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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工业革命”将重塑国际产业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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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提示】“第三次工业革命”将是一场技术经济范式意义上的技术、管理、制度和政策的

全面协同变革，这场变革终将带来工业组织结构、产业竞争范式和全球工业竞争格局的重大调整。 

 

 

当前方兴未艾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是由于人工智能、数字制造和工业机器人等基础技术的成熟和成本

下降，以数字制造和智能制造为代表的现代制造技术对既有制造范式的改造，以及基于现代制造技术的新型制

造范式的出现，其核心特征是制造的“数字化”、“智能化”和“个性化”。促进“第三次工业革命”不断深

入的根本性技术驱动力量在于数字制造、人工智能、工业机器人和添加制造等基础制造技术的创新和突破。近

些年，这四项关键基础技术的技术路线、技术创新速度和应用广度都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从而分别在不同程度

上替代或补充了传统工业生产方式下的实物制造、劳动技能、简单劳动和减材制造。除了技术的外生驱动，

“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不断深化也是主要工业化国家体现其战略意图的制度安排和政策设计内生诱致、拉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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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新的基础制造技术和制造系统使得“第三次工业革命”背景下的工业生产正逐步呈现出一系列新的技术特

征：生产系统控制的一体化、制造过程的智能性、制造系统的微型化、全生命周期产品的制造能力、友好的人

机关系。“第三次工业革命”将是一场技术经济范式意义上的技术、管理、制度和政策的全面协同变革，这场

变革终将带来工业组织结构、产业竞争范式和全球工业竞争格局的重大调整。 

自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以来，具有主导性的制造范式大致经历了从单件小批生产到大规模生产、到大规模定

制、再到全球化个性化制造的三次转变。 

单件小批制造是工业生产发展的起点。单件小批制造范式的特点是生产完全按照不同客户的个性化要求进

行，技术工人使用通用机械每次生产只能完成一件或几件非标准化的产品。19世纪末期这种制造范式的应用范

围和技术复杂度达到顶峰。大规模生产是推进工业社会发展最重要的加速器之一，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成

果，其核心内容是利用由专业化设备组成的流水线来大批量生产标准化的产品。大规模生产的专业化和标准

化，不仅充分利用了生产的规模经济，从而显著降低了生产成本，同时也大大提高了产品的精度。大规模定制

是20世纪80年代由信息技术与制造技术融合而催生的一场生产方式变革，是“第三次工业革命”孕育阶段的产

物。大规模定制的基本思想是通过产品架构和制造流程的重构，运用现代化的信息、新材料、柔性制造等新技

术，把产品的定制生产问题全部或者部分转化为批量生产，为小批量、多品种市场提供低成本的产品。产品模

块化是大规模定制之所以能够以足够低的价格向消费者提供丰富的产品选择的重要技术基础。 

由美国密歇根大学Koren提出的全球化个性化制造范式是全球化浪潮下,企业为适应日益激烈的跨国竞争而

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兴生产范式，其核心特征是制造对全球的个性化市场需求的快速反应，可以认为是“第三次

工业革命”取得突破和深入发展后的结果。全球化使得市场的国家间边界变得越来越模糊。因而，一方面，由

于全球企业参与全球市场的争夺，过去稳定的市场结构变得不再稳定，每个企业的剩余需求都变得难以预测，

制造和产能的灵活性在竞争中的重要性突出出来；另一方面，越来越挑剔的消费者和更加激烈的企业间竞争共

同推动了消费需求由规模化向小众化、甚至个性化发展，即企业生产的产品不仅要能够满足细分市场上具有相

似偏好的消费者，而且要能够以消费者可承担的价格满足其独特需要。可重构生产系统和添加制造技术的快速

发展大大提升了工业满足这些新的市场要求的能力，是实现全球化制造范式的最主要的技术支撑。 

“第三次工业革命”之所以可以称为“工业革命”，而非一般的“科技革命”，是因为其影响不仅仅囿于

科技的范畴，而且是在产业或经济的层面使得市场竞争的资源基础、产业竞争范式以及国家间产业竞争格局发

生了的深刻变革。 

“第三次工业革命”将改变企业核心竞争力所依赖的资源基础。一方面，制造的战略功能被重新定义。在

传统的创新系统中，制造仅仅是“实现”创新的一个环节。而随着全过程数字制造技术的成熟，“设计、开发

和制造”的一体化产品发展将使传统的“线性”创新过程变为一体化的“并行”创新过程，制造直接成为创新

的一部分，现场像实验室一样成为创新的场所，制造资产成为企业创新系统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制造企业的

关键人力资源基础将由操作型员工和技能型员工向知识型员工转变。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制造范式下，劳

动者的核心人力资源不再是大规模生产模式下的简单的机械操作能力，也不仅仅是传统大规模定制范式和丰田

精益生产方式所要求的掌握了多种机械工作原理、熟悉机械操作诀窍的能力，而是兼具能够准确理解市场需求

和产品架构并能直接参与产品设计和生产的创造能力和执行能力。这种具有稀缺性和差异性的创造性劳动不仅

是经营成本，更是企业竞争的战略性资产。 

“第三次工业革命”将重塑国际产业分工格局，后发国家必须寻求新的产业赶超路径。现代制造降低了工

业对简单劳动的依赖，同时赋予产品更加丰富的竞争要素。因此，制造业的价值创造能力使其在产业价值链上

的战略地位将变得与研发和营销同等重要，甚至超越其他的价值创造环节，过去描述价值链各环节价值创造能

力差异的“微笑曲线”有可能变成“沉默曲线”甚至“悲伤曲线”。发达工业国家不仅可以通过发展工业机器

人、高端数控机床、柔性制造系统等现代装备制造业控制新的产业制高点，而且可以通过运用现代制造技术和

制造系统装备传统产业来提高传统产业的生产效率，通过装备新兴产业来强化新兴技术的工程化和产业化能

力，同时，由于现代制造系统与服务业的深度融合（典型如开放的软件社区和工业设计社区），发达国家在高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 -中国社会科学网 -海疆在线 -中国航空新闻网 -人民论坛网   

网站备案号:京公网安备11010502020184  

京ICP备11013869号-1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版权所有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使用 总编辑邮箱：zzszbj@126.com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15号院泰达时代中心1号楼11-12层 邮编：100026 

端服务业形成的领先优势也可能被进一步强化。“第三次工业革命”不仅会削弱发展中国家的传统比较优势，

而且有利于发达国家形成新的竞争优势。如果后发国家不能充分利用现代制造技术创造的技术和市场机会，

“第三次工业革命”将使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中心—外围”世界分工体系被进一步固化。传统“雁阵理论”

所预言的后发国家产业赶超路径可能被封堵。随着现代制造技术和制造系统的大规模应用，发达工业国家不仅

可以在产品创新和品牌方面抑制后发国家，甚至能够利用具有更高生产效率的制造直击后发国家的初始优势，

后发国家的工业赶超将面临来自发达国家的全方位抑制。 

“第三次工业革命”将促进国家间产业竞争范式由企业间竞争和供应链间竞争向生态系统间的竞争转变。

现代制造技术发展对产业组织结构的影响可能是二元的：一方面，由于前沿制造技术的开发和应用仍然需要大

规模的研发投入和前期投入，因此只有那些具有多元的产品线和足够高市场份额的大企业才有动力率先投入和

使用先进制造技术和制造系统；与此同时，设计、开发和制造的一体化也会一定程度上逆转过去几十年发生的

由外包导致的全球价值链逆向分离趋势，制造与研发的协同效应可能加强一体化大企业的竞争优势，从而推进

生产性资源的集中。另一方面，新兴制造技术也可能提高小型化、分散化经营的经济性。例如，以3D打印机为

代表的个性化制造和网络开放社区的发展，将大大促进以个人和家庭为单位的“微制造”和“个人创业”等极

端分散组织方式的发展。产业组织结构多元化的背后，是产业组织形式的生态化。虽然通常情况下平台企业掌

握产业竞争的关键资源，但平台自身的竞争力常常是脆弱的，而且往往是多个企业共同支撑一个平台，或者同

一个产品涉及多个平台，因此很难识别决定产业长期竞争力的核心资源的“位置”在哪里。不是某个核心技术

或某个企业决定产业的竞争力，而是整个系统的质量决定了产业的生命力。现代制造技术则使得一国的整个创

新生态系统的适应性和动态能力，以及本国企业在全球创新生态中的“位置”成为获得产业长期竞争力的关

键。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原题《“第三次工业革命”与中国经济发展战略调整——

技术经济范式转变的视角》，梁华   孙三百摘） 

原文刊于《中国工业经济》2013年1期，（原文约22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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