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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全球经济进入存量需求饱和阶段，传统规模扩张和降本增效模式已难以满足市场需求。供应

链的数字化成为推动价值创造和组织协同的关键。数字化供应链的特征在于其连接性和共生性，能够打破

地理和结构障碍，促进全球范围内的资源共享和创新。数字化不仅能提升价值创造能力，也是提升组织协

同能力的核心驱动力，有助于实现全球资源的高效配置和风险分散。因此，把握供应链数字化的基本趋势，

对于企业和经济体系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全球竞争力提升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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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global economy entering a stage of saturated stock demand，traditional scale

expansion and cost reduction and efficiency enhancement models are no longer able to meet market

demand. The digitization of the supply chain has become the key to driving value creation and

organizational collaboration. The characteristic of digital supply chain lies in its connectivity

and symbiosis，which can break geographical and structural barriers，promote global resource

sharing and innovation. Digitization not only enhances value creation capabilities，but also serves

as a core driving force for enhancing organizational collaboration capabilities，helping to achieve

efficient allocation of global resources and risk diversification. Therefore，grasping the basic

trend of digitalization in the supply chain is crucial for enterprises and economic systems to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enhanc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Key words] digitalization of supply chain；Value creation；Global economy；Resource allocation；

在全球经济发展的当下，我们已经进入了存量需求饱和

的新阶段。这一阶段，市场的竞争愈发激烈，传统的规模扩

张和降本增效策略，已经难以应对市场的快速变化和满足消

费者的多元化需求。面对这样的挑战，企业如何寻找新的突

破口，实现可持续发展，成为了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

供应链的数字化，无疑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所在。数字化

技术能够深度整合供应链资源，优化流程，提高效率，降低

成本，从而为企业创造更大的价值。同时，数字化还能帮助

企业更好地洞察市场需求，精准把握消费者偏好，为产品创

新和市场拓展提供有力支持。

因此，供应链的数字化不仅是全球供应链发展的必由之

路，更是企业在激烈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关键“抓手”。

只有抓住这个机遇，积极推进供应链的数字化转型，企业才

能在未来的市场竞争中抢占先机，实现可持续发展。

（一）供应链数字化的特征

在探讨供应链数字化的特征时，我们不得不提及其两大

核心要素：链接与共生。这两大特征不仅为供应链赋予了全

新的生命力，更在全球化的大潮中为企业创造了无限可能。

首先，让我们深入剖析供应链数字化的链接特征。与传

统的资本集中不同，数字化通过强大的网络连接功能，将世

界各地的企业、产业、国家乃至地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

种链接不仅打破了地理界限，更突破了结构性的障碍，使得

信息流、商品流和资本流在全球范围内得以自由流动。这种

流动性的提升，无疑为价值的创造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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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重要的是，数字化的链接特性还促进了资源共享和信息互

通。通过数字化的平台，企业可以更加便捷地获取所需资源，

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同时，信息的实时共享也为企业提供

了更加精准的市场洞察和决策依据。这种资源共享和信息互

通，不仅提高了企业的运营效率，更在无形中推动了整个供

应链的创新和进步。而供应链数字化的另一大特征——共生，

同样值得我们深入探讨。在供应链的每一个物理作业环节中，

都会产生大量的数据。这些数据如同一个个鲜活的细胞，共

同构成了一个庞大的虚拟世界。这个虚拟世界与物理世界相

互映射、相互影响，共同推动着供应链的发展。更为重要的

是，这个虚拟世界为物理世界提供了全新的价值创造空间。

通过数据分析、智能决策和自动化流程等技术手段，企业可

以更加精准地把握市场需求、优化生产流程、提高产品质量。

这种价值创造的过程，不仅提升了企业的竞争力，更在无形

中推动了整个供应链的升级和变革。

此外，数字化过程中的共生关系还体现在利益共同体的

形成上。在数字化的供应链中，各个环节之间不再是简单的

买卖关系，而是形成了一个紧密的利益共同体。这个共同体

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在为实现共同的目标而努力，通过共享资

源、共享信息、共享成果等方式，实现共赢的局面。这种共

生关系的形成，不仅增强了供应链的稳定性，更在无形中促

进了全球范围内的合作与和谐。

综上所述，数字化的链接和共生特征为供应链的发展注

入了新的活力。它们不仅打破了传统的界限和障碍，更在全

球化的大潮中为企业创造了无限可能。通过利用数字化的链

接和共生特性，企业可以更加高效地整合资源、优化流程、

创造价值；同时，也可以更加紧密地与其他企业和地区进行

合作，共同推动全球供应链的发展和进步。因此，我们可以

说，数字化的供应链是未来企业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实现

全球化合作与共赢的关键所在。

（二）供应链数字化的作用

以下是供应链数字化的两个核心作用：

1. 提升价值创造能力：

在全球经济日益饱和的大背景下，传统的扩大需求以实

现增长的发展模式逐渐显现出局限性。为了寻求新的增长点，

企业和国家开始将目光转向更深层次的结构性改革。在这样

的时代背景下，供应链数字化作为一种创新力量，正在逐渐

成为推动价值创造的新引擎。

供应链数字化不仅是对传统供应链的升级，更是一种全

新的商业模式和生产方式的变革。通过数字化技术的应用，

供应链中的各个环节得以更加紧密地连接在一起，实现了信

息的实时共享和资源的优化配置。这种变革不仅提高了生产

效率，降低了运营成本，更为企业带来了更多的创新机会和

市场空间。

对于中国而言，供应链数字化转型具有更加深远的意义。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正面临着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

发展的重要历史节点。传统的依靠低成本、大规模生产的发

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而供应链数字化则为中国企业提供了

实现转型升级的新路径。通过数字化转型，中国企业可以更

加精准地把握市场需求，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从而在

激烈的全球竞争中保持领先地位。

同时，供应链数字化也是中国实现强国目标和民族复兴

的现实需求。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一个国家的竞争力

已经不再仅仅取决于其生产规模和市场份额，而更多地取决

于其创新能力、资源配置能力和市场响应速度。通过供应链

数字化，中国可以进一步提升其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中的

地位，实现更高水平的开放和合作，为国家的长远发展奠定

坚实基础。

然而，供应链数字化转型并非一蹴而就的过程。它需要

企业在技术、人才、管理等多个方面进行全面的投入和改革。

首先，企业需要加大对数字化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力度，不断

提升自身的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其次，企业需要培养一批

具备数字化思维和技能的人才队伍，为数字化转型提供有力

的人才保障。最后，企业还需要在管理模式和组织结构上进

行相应的调整和优化，以适应数字化时代的新要求。

此外，政府在供应链数字化转型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

政府可以通过制定相关政策措施，为企业提供必要的支持和

引导。例如，政府可以加大对数字化技术的研发投入，推动

相关产业的发展；同时，政府还可以加强与国际间的合作与

交流，引进先进的数字化技术和经验，为中国企业的数字化

转型提供更加广阔的视野和机会。

总的来说，供应链数字化转型是全球经济背景下的必然

趋势，也是中国实现强国目标和民族复兴的重要路径。通过

数字化转型，中国企业可以不断提升自身的竞争力和创新能

力，实现更高水平的发展。同时，政府也需要积极发挥作用，

为企业提供更好的支持和引导，共同推动中国经济的持续健

康发展。

在这个数字化浪潮汹涌的时代，每一个企业都面临着前

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只有那些敢于拥抱变革、积极投入数

字化转型的企业，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实现

可持续发展。因此，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供应链数字化转型

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积极行动起来，为中国的经济发展贡献

自己的力量。

展望未来，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应用场景的不断拓展，

供应链数字化将展现出更加广阔的前景和潜力。我们期待看

到更多的中国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实现转型升级和创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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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为中国经济的繁荣和全球经济的稳定做出更大的贡献。

同时，我们也相信，在政府、企业和社会的共同努力下，中

国一定能够在全球供应链数字化的大潮中迎头赶上、走在前

列，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综上所述，供应链数字化不仅是中国企业在全球经济背

景下实现价值创造的新动力，更是推动国家经济发展、提升

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战略选择。我们期待在不久的将来，看到

更多中国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实现更加辉煌的成就，共同书

写中国经济发展的新篇章。

2.推进组织协同能力提升：

数推进组织协同能力的提升，在数字化供应链的大背景

下，已然成为企业乃至整个经济体系的重要战略任务。数字

化供应链不仅着眼于资源的整合和流程的优化，更致力于打

造一个高效协同的组织体系，以应对全球化竞争中的复杂多

变环境。

组织协同能力的提升，在数字化供应链的推进中扮演着

举足轻重的角色。传统的供应链管理模式往往局限于企业内

部或特定产业领域的协同，难以形成跨产业、跨区域的全面

合作。而数字化技术的引入，打破了这一局限，使得多式联

运、物流与产业内部的协同更加紧密，进一步推动了产业间、

区域间甚至国家间的全面协同。这种协同不仅是技术和流程

层面的简单结合，更是经营策略、管理理念乃至战略规划的

深度融合。

数字化供应链通过整合全球资源，实现了信息的实时共

享和资源的优化配置。这种全球资源的高效配置，不仅提升

了企业的运作效率，降低了运营成本，更为企业带来了更多

的市场机遇和竞争优势。同时，数字化供应链还能够帮助企

业合理分散风险，提高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在全球化背景

下，市场的变化莫测，企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数字化

供应链通过组织协同能力的提升，使企业能够更好地应对这

些挑战，实现稳健发展。

此外，数字化供应链还推动了企业组织结构的变革。传

统的组织结构往往存在着层级繁多、决策缓慢等问题，难以

适应快速变化的市场环境。而数字化技术的应用，使得企业

能够构建更加扁平化、灵活化的组织结构，提高了决策效率和

响应速度。这种组织结构的变革，进一步提升了企业的组织协

同能力，使企业能够更好地应对市场变化，抓住发展机遇。

在战略层面，数字化供应链也为企业提供了更广阔的合

作空间。通过数字化平台，企业可以更加便捷地与全球范围

内的合作伙伴进行沟通和协作，共同制定发展战略和市场策

略。这种战略层面的合作，不仅有助于企业拓展市场份额，

提升品牌影响力，更能够推动企业实现创新发展和转型升级。

值得注意的是，数字化供应链在提升组织协同能力的同

时，也对企业的管理水平和人才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企

业需要不断加强内部管理，提升员工的数字化素养和协作能

力，以适应数字化供应链的发展需求。同时，企业还需要积

极引进和培养具有数字化思维和创新能力的人才，为组织协

同能力的提升提供有力的人才保障。

综上所述，数字化供应链通过提升组织协同能力，为企

业和经济体系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和竞争优势。在全球化的

背景下，数字化已成为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和提升全球竞争

力的关键因素。因此，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数字化供应链的

重要性，积极推进组织协同能力的提升，以应对日益激烈的

市场竞争和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

未来，随着数字化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应用场景的不断拓

展，数字化供应链将在提升组织协同能力方面发挥更加重要

的作用。我们期待看到更多的企业通过数字化供应链的推进，

实现组织结构的优化、管理水平的提升和市场竞争力的增强。

同时，我们也相信，在政府、企业和社会的共同努力下，数

字化供应链将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为实现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更大的力量。

在推进组织协同能力提升的过程中，我们还需要注重跨

界合作和创新驱动。通过跨界合作，我们可以打破行业壁垒，

实现资源的共享和优势互补；通过创新驱动，我们可以不断

推动技术和管理的创新，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因此，我

们应该以开放的心态和务实的作风，积极推进数字化供应链

的发展，为企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综上所述，全球供应链发展的基本趋势体现在通过供应

链数字化的转型升级，充分利用数字化技术来构建价值创造

的能力。这种趋势反映了在全球经济饱和状态下，企业和社

会需要寻找新的增长模式，而供应链数字化提供了这样的机

遇。供应链的数字化不仅能够优化资源配置、提高效率，还

能够激发创新，打开新的市场空间，从而为人类社会的持续

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因此，把握数字化这一基本趋势，是当

前和未来供应链发展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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