大网络覆盖面积至偏远山区，提升普及率，并建立安全且全覆盖消费环境。三为构建创新模范区

域，目前合肥市已创建创新产业园、创新模范区等，借助互联网进行远程诊断、智能检测、创新示范等，但省内其他地区尚待

强化。 

4 结语 

由上述内容可知，制造业于安徽省经济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为安徽省重要支柱产业。随着市场经济改革、民众消费需求

多祥化发展，制造业需进行创新改革，不断优化自身产业结构，不断提升产品质量，加强品牌建设カ度，融入“互联网+”摸式，

推动自身现代化发展。此外，还应健全市场准入门槛，加大市场监管力度，完善相应法律法规，维持良好市场竞争秩序，也可

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安徽省制造业长期、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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