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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循环背景下单打冠军企业的创新模式研究：
以贝发集团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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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国际市场竞争激烈，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发达国家凭借技术优势挤压我国制造业利润空间，严重限制

了我国制造业获取关键技术的渠道，这促使制造业企业急需利用双循环契机，通过创新突围为企业发展谋取突破口。本研

究聚焦贝发案例，深入分析其在双循环下的创新模式，紧密结合价值链理论，系统总结其成功经验，期望能为贝发及政府

政策制定、其他制造企业在双循环格局下的转型升级提供有力参考。

【关键词】双循环；制造业；创新模式

引言

制造业是国民经济支柱，在稳增长、提升国家竞争力

上有不可或缺的支撑作用。我国始终将制造业发展置于

战略高度，在政策扶持、资源配置等多方面均受到高度重

视。根据《2024 中国制造强国发展指数报告》，我国制造

业全员劳动生产率近年来有所提升，但与制造强国相比，

绝对值仍有较大差距，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制造业的

整体竞争力和经济效益。2025年两会期间，高端制造领域

政策导向明确，以“新质生产力”为核心，聚焦传统产业

升级、战略新兴产业攻坚及未来产业布局。我国制造业发

展受限，究其原因在于，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部分国

家设置贸易壁垒、实施技术封锁，而企业创新能力不足显

著，产业结构失衡亦为症结，传统制造业产能过剩。因此

我国传统制造业企业实现创新突破迫在眉睫。

现有的研究主要从创新突围和价值链重构的成因、影

响因素以及突围路径展开研究，与文章核心概念相关的理

论支撑较为丰富，这些成果构成了本文的逻辑起点。对于

全球价值链重构的研究，学者们也基本达成共识。但就目

前来看，尽管学术界对于企业价值创造的研究已经较为广

泛，但研究角度相对单一或过于宏观，对于某一区域的特

色制造企业进行深入的纵向讨论，以及对于区域特色制造

业价值链的研究仍然比较匮乏。在当前双循环背景及后疫

情时代下，中国制造业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和机遇，然而关

于实施价值链模型在行业中的服务地位和竞争优势如何形

成、价值链如何实现动态调整和优化资源配置、价值链如

何发挥产业协同创新效应等问题，当前研究仍缺乏关注和

系统分析。

本文试图以贝发集团为单案例研究对象，从价值链优

化视角，构建传统制造业价值链服务化转型升级的研究框

架，并试图回答以下两个问题：一是贝发如何通过创新突

围模式实现价值链优化；二是贝发一类的制造企业如何推

进产业集成增强稳链增链能力，向价值链高端发展以及为

制造企业创新发展提供经验借鉴。

1　贝发集团概况

1.1企业概况与转型背景

贝发集团1994年起步于木箱文具，深耕制笔行业近三

十年，从外贸代工成长为全球书写工具领军者。其圆珠笔

获“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出口超180国，年产能超20亿

支，占中国文具出口额16.7%。面对双循环和产业链重构，

贝发以价值链优化为核心，转型为文创生态链服务商，构

建“三链融合”模式，为制造业突破低端困境提供范例。 

2　三阶段创新突围路径

2.1实业筑基：全球化制造能力锻造（1994-2008）

2.1.1管理创新

贝发聚焦 OEM 代工，以弹性制造承接国际订单，2004

年欧美市场占比超60%，成为世界第三大书写工具制造

商。1996年开启“去家族化”，引入国企和渣打银行投

资，2005 年完成混合所有制改革，实现创始团队控股 60%

、高管持股5%，升级组织能力。

2.1.2技术突破

贝发借助逆向工程和专利防御积累技术，攻克笔头漏

油、墨水稳定性难题，建成首条柔性生产线模具年开发500

套，合格率99.6%。累计申请超千项专利，2006 年胜诉德国

专利诉讼，赢得国际竞争话语权。

2.1.3生产升级

打造全球最大单体“制笔城”，引入ERP系统及自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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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设备，产线工人缩减65%但产值翻番，综合生产效率达

93.5%。首创玉米秸秆环保笔，通过ISO14001认证，构建环

保3R生产体系。

2.2品牌跃迁：供应链服务化转型（2009-2018）

2.2.1战略重构

贝发于2009年提出“中国文具供应链运营商”定位，整

合上下游6000余家中小企业，构建“4+1”品牌矩阵，产品

品类扩展至6大类。搭建供应链协同平台，实现订单响应效

率提升40%，物流成本下降18%。

2.2.2技术纵深

贝发突破圆珠笔头精密加工这一“卡脖子” 技术，油

墨触变性达国际标准，国产笔头替代进口率超80%。每年申

报专利超百项，27项专利、24项商标在海关备案，年均阻

截200多起仿冒产品出口。

2.2.3生态赋能

贝发推出获欧盟认证的PLA生物降解笔，使环保产品占

比升至35%。首创的 “1+4”供应链模式，为中小企业提供

一站式服务，带动产业链毛利率提高5.2个百分点。

3　数智突围：双循环生态构建（2019至今）

3.1战略升维

2024年建成东南亚8国品牌中心，出口份额逆势增长

12%，国内文创定制业务年均增速达45%。上线“贝发国际

APP”，集成30万SKU，链接3万B端客户，实现跨境供应链

72小时极速响应。

3.2技术迭代

贝发引入伯乐EKS注塑机，能耗降低20%，笔头加工精度

达±0.002mm，替代进口率超90%。构建批流一体数据平台，

生产数据秒级分析支撑动态排产，库存周转率提升30%。

3.3生态协同

依托省级文创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孵化设计师品牌

200+，衍生IP产品贡献营收25%。光伏覆盖50%厂区，碳减

排量同比减少18%，获评国家级绿色工厂。

4　转型成效与行业启示

贝发集团通过“技术立基—服务增值—生态赋能”三阶

跃迁，毛利率从15%提升至23%，带动75%产业链中小企业数

字化，2024年外贸规模突破50亿元居行业首位。其创新路

径为：以单项冠军技术深耕细分市场构建竞争壁垒，通过

国内需求定制与国际规则主导突破“低端锁定”，从产品

输出转向标准、平台输出重构价值分配。该模式印证，传

统制造业可借“硬科技+软生态”双轮驱动，在双循环下实

现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方案”的跨越，为产业链高质

量发展提供实践样本。

5　企业发展遇到的问题

 5.1核心问题：价值链地位固化与品牌溢价能力薄弱

贝发集团虽占据全球文具市场份额第一，但2023年海外

毛利率仅22%，低于高端品牌；高附加值品类营收占比不足

15%，仍以书写工具占比20%等中低端产品为主。

关键核心技术依赖进口，研发投入集中于工艺优化，而

非原创技术攻关，研发成果转化率低，2023年150名研发人

员仅推出150款新品，其中30%为迭代产品。在欧美与国内

市场未能通过品牌叙事提升溢价能力，且与同行业相比定

位重叠。

5.2内部威胁：生态平台依赖症与创新边际递减

贝发“文器谷”平台入驻企业2000家，但35%企业不

愿共享数据，协同效应受限，2023年研发投入3000万元

仅带动营收增长15%，2024年增速降至11%，显示创新效

率下滑。

5.3生态主导权弱化

平台盈利依赖交易佣金占比60%，缺乏增值服务如金

融、物流收入，无法深度绑定合作伙伴，10万零售商价格

战导致整体毛利率下降2.3个百分点。

5.4创新边际递减

自动化改造红利释放殆尽人工成本从1角降至1分后难有

进一步下降空间，研发方向集中于量产工艺改进，而非颠

覆性技术如可降解笔材、墨水循环系统。

6　外部挑战：全球化裂变下的供应链安全与成本压力

2023年红海航运危机导致欧洲订单交付周期延长30

天，暴露供应链脆弱性，技能工人流失率高达20%，培训成

本攀升。

6.1地缘政治风险

中美贸易摩擦下，由于关税影响会压缩出口利润空间；

东南亚国家劳动力成本低，但对技术要求低的产业转移构

成威胁。

6.2成本刚性上升

中国劳动力年龄结构恶化2025年适龄劳动力减少8%，越

南工厂面临招工难，原材料价格波动如塑料粒子年涨幅12%

挤压利润率。

7　转型必要性：从“规模经济”到“范围经济”的生

死劫

文具行业年复合增长率仅4%，传统制笔业务饱和，贝

发2023年智能文具营收占比仅8%，依赖低成本的“规模经

济”难以为继，2025年后增速或跌破5%，高端市场被欧美

品牌垄断，中国企业文化输出不足。双循环政策和“十四

五”规划要求下，贝发22%海外毛利率未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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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发转型困境源于“制造业服务化”价值重构难题。

其经验表明，要靠“国产化替代+原创技术”提升技术穿

透力，重塑价值链地位；推进数据资产化，把用户和供应

链数据转化为决策资产；增强生态主导力，从“交易撮合

者”变为“产业操作系统”。在双循环与数字经济背景

下，传统企业需通过“三化”跃迁实现价值链创新，才能

在全球价值链重构中占得先机。

8　贝发集团创新突围实现路径

新兴数字技术在与制造业企业结合过程中过程要求企业

具备敏捷响应特征，借助现有的数字技术为自身内部价值

链赋能是企业建立快速反应机制的有效路径。

8.1双循环大势下强化价值赋能，扩大市场供应渠道

强化国内大循环

贝发深耕本土市场，调研分析消费者需求，精准定位后

推出契合国内消费者喜好的文具产品。通过与国内大型零

售商、电商平台合作拓宽销售渠道，整合优化供应链，提

升生产效率、产品质量并降低成本，满足国内市场对高性

价比文具的需求。 

8.2拓展国际循环

贝发积极拓展国际市场，构建多元化布局，借助参加

国际展会、建立海外销售网络实施品牌出海战略，创新

S2B2C/O2O模式，拥有众多品牌运营、分销及终端渠道。尤

其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通过定制化生产、品牌合作

提升竞争力。贝发还打造品牌出海育商体系，通过一星直

达系统筛选、培育、训练客户，实现优商反哺市场。

贝发通过内外联动的方式，实现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相

互促进。

9　精细内部价值链结构，促进服务化转型

9.1技术创新与智慧引领

贝发依托精密模具加工、匹配技术、数字化智能制造等

六大核心技术，提升产品附加值，推动价值链升级与转型。

其“左型右色，人单合一”创新机制激活员工创造力。

9.2以消费者角度为出发点

面对数字化冲击，贝发集团构建“文器谷”数字化供应

链营销平台，打通线上线下及国内外市场，形成特色文创

产业链体系。平台围绕五大核心环节打造“云、链、库、

社、创”五大体系，提供高度定制化产品方案，满足多样

化需求。

10　助力价值链高端发展，打造供应链服务平台

10.1危中求变向高端价值链转型

2009年贝发集团战略转型，从传统文具制造商转向文具

流通服务商，构建集创意设计、研发制造、市场推广、物

流配送、供应链融资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平台。此举释放生

产潜能，打造中国首个文具流通服务平台，引领产业向价

值链高端升级。

10.2完善供应链服务平台

面对供应链不确定性，贝发集团提出文具供应链概念，

打造以商品交易、创意设计、制造、分销物流为核心的供

应链服务平台，构建人货场互动的数字化营销平台，发挥

龙头引领作用。

11　增强稳链增链能力，推进产业集成化

11.1上游整合下游拓展，促进供应链集成

贝发集团凭借品牌和市场优势，整合上游供应商资源，

与原材料、零部件供应商建立长期合作，优化采购流程，

保障供应链稳定高效。在下游，通过发展加盟、直营门店

和电商渠道等，构建多元销售网络。

11.2技术创新与研发集成

贝发加大研发投入，组建高素质团队，配备先进设施。

同时，积极与高校、科研机构开展产学研合作，共同攻关研

发，实现资源共享与优势互补，提升研发实力和创新能力。 

11.3数字化与信息化集成

为推进数字化转型，贝发集团积极开展数字化建设。贝

发引入信息化管理系统、建设数字化工厂，实现生产自动

化、智能化、精细化管理，加强数据收集分析。 

结论

随着“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逐步构建与数字经济时代

的全面到来，数字经济已成为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

动力，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则成为了各行各业转型升

级的必由之路。为传统制造业企业在数字化转型的道路上

提供了新的思路与方向，助力其在数字经济浪潮中稳步前

行，实现跨越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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