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Ｏ Ｐ
ＩＮ Ｉ ＯＮＩ观点 Ｉ

文 ／丁明磊

“

分享制造
”

将成为下
一片

“

蓝海
”

分 享 经 济 是 全球

新
一

轮科技革命和产 业

变 革下 涌现 的新 业 态新

模式 ，

正在加快 驱动 资

产 权属 、
组 织形 态 、

就

业模 式 和消 费 方式 的 革

新 分享 经济作 为 新兴

经 济领域 创新 最 为 活跃

的 部分 ， 为 我 国 制造业

转 型 升 级 带 来 了 新 机

遇 、 拓展 了 新 空 间
、
提

供 了 新 方 向 、 注入 了 新

动 力 ｕ 应把握和 引 领分

享经济 发展 的 趋势和方

向
，
加快推进分 享 制造

的 步伐 ，
提升要素 的 配

置效 率和 质量 ， 形 成更

高 水平 的 生产 力 ：

生产资料共享利用将成为重要趋势

目 前分享经济更多的是集中在大众消费

和服务领域
，
而在技术条件 、 市场需求 、 资本

等多种因素的驱动下
，

分享经济领域持续拓展 ，

正在从消费资料迈向生产资料 ， 从消费环节进

入生产环节 。 ２０１６ 年中国分享经济市场交易

额约为 ３４５２０ 亿元 ， 其中生产能力分享的交

易额约为 ３３８０ 亿元 ，
比上年增长 ６９％ 。

分享经济的发展使得生产要素的社会化

使用更为便利 ，
在更大范围内实现了生产要

素与生产条件的最优组合 ，
大大提高了资源

尤其是创新资源的配置和利用效率。

一

方面 ，

生产资料的分享能够帮助广大企业打破企业

界限 ， 共享技术 、 设备和服务 ，
提升快速响

应和柔性高效的生产能力 ，
将改变传统依靠

投资和扩张带动工业增长的思路 ，
提高发展

的质量和效益 。 另
一方面

，
生产资料的分享

使得创新创业门槛更低 、 成本更小 、 速度更

快 、 参与更广 ，
推动了传统的单打独斗式创

新创业 向分享协同式创新创业演变 。 从实践

发展看 ，

“

大众创业 ，
万众创新

”

表现最活

跃的领域大都带有分享经济的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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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方面 ， 我国已经有一些企业和单位正

在幵展探索和实践 ， 如海尔集团 ＨＯＰＥ 开放

式创新平 台 ，
沈阳 机床厂

“

ｉ 平 台
”

，
阿里 巴

巴
“

淘工厂
”

、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
“

航天云网
”

、

ｅ －ｗ ｏ ｒｋｓ
“

优制网
”

为代表的一批开放平台 。

这 些 Ｂ ２Ｂ 、 Ｃ２ Ｂ 模式 网络分享平台 ，
通过整

合不同企业包括设备 、 人才 、 新信息基础设施

等在 内的闲置生产能力 ， 实现供需双方产品高

效对接 。 例如航天二院基于云制造平 台 ， 将下

属 ６０ ０ 余家企业的制造资源 、 生产能力进行整

合 ， 并在线分享和优化配置 ， 实现上下游多用

户
、 多任务并行协同

，
有效解决有的生产单元

闲置 、 有的超负荷运转等问题 。 阿里 巴 巴
“

淘

工厂
”

通过整合平台上数万家企业的制造能力 ，

实现一个订单多家工厂加工在线协同 ，
利用各

工厂的空闲档期实现整合协作生产
， 为淘宝卖

家提供定制化的生产能力供给服务 。 沈阳机床

厂与神州数码 、 光大金控联合投资成立的智能

工业工程 与在 线服务平台 （
ｉ Ｓ ＥＳＯＬ ）

，
形成

大规模 、 跨地域的制造 资源池
，
打造社会化协

同的
“
一

站式
”

云制造服务平台 。 目前已实现

５５８ ５ 台智能装备联 网 ，
累计提供 ３ ５ 万多小时

服务 ，
成交订单 ５５ １ １ 单 。

制造此将成为下一个主战场

我国正处于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关键阶

段
，
也是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阶段 ，

积极利用

分享模式全面改造提升传统动能 、 淘汰落后产

能 、 扩大有效供给 、 推动传统产业迈 向中高端

的需求越来越迫切 。 分享经济模式下制造业创

新发展蕴藏着更大的能量和潜力 ， 与移动智能

时代创新效率提升相结合 ， 将大大加快分享经

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进程 ，
为我国制造业技术 、

产品和产业创新提供了广阔空间 。

分 享经济在扩大制 造业有效需求的 同时 ，

提升了制造业领域的供给质量 。 分享经济促进

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 ， 通过运用新一代信息技

术逐步推广柔性化生产 、 智能制造 、 按需生产

等新模式 ， 使可供消费者选择的范围大为增加
，

能够满足消费者个性化 、 定制化的新需求 ， 推

进制造业领域需求结构升级 。 分享经济推进制

造业领域减少无效供给 、 扩大有效供给
，
提升

整个制造业供给质量 ，
提高供需双方匹配效率

，

促进供求关系实现新的动态均衡 。

２０ １ ６ 年 ５ 月 国务院发布的 《 关于深化制造

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 》 明确要求
“

推

动中小企业制造资源与互联网平台全面对接
，

实现制造能力的在线发布 、 协同和交易 ， 积极

发展面 向制造环节的分享经济
”

。 目前制造业领

域的分享经济 刚刚起步 ， 未来几年有望迎来爆

发式增长。 随着与互联 网的深度融合发展
，
可

以预见制造业将成为分享经济的下
一

片
“

蓝海
”

。

为中国制造业转型提供新方向

目 前 ， 通过众创 、 众包 、 众扶 、 众筹 等

创新创业支撑平台分享创新资源 ，
通过 以租代

买 、 按时付费等方式
，

已形成设备租赁 、 厂房

分享等新型生产制造模式 ， 实现生产要素与生

产条件的最优组合 。
在不久的将来

，
分享经济

与实体企业的融合将体现在技术融合 、 产业融

合 、 数据融合 、 产消融合 、 虚实融合等诸多层

面 。 分享的基因将越来越多的注入到实体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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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创立 、 用工 、 研发 、 设计 、 生产 、 销售 、 服

务等各个环节。 以分布式能源 、 网络化制造与

智能制造 、 物联 网等为代表跨产业领域和跨产

业链环节 的技术整合和模式创新 ，
对接

“

云计

算 ＋ 制造业工厂
”

， 将成为产业升级重要方向 。

形成
一

个以智能制造为核心 ， 能够实现个性化

定制 、 智能化生产 、 网络化协同 、
服务化转型

的工业生 产体系与高度开放性 、 动态性 、 协同

性的创新生态系统 。

未来分享经济发展的新亮点将出 现在 制造

业领域
，
生产能力的分享将对未来经济产生根

本性影响 ：

一

是分享经济模式将成为传统企业

转型和带动产业升级的重要推动力 。 大型传统

制造企业利用 自 身的生产能力 、 销售渠道 ，
开

放资源、 获取创意
，
用互联网手段升级产业链 ，

带动小微企业共 同发展 。 小型制造企业可通过

分享经济平台实现柔性生产 ，
进入智能制造新

阶段 。 而且将有越来越多的企业与个人通过生

产能力分享平台实现微创业 。

二是共享工厂和有影响力的
一

体化产能分

享平台将逐步形成。 当前 ， 我国制造业分享经

济在机械 、 电子 、 航空航天等行业发展迅速 ，

浦现出了以协同与交易生产装备 、 系统解决方

案 、 制造能 力为 主要 内容的 共享工厂新模式 。

预计在未来几年 ，
随着智能制造的发展 ，

企业

信息化水平提升
，
大规模一体化的生产能力分

享平台将逐步形成 ，
而且在产品 、 库存 、 资金 、

知识技能 、 劳务 、
生产能力等领域将出现越来

越多的新型平台企业
，

分享经济平 台参与主体

更加多元 、 权责更加清晰 、 合作更为紧密。

三是 引 发大规模社会分工协作方式变化 。

分享经济的发展降低了企业组织生产协作的成

本 ，
促进生产组织和社会分工方式更倾 向于社

会化、 网络化 、 平台化 、 扁平化 、 小微化 ， 随

着大规模定制生产和个性化定制生产 日益成为

主流制造范式 ，
企业组织边界 日益模糊 ， 更加

强调价值链分享 、 整合与协同 。

四是将改变在工业化与泰罗制基础上的

传统就业模式 。 分享经济的高速增长孕育形成

自 由灵活的新型就业形态 ，
将进一步提升就业

岗位的创造能力和就业市场的匹配能力 ， 增加

大量灵活就业岗位 ，
缓解结构性失业问题。 分

享经济也将优化制造业就业质量和结构 ， 引导

制造业就业结构 向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升

级
，
最大限度地调动劳动者主动性和积极性 。

政策建议

过去几＋年的发展中 ，
我国较好地利用了后

发优势 ，
通过要素和投资驱动 ， 成为制造大国 ，

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 。 但随着发展阶段的不断

推进和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 ， 我们利用后发优势

的空间 日益缩小 ， 传统投入要素的边际效益 日益

递减
，
迫切需要在继续用足用好后发优势的同时

，

把握和引领分享经济发展的趋势和方向 ，
加快推

进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步伐 。 目 前 ， 我国广大制造

企业的信息化程度还较低 ，
生产资料共享利用还

处于起步阶段 ， 尚未形成较大的市场规模 ，
限制

了

“

分享制造
”

的发展。 为此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

第
一

， 加快推进产业智能化升级 ，
加快与

分享经济发展的人工智能等重点领域关键技术

研发和转化应用 。

促进人工智能与工业等领域深度融合 ， 形成

数据 动 、 人机协同 、 跨界融合、 共创分享的智

能经济形态 ，
有力支撑实体经济发展

，

全面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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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整体质量和效益 。 发展便捷高效的智能

月Ｂ务 ， 推进社会治理智能化 ， 利用人工智能提升

公共安全保障能力 ，
促进社会交往共享互信 。

前瞻布局人工智能重大科技项 目 ， 加快人

工智能关键技术转化应用 ， 促进重点领域智能

产品创新 ， 推动人工智能与各行业融合创新 ，

在制造 、 农业 、 物流 、 金融 、 商务 、 家居等领

域开展试点示范 。

第二 ， 以智能制造为先导
，
重构制造业创

新体系 ， 完善产业创新生态 。

深入推进国家技术创新工程
，
把数字化 、

网络化 、 智能化 、 绿色化作为提升制造业竞争

力的技术基点 ， 注重跨行业跨领域技术融合创

新 ， 构建结构合理 、 先进管用 、 开放兼容 、 自

主可控 、 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技术体系
，

以技术的群体性突破支撑引领新兴产业集群发

展
， 推进产业质量升级 。 鼓励引领产业变革的

颠覆性技术研发应用 ， 转化一批产业带动作用

大的科技成果包 。

提高制造业创新生态系统开放协同性 ， 形

成开放合作的创新网络和形式多样的创新共同

体 ， 带动中小企业协同创新 、 带动产学研结合 、

促进创新集群效应和积极布局全球产业链。

加强监管部门平台与企业平台对接 ，
运用云

计算 、 大数据等新兴技术对制造业分享平台进行

有效监管
，
加强知识产权等权益保障 ， 加快完善

征信体系建设 ， 构建多方参与的协同治理模式。

第三 ，加强全社会多元化制造资源高效协同 ，

加快以企业为主体的
“

生产资料共享
”

平台建设 ，

打造推动分享经济创新的战略支撑力量。

支持和 引导企业加强研发机构和共享平台

建设 ， 加强专利战略布局 ， 发展众包设计 ，
用

户参与设计 、 云设计等新兴研发模式 ， 推动宽

区域 、 跨领域协同创新和成果转移 ， 鼓励大企

业向中小微企业和创业团队开放平台入口 、 数

据信息 、 计算能力等资源 ，
提供研发资源 ，

形

成大中小企业融合创新的 良好局面。

加 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 、 国家制造业创新

中心等在引领
“

生产资料共享
”

中的重要作用 ，

引导
一批高水平科研单位瞄准产业和民生重大

需求 ， 提供持续有效的系统性技术供给和共享

解决方案 。 结合国务院 《关于国家重大科研基

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向社会开放的意见 》 的

落实 ， 加强
“

生产资料共享
”

与
“

分享制造
”

平台的建设与创新服务 ， 加大公共数据幵放共

享的深度和广度。

加强全社会多元化制造资源高效协同
，
鼓

励社会资本投资建设行业和企业平台 ， 面向细

分行业和中小企业提供云制造服务 ， 促进创新

资源、 生产能力 、 市场需求的集聚与对接 ， 推

动全产业链要素整合优化。

第四 ， 加大投资面 向新技术革命的基础建

设新设施
，
为经济社会数字化 、 网络化 、 智能

化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 。

面对新技术革命和分享经济发展需求 ， 加

大新型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 ，
主要投入方向应

从传统基础设施行业转向信息通信等新型基础

设施。 加快建设新型现代化通用基础设施 ，
重

点加快构建高速低费 、 泛在智能 、 安全可控的

新一代国家信息基础设施 ，
包括大数据 、 云技

术 、 超级宽带 、 能源互联网 、 智能电 网 、 工业

互联网等各种信息基础设施的投资 ， 弥补我国

智能基础设施发展的
“

短板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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