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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on

供应链关系与企业技术创新
朱凌

上海中核维思仪器仪表有限公司，中国·上海

技术创新与供应链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技术创新实际是以客户需求为导向的，由企业进行实现，最终以满足市场需求为
目的，基于此，论文首先分析了供应链的内容，然后分析了供应链关系与企业技术创新之间的影响，供相关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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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技术创新与供应商和客户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而且技

术创新作为一项高投入的活动，技术创新的周期比较长，且

投资方向不可逆，而且，技术创新的最终回报也是不确定的，

如何实现技术创新的高价值回报，也是当前学术界研究的主

要课题之一，技术创新不仅要从内部资源进行观察，而且还

需要从外部环境等角度进行同时期的观察，如此才能更好的

确定技术创新是否能为企业带来更多的利润回报，而技术创

新也是一项密集型的投资，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进行技术的

研发，一项好的创新技术会有更持续的投资意愿，也会吸引

更多的投资商进行投资研发，而中国属于市场经济，也属于

关系型的社会，与技术创新这一项目密切相关的企业顾客和

供应商等人，也会是成为创新技术研发的阻碍或者动力，而

供应商和客户连接在一起，能够影响经济的走势，也能够影

响企业未来经济的发展方向，因此研究供应关系与企业创新

技术之间存在的关系，显得非常重要，论文从供应链的角度

进行分析，阐述技术创新的影响。

2 供应链概述

目前学术界认为最广泛的供应链接是以围绕企业为核

心的供应链，包括供应商、制造商、分销商、批发商、零售

商以及用户，形成的一个整体，并利用核心企业这一个重要

的角色，实现对四流的控制和协调，也就是说实现对物流、

资金流、信息流以及工作流等内容的协调与控制。从原材料

开始，一直到成品与产成品，每个环节包含在内形成的一个

网络结构，从上至下层层递进，这就是供应链的组成。

供应链的形成是市场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市场发展

过程中重要的一环，能够有效地连接顾客，企业和生产厂家。

而供应链的形成主要是以顾客为导向的，也就是说顾客在供

应链关系中，占据主要的地位，没有顾客的供应链，不是一

个完整的供应链，满足不同顾客的个性化需求，满足不同企

业的需求，以及满足不同厂商的要求，才能更好地实现供应

链的发展，也才能更好的实现供应链的进步，才能应对剧烈

的市场竞争。

3 供应链与企业技术创新的关系

3.1 供应商集中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

供应商与企业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供应商的集中是

企业能够进行技术创新的基础，稳定的供应商来源，企业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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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更好的进行自身技术的提升，投入更多的资金成本到科研

项目当中。企业与上游的供应商形成稳定的关系，不仅能够

减少时间成本，能够减少交易成本，企业成本的降低，才能

更好的让企业扩大利润收入，企业对供应商有着较强的依赖

性，如果供应商和企业之间的关系一旦破裂，那么企业将会

陷入危险当中，重的甚至面临着破产的可能，此在对技术革

新时，会更加的慎重考虑，不利于技术的创新，企业如果和

供应商的关系破裂，在短时间内找到一家替代供应商非常不

容易，也就会给企业带来经营风险，因此供应商集中对企业

来说非常重要。

为了控制总体风险，企业会减少研发创新投资 [1]。大

供应商发生改变后，企业与其在长期合作中形成的专有资

产在短时间内难以转移，无法抵押给银行来获取银行信贷，

进一步加剧外部融资约束。随着供应商与企业紧密程度的加

深，出于对大供应商的承诺性动机，即保持货款支付能力和

稳定的长期合作关系，企业选择增加大量现金持有 [2]，谨慎

考虑研发资金投入。在内部可投入资金缺乏，外部融资约束

受阻的情况下，技术创新受到了抑制。

此外，经济依存度高的经济主体之间存在危机传染效

应 [3]。公司危机会在上下游企业之间相互传染，下游企业财

务危机会影响到上游企业市场价值。从传染效应的角度，关

联度较高的供应商会考虑下游企业财务风险状况，如果下游

企业面临较高的财务风险，会直接影响到供应商产品销售与

账款收回，从大供应商的创新需求来看，当下游企业进行风

险较高、投入较大的创新投资时，大供应商会考虑到下游企

业面临的风险状况出于预防动机反对下游企业过多的研发

投入，从而不利于企业的技术创新 [4]。从供应商集中的经济

后果创新需求角度，供应商集中度较高均不利于创新投入。

3.2 客户集中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

在市场经济发展中，技术创新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服务

于社会，而不是单纯一味的追求新技术。因此大客户的集中

才能更好的促进供应链的完整，客户集中能够使企业实现资

金来源的稳定，降低企业的财务风险，企业拥有更多的大客

户，才能使企业创造更高的利润收入，稳定的客户来源也是

银行对企业进行贷款的一个重要考核指标，大客户的集中也

是企业与客户之间信息共享的一个重要平台，在市场中客户

拥有大量的信息，市场信息，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也需要对

客户进行深度的挖掘，企业与客户进行深度的交流，才能了

解市场的发展规律，针对市场的需求进行技术的革新，稳定

的供应链关系，也是企业能够持续发展的基础，企业可以通

过密集的客户，更快速的确定技术创新的方向，也就能更少

的投入资金和成本，实现更快的科学技术产品的转化。针对

客户需求实现的技术创新，也能让企业在市场中更好的站稳

脚跟，更好的推动市场经济的发展，提升自身的竞争能力，

因此客户集中，对于企业技术创新来说，可以更好的促进企

业技术创新的实现。

3.3 融资约束的中介效应

由于技术创新是一项投资大周期长的活动，资金不够

充足的企业，对于技术创新处于谨慎的状态，企业的内部资

金足够企业进行技术研发时，进行外部融资事业相对比较容

易，而相反的，如果企业自身内部的资金不足以支撑企业进

行技术的研发，那么在进行外部融资的时候，也会受到一定

的阻碍，且企业承担的风险更大，企业对于自身的发展战略

一直属于谨慎的状态，在面对资金不足的时候，更难进行自

主的技术创新。当供应链中的供应商比较集中时，更有利于

供应链中的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意向，供应商的集中可以使

企业获得更多的外部融资，也能够更好地实现企业技术的革

新，融资的约束对于企业技术创新来说，严重阻碍了企业进

行技术创新的动机，企业仅仅依靠少数大供应商时，企业处

于不利地位，能够进行谈判的条件更少，获得融资的机会也

更低，这也不利于企业创新的发展，而企业如果能够与供应

商之间有稳定的联系，银行在进行企业信贷评估时，也会加

深对企业的印象，从而为企业贷款的可行度更高，但如果没

有稳定的关系，那么银行在给企业放贷时，就会慎重考虑，

从而影响放贷的金额，企业得不到资金的支持，那么对于创

新技术来说，也会选择保守而不进行创新，因此供应链的集

中度，会导致融资约束，融资也会影响技术创新的发展进度。

4 促进科技创新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目前中国实际面临的一些问题是，企业对基础研究等

内容不够重视，在基础科研工作中投入的关注度不高，由于

企业在科研领域的投入偏低，也导致了中国企业自主创新能

力不足，在市场竞争中的竞争力还有待提升，虽然目前中国

华为在科研技术研发上属于领跑地位，但大多数企业对于前

沿技术的研究依然不重视，并没有自动自发地进行前沿技术

的研究，目前也需要企业发挥自身的价值和作用，通过龙头

企业的带动，加强高校院校的支持，实现创新技术的联合发

展，从而更好的实现高科技成果的转化，同时也促进科技创

新与经济的深度融合，实现国内科技创新的再一步发展。

在当前发展阶段，中国应该发挥双循环的作用，实现

市场规模体系的完备，以依据科技创新的发展规律，依据市

场发展和供应链的发展规律，实现市场研发机制的完善，形

成一个以市场为导向，围绕企业，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创新

体系。在这个阶段中，应该发挥龙头企业的带头作用，加强

对新技术科技产业的研发，在国家政策技术支持的情况下，

企业应该大力的进行科学技术创新的研究，如人工智能量子

科学，组建一批高科技人才，围绕龙头企业的引导作用，实

现上中下游的企业融会贯通，并且加强龙头企业在供应链侧

的控制能力，吸引更多的企业进入到供应链循环体中，实现

全球共赢的目的；国家在政策方面应该积极支持企业进行科

学技术的研发，可以通过来降低企业的资金税收，鼓励企业

进行技术的创新，或者政府可以对企业进行税收补贴，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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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科学项目资金的补贴，积极的鼓励更多的人士和企业投入

到技术创新的这个平台中来，实现产业的共性，从而推动国

家产业链的发展，在可控制的情况下，实现供应链的多元化

发展，靠国内的供给技术，构建一个可自控的安全供给体系，

以确保供应链的稳定运行以及创新技术的稳定革新。

5 结语

综上所述，供应链在企业技术创新中占据重要的地位，

与供应链中的上游供应商以及下游的客户相对接，企业才能

更好的为技术创新提供方向，加大对资金的投入与力度，才

能更好的实现企业技术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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