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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新常态下企业管理创新的策略试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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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全球经济格局深刻变革与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背景下，经济新常态已成为企业发展的核心语境。文中以经济新常态

为研究框架，系统剖析其对企业管理提出的新要求，揭示企业在管理模式、创新机制、人才结构、数字化转型、品牌价值及

风险管控等六大维度的现存问题，并针对性提出制度创新、技术驱动、品牌重塑等七项管理创新策略。通过融合数字经济、

绿色管理等前沿视角，结合华为、海尔等典型案例，论证策略的实践路径与价值。研究不仅为企业应对新常态挑战提供理论

指导，也为政策制定者优化营商环境提供参考，具有显著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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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profound changes in the global economic landscape and Chines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the new normal of the economy has become the core context for enterprise development. The article takes the new normal 

of the economy as the research framework,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its new requirements for enterprise management, reveals the 

existing problems of enterprises in six dimensions: management mode, innovation mechanism, talent structur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brand value, and risk control, and proposes seven management innovation strategies including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technology 

driven, and brand reshaping. By integrating cutting-edge perspectives such as digital economy and green management, and combining 

typical cases such as Huawei and Haier, demonstrate the practical path and value of the strategy. The research not only provides 

theoretical guidance for enterprises to cope with the challenges of the new normal, but also provides reference for policy makers to 

optimize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which has significant academic value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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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世纪以来，全球经济增速放缓、技术革命迭代加

速、地缘政治风险凸显等趋势，推动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

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一被定义为“经济新常态”的转

型期，既是企业突破增长瓶颈的挑战，也是重构竞争优势

的机遇。当前，传统管理模式与新兴市场需求的矛盾日益

尖锐，企业亟需通过系统性创新实现可持续发展。 

1 经济新常态概述 

1.1 经济新常态的定义 

经济新常态是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

的阶段性特征，其本质是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动能

转换。这一概念在 2014 年 APEC 峰会上被首次提出，强

调经济增长速度的“换挡”不等于衰退，而是从依赖要

素投入的粗放模式转向创新驱动的集约模式。例如，中

国“十四五”规划将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比定为

10%，体现了对质量效益的追求。与日本“失落的二十年”

被动转型不同，中国新常态具有主动调控属性，通过“三

去一降一补”等政策引导产业升级。这种转型要求企业

在保持合理增速的同时，更关注技术创新、资源配置与

生态价值。 

1.2 经济新常态的核心特征 

经济新常态的特征表现为增速趋缓、结构优化、创新

主导与风险交织四大维度。增速方面，中国 GDP 增长率从

2010 年的 10.6%逐步调整至 5%左右，接近高收入经济体

常态水平。结构优化反映在第三产业占比超过 50%，消费

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突破 65%，标志着内需驱动型经济逐渐

成型
[1]
。创新驱动则体现于全国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 2.4%，

北斗导航、量子通信等技术进入全球第一梯队。风险显性

化集中表现在房地产泡沫、地方政府债务等灰犀牛事件，

以及新冠疫情等黑天鹅冲击。这些特征共同构成企业生存

发展的新坐标系。 

1.3 经济新常态的国际比较 

全球范围内，德国“工业 4.0”与美国“再工业化”

战略同样面临转型压力，但其制度环境与市场基础与中国

存在显著差异。德国凭借隐形冠军企业的技术积淀，在高

端制造领域构建壁垒；美国依托硅谷生态维持科技创新优

势。相比之下，中国新常态更具复杂性：既要应对“未富

先老”的人口结构挑战，又需在关键技术领域突破“卡脖

子”困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报告指出，中国对全球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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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贡献率连续 15 年超 30%，这种体量下的转型对全球

产业链重构具有深远影响。 

2 经济新常态对企业管理的新要求 

2.1 适应中高速增长的效率提升需求 

当经济增速从“保八”转向“稳五”，企业需通过精

细化运营挖掘存量价值。传统依赖规模扩张的边际效益递

减，倒逼企业向管理要效益。海尔集团推行“人单合一”

模式，将 8 万员工划分为 4000 个自主经营体，使库存周

转天数从 32 天降至 10 天，展现了组织变革对效率的提升

作用。资源集约化不仅体现在生产环节，更需贯穿研发、

物流等全价值链，例如京东物流通过“亚洲一号”智能仓

库将分拣效率提升 5 倍。效率竞争正从单一成本控制转向

系统化精益管理。 

2.2 创新驱动下的竞争力重构 

新常态下，模仿式创新红利消退，原始创新能力成为

分水岭。华为近十年研发投入超 9773 亿元，在 5G 专利领

域全球占比 20%，证明持续创新才能突破增长天花板。商

业模式创新同样关键：拼多多通过“社交+电商”重构下

沉市场，三年内活跃买家数突破 8 亿
[2]
。企业创新不再局

限于技术层面，更需构建用户共创、生态协同等新型价值

网络，如小米生态链孵化 290 家企业，形成智能硬件集群

效应。 

2.3 数字化转型的迫切性 

数字技术正重塑企业管理范式。三一重工依托树根互

联平台，将 20 万台工程机械接入工业互联网，故障诊断

效率提升 60%。人工智能在管理中的应用从边缘辅助转向

核心决策，平安集团智能客服替代率超 90%，每年节省运

营成本 10 亿元。数字化转型已非选择题而是必答题，埃

森哲调研显示，数字化转型成熟度高的企业利润率超出行

业平均 16 个百分点。 

2.4 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平衡策略 

“双循环”战略要求企业重新定位全球角色。安踏体

育收购亚玛芬集团后，保留始祖鸟、萨洛蒙等品牌的海外

运营团队，同时依托中国供应链降低生产成本，实现海外

收入占比提升至 35%。本土化深耕同样重要，可口可乐在

中国推出凉茶、气泡水等本土化产品，使其在华收入增速

连续五年超全球均值。这种“全球资源+本土洞察”的平

衡，成为企业应对贸易摩擦与市场波动的重要策略。 

3 经济新常态下企业管理的现存问题 

3.1 管理模式僵化 

许多企业仍在沿用传统的金字塔式管理结构，其内部

层级繁多、决策流程复杂的问题未受到充分重视，致使市

场机会未能及时捕捉。曾有一家知名家电企业，其审批流

程异常冗长，结果使得进入智能家居市场的战略窗口失之

交臂，其竞争优势被更为灵活的对手逐步取代。员工创造

力被内部刚性体制所压抑，核心人才的流失也随之不断显

现，组织潜能因固化结构而长期受限。 

3.2 创新机制缺失 

高效运作的创新生态体系在不少企业中尚未得以构

建，研发投入往往表现出保守倾向，而对失败容忍度低的

现状使原创技术的突破显得遥不可及。合作中，企业与高

校、科研机构之间在资源整合方面的配合未能达到预期效

果，科技成果在转化过程中频频受阻，致使企业在市场竞

争中实力未能得到有效增强。原有的创新环境尚未形成，

阻碍了新技术的广泛应用与推广。 

3.3 人才结构失衡 

处于转型升级关键阶段的企业，正面临新兴领域人才

与传统经验人才比例失调的问题。在智能制造、信息化推

进过程中，对具备前瞻性与专业技能的年轻人才的需求日

益迫切，而在依赖经验积累的传统领域中，老旧模式仍占

据主导。新旧人才在理念与工作方式上的不匹配，使内部

管理难度明显增加，频繁的人才更替也为企业未来发展埋

下隐患。调整人才结构已成为亟需解决的现实问题。 

3.4 数字化转型滞后 

虽然部分企业已开始引进先进的信息化管理工具，但

全流程、系统性的数字化整合尚未实现。部门间沟通障碍

和数据标准不统一的现状，使得新技术的效用无法充分展

现。技术引进与组织变革之间存在明显脱节，深层结构矛

盾暴露无遗，阻碍了利用数字手段提升运营效率的进程，

致使整体数字化转型进展缓慢。 

3.5 品牌价值弱化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中，品牌建设常常受到同质化

风险的困扰，致使企业在市场中失去独特性。产品开发与

市场定位未能形成鲜明差异，消费者对品牌的认知逐渐变

得模糊不清。模仿国际成熟模式时，若未能塑造出独特的

企业文化和内涵，品牌信任度与竞争力便会随之不断下滑，

从而对企业长远发展构成不利影响。 

3.6 风险应对能力不足 

全球经济与政治环境的频繁波动使得企业在风险管

理方面暴露出严重短板。供应链中断、政策调整、国际局

势的突变常使企业措手不及。在缺乏科学严密的风险评估

和控制体系的情况下，突发事件发生时有效措施难以迅速

落实，企业市场地位与长期战略也因此受到显著冲击，稳

健发展的能力大打折扣。 

4 经济新常态下企业管理创新策略 

4.1 制度创新：破解管理模式僵化问题 

经济新常态下，传统科层制管理模式因层级复杂、决

策迟缓等问题，难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快速变化。为此，企

业需推动组织架构向扁平化方向改革，缩短决策链条以提

升响应效率。例如华为公司通过构建“铁三角”作战单元

（客户经理、解决方案专家、交付专家），将原本分散的

职能部门整合为前端直面市场的敏捷团队，使资源配置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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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需求精准匹配。同时，管理制度设计需增强弹性，部

分企业开始尝试用 OKR（目标与关键成果法）替代传统 KPI

考核，通过动态目标设定激发团队自主性。海尔集团实施

的“人单合一”模式具有代表性，该模式打破部门边界，

将员工转化为直接对接用户需求的“小微创客”，在空调、

家电等领域实现产品迭代周期缩短 40%以上。这种制度创

新不仅缓解了科层制僵化弊端，更通过权力下放激活了组

织末梢的创造力。 

4.2 创新驱动：弥补创新机制缺失短板 

面对研发投入不足与产学研协同低效的双重困境，企

业需构建系统化的创新生态体系。技术研发方面，头部企

业正通过提高研发投入占比巩固竞争优势，如比亚迪近三

年研发投入年均增长 25%，其刀片电池技术突破推动新能

源汽车成本下降 18%
[3]
。在协同创新层面，建立产学研深

度融合平台成为关键路径，京东方科技集团与北京大学联

合建设的“未来显示技术研究院”，通过共享实验室设备

与人才资源，成功研发柔性 OLED 屏幕量产技术，打破国

外技术垄断。此外，建立容错机制对创新尤为重要，三一

重工设立“技术创新风险基金”，对研发周期超过 3 年的

项目给予持续资金支持，并允许 30%的试错空间，这种包

容性机制使其工程机械智能化水平跃居全球前列。 

4.3 人才优化：解决人才结构失衡矛盾 

复合型人才短缺与员工老龄化并存的矛盾，要求企业

实施全方位人才战略。在梯队建设上，双通道晋升体系逐

渐普及，阿里巴巴实施的“管理序列”与“技术序列”并

行机制，使云计算专家王坚博士等技术领军人物获得副总

裁级待遇，有效保留核心技术人才。针对代际差异，格力

电器推行“匠人工作室”制度，由资深技师向青年员工传

授精密制造经验，同时为年轻员工配备智能检测设备，实

现传统技艺与数字化工具的结合。校企合作方面，大疆创

新与哈尔滨工业大学共建“无人机工程班”，定制化培养

飞行控制、图像识别等跨学科人才，毕业生入职后研发效

率提升显著。这些实践表明，人才结构优化需要传统经验

传承与现代技能培养的有机统一。 

4.4 数字赋能：突破数字化转型滞后瓶颈 

数字化转型滞后往往源于技术应用与组织变革的脱

节。美的集团通过 Midea Cloud 工业互联网平台，整合研

发、生产、物流等 12 个核心系统数据，消除部门间数据

壁垒，使订单交付周期由 21 天缩短至 9 天。在技术落地

层面，人工智能正深度融入管理流程，顺丰速运开发的“智

慧大脑”系统，通过机器学习预测各网点包裹量，动态调

度运力资源，2022 年“双十一”期间单日处理峰值突破 6

亿件，未发生区域性爆仓。数字化转型更需要文化层面的

变革，平安集团设立首席数字官统筹转型战略，强制要求

所有高管参加“数字领导力”培训，这种顶层推动使寿险

智能核保率从 17%提升至 89%。这些案例证明，数字化转

型是技术工具、业务流程与组织文化的三重变革。 

4.5 品牌重塑：扭转品牌价值弱化困境 

在同质化竞争加剧的背景下，品牌建设需从功能价值

向情感价值升级。元气森林通过“0 糖 0 卡”健康概念切

入饮料市场，配合二次元 IP 形象“元小满”，在 Z 世代群

体中快速建立认知，2021 年销售额同比增长 260%。情感

连接方面，蜜雪冰城凭借“雪王”IP 的魔性舞蹈与主题

曲，在抖音平台获得超 50 亿次播放，将单价 4 元的冰淇

淋转化为文化符号。用户共创模式也成为品牌升级新路径，

小米社区聚集 2000 万发烧友参与产品设计，MIUI 系统每

周更新中约 15%的功能源自用户建议，这种深度互动使复

购率达同业 3 倍。这些实践显示，品牌价值提升需要精准

定位、文化赋能与用户参与的协同发力。 

4.6 风险管控：补强风险应对能力不足 

全球化背景下供应链风险与政策不确定性显著增加，

企业需构建多维风险防御体系。特斯拉通过在中国、德

国、美国同步建设超级工厂，实现电池供应链区域化布

局，2021 年芯片短缺期间产能仍保持 27%增长。政策应

对方面，字节跳动组建 150 人政策研究团队，实时追踪

各国数据安全法规变动，TikTok 在欧洲推出“数据本地

化”方案后，用户流失率控制在 3%以内。危机预警系统

的技术投入也至关重要，京东物流运用大数据监测全国

仓储网络，在 2022 年上海疫情期间启动“智能调度中台”，

72 小时内完成 3000 个社区保供点的物资调配。这些措

施表明，风险管控需要战略预判、技术支撑与快速响应

的系统化能力。 

4.7 可持续发展：拓展长期竞争力新维度 

ESG（环境、社会、治理）理念正重塑企业战略格局。

宁德时代将绿色供应链管理纳入考核体系，要求供应商

2025 年前 100%使用可再生电力，此举推动锂电池回收利

用率提升至 99.3%。循环经济探索方面，联想集团实施电

脑“以旧换新”计划，旧设备拆解后的金属、塑料再利用

率达 85%，每年减少碳排放 12 万吨
[4]
。这些实践不仅履行

社会责任，更带来经济效益——沃尔玛 2021 年 ESG 评级

提升后，获得绿色债券融资成本降低 1.2 个百分点。可持

续发展已从道德约束进化为价值创造工具，成为企业获取

政策支持、资本青睐与消费者认同的核心竞争力。 

5 结语 

经济新常态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深刻重

塑了企业生存与竞争的逻辑框架。本文通过系统性分析表

明，传统管理模式与高质量发展要求之间的结构性矛盾，

集中体现在组织僵化、创新乏力、数字滞后等六大领域，

而破解这些困境需要企业构建多维创新体系。华为“铁三

角”模式与海尔“人单合一”变革证明，制度创新能够激

活组织敏捷性；宁德时代绿色供应链管理、小米用户共创

等实践则显示，将可持续发展融入战略可开辟价值增长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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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度。未来，随着元宇宙、碳中和等趋势深化，企业管理

将面临技术伦理、跨境治理等更复杂挑战，但同时也孕育

着生态化协同、数实融合等新机遇。本研究为企业转型提

供了理论参照与实践路径，但需指出的是，管理创新并非

标准化模板，不同行业需结合自身禀赋探索差异化方案。

唯有持续拥抱变革、动态调整策略，企业方能在新常态浪

潮中行稳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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