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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力爭10年變製造強國
實施「中國製造2025」需過品質品牌創新門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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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明珠：中國企業亟需轉型升級

兩會兩會聚聚焦焦
中國製造篇

融資是製造業發展一個無法
迴避的問題。全國人大代表、
TCL董事長李東生在今年兩會
期間就坦言，現在企業融資太
難，大部分投資基金不願意把
錢投到長期產生價值的工業領
域中去。TCL去年融資時，他
上門磕了無數次頭，才融到了
錢。他希望，政府能對支持工

業發展制定更為有效的政策和措施，引導更多的
資金投入到工業領域。
李東生表示，現在工業融資太難，大部分投資基
金是不看工業的，他們不願意把錢投到長期產生價
值的工業領域當中去。TCL去年擬增資57億元人民
幣，卻不獲市場青睞，他費盡力氣才得到投資。

業界呼籲有效扶持
李東生認為資本冷落工業的原因，主要是整個工

業利潤率、回報率偏低。一方面，勞工成本上漲導
致工業成本上漲，這對很多製造企業構成較大的壓
力；另一方面，外資把一部分製造業轉移到國外，
導致國內供應鏈採購數量相應減少，使得產能過剩
進一步加劇，擠壓了相關企業的利潤。現在很多在
實業打拚多年的企業家都萌生退意，改做投資或者
其他的業務，不願意再幹實業。
李東生希望，政府為支持中國工業發展制定更

為有效的政策和措施，比如優惠的稅收和財政政
策等，引導更多的資金投入到工業領域，特別是
支持建立有國際競爭力的跨國產業集團。
全國政協委員、財政部財科所原所長賈康認

為，應該給予工業有效合理的支持政策。一方
面，通過改革，讓商業性金融機構充分競爭，以
實現產品多樣化，滿足不同企業的融資需求；另
一方面，對中小微企業，尤其是有技術創新能力
的企業，可以考慮創新政策性投融資機制，比如
建立產業基金，扶持相關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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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振超許振超

全國人大代表、格力電器董
事長董明珠認為，「中國製造
2025」對整個中國的製造業都
提出了一個新的奮鬥目標。在
她看來，中國企業就是要轉型
升級。一方面製造要轉型升
級，二是技術研發要轉型升
級。她認為，中國企業的走出
去，不僅僅是產品走出去了，

更重要的是讓更多人通過中國的產品來了解中國。
中國製造既要佔據全球製造業第一大國的位置，更

要有製造大國的內涵。董明珠說，可能到了2025
年，中國產品能夠真正走向世界，不再是簡單的數
量變化，而是更有內涵。它包括我們的中國文化走
向世界，同時也是我們的技術走向世界。
董明珠說，在任何場合她只要有機會講話，就
會呼籲中國企業重新檢討自己。她認為，製造過
程非常重要。「如果我們還是用低的勞動力成本
來支付，我們勞動者的生活能有更高的改善和提
高嗎？這是企業家要思考的問題。我們一定會走
向世界，因為我們中國走出去的是質量和技術。
這才是我們真正走向世界的價值。」

「中國製造」要如何抓住歷史機遇，搶佔新一輪發
展制高點？學界普遍指出，「製造業2025」為正處於
產業鏈低端向高端艱難「爬坡」階段的中國製造業指
明了發展方向。中國工程院院長周濟強調，數字化、
網絡化、智能化是新一輪工業革命的核心技術，應該
把智能製造作為製造業轉型升級的突破口和主攻方
向，放在「中國製造2025」的核心位置。
周濟說，當前正在孕育中的新一輪工業革命對

中國來說是極大的機遇。西方發達國家是一個
「串聯式」的發展過程，在實現了工業1.0、2.0、
3.0後，正向工業4.0邁進。但中國作為新興工業國
家，在別人邁向4.0的時候，我們還在進行工業
2.0。不過，現在彎道超車的機會出現了。
周濟表示，新一輪工業革命將重塑全球經濟結
構和競爭格局，現在世界主要國家都在尋找科技
創新的突破口，中國和發達國家掌握新一輪工業
革命核心技術的機會是均等的，如果中國可以掌

握核心技術，就有可能發揮後發優勢、實現跨越
發展。他還認為，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是新
一輪工業革命的核心技術，應該把智能製造作為
製造業轉型升級的突破口和主攻方向，放在「中
國製造2025」的核心位置，使其貫穿在產品創
新、製造技術創新和產業模式創新的各個方面。

政府應助企業釋放潛力
全國政協委員、財政部財科所原所長賈康則認

為，美國之所以能夠坐穩世界製造業頭把交椅，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把握住了上個世紀90年代，硅
谷所引領的新一輪科技創新浪潮。中國現在要爭
取的，就是要把握住新一輪工業革命的機遇，後
來者居上，實現彎道超車。賈康還指出，除了把
握準發展方向，還需要政府營造一個高標準、法
制化的營商環境，通過改革，進一步激發企業創
新動力，釋放企業發展潛力。

■中國製造需要突破
大而不強的尷尬困
境。 網上圖片

工業強國之工業4.0計劃

德國德國
核心技術是核心技術是CPSCPS
（（信息物理融合系統信息物理融合系統），），即即
依托物聯網依托物聯網、、計算機計算機、、大數大數
據據，，核心是智能工廠核心是智能工廠，，包括包括
工業自動化控制系統工業自動化控制系統、、移動移動
互聯和智能機器人互聯和智能機器人。。

美國美國
工業工業44..00的概的概
念更多的被念更多的被「「工業互聯工業互聯
網網」」取代取代，，其基本理念其基本理念
是將虛擬網絡與實體連是將虛擬網絡與實體連
接接，，形成更具有效率的形成更具有效率的
生產系統生產系統。。

日本日本
一大特色即對人一大特色即對人
工智能產業的探索工智能產業的探索，，由於由於
日本老齡化問題非常嚴日本老齡化問題非常嚴
重重，，日本希望通過人工智日本希望通過人工智
能解決勞動力斷層能解決勞動力斷層，，降低降低
高昂的勞動成本高昂的勞動成本。。

全國「兩會」期間，如何使中國躋身世界製
造強國之列，成為代表委員們熱議的話

題。不少人認為，中國製造長期以來依靠高銷
量、低附加值打天下的時代已經結束了，品
質、品牌與創新能力是中國製造從大到強必須
逾越的一道門檻。
「中國製造2025」圍繞創新驅動、智能轉型、
強化基礎、綠色發展、人才為本等關鍵環節，以及
先進製造、高端裝備等重點領域，提出了加快製造
業轉型升級、提升增效的重大戰略任務和重大政策
舉措。可以說，這是一份中國製造業全面升級、進
入全球製造業第二方陣的路線圖和時間表。
「『馬桶蓋事件』的發生，我們國家很多部門

應該為此感到臉紅。」全國人大代表、青島前灣
集裝箱碼頭有限公司工程技術部固機高級經理許
振超提起這件事就抑制不住內心的激動。「說到
底還是質量問題。」許振超痛心地說，其實何止
是馬桶蓋，在他常年工作的崗位，港口起重機用
的鋼絲繩全部是國外進口的。「其實不僅是鋼絲
繩，就連我家裡的下水管道也很難買到稱心如意
的。」許振超說，從1999年搬進新家，到現在16
年的時間裡，他家裡的下水管道至少已經換了7
次。對國內產品痛心之餘，讓許振超憂心的是：
從馬桶蓋到鋼絲繩，再到下水管道，老百姓日常
身邊不爭氣的產品為何這麼多？
許振超代表憂心的，其實也是現在民眾普遍憂
心的問題。作為製造業大國，中國的製造業到底
出了什麼問題？

傳統製造業「空心化」
根據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2014年數據，中國製
造業淨出口居世界第一位。按照國際標準工業分
類，在22個大類中，中國在7個大類中名列第
一，鋼鐵、水泥、汽車等220多種工業品產量居
世界第一位。但中國的工業競爭力指數在136個
國家中僅排名第七位。
另一份世界製造業陣營劃分中，中國與英國、

法國、韓國被劃歸於第三方陣，美國高踞第一方
陣，德國、日本緊隨其後。分析認為，中國與第
一、第二方陣國家的差距主要是全
員勞動生產率低、創新能力薄弱、
知名品牌缺乏、產品附加值低。
除了缺乏核心競爭力，中國製
造近年來還面臨一個更嚴峻的問
題，傳統「低成本」優勢正在逐
步喪失，製造業有滑向「空心
化」之憂。全國政協委員、工信
部原部長李毅中就擔心地表示，
中國製造業正在出現資本游離、
人才流失、要素轉移、效益低下
等問題，有「脫實向虛」的危險
傾向。
今年初，內地勞動密集型企業

迎來一波「倒閉潮」，讓更多人看到了危機正
在逼近。隨着勞動力、土地、環境等一系列生
產要素成本全面上升，低端製造業正承受來自
東南亞等國家的擠壓；同時，歐美日等發達國
家在金融危機後也謀求製造業回歸，這讓中國
「世界工廠」的光環逐漸變得暗淡。

三年醞釀中國版4.0計劃
面對這種雙重夾擊，「中國製造」要如何突
圍？業界一直期盼國家能夠有「頂層設計」。今
年兩會，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就給出了
一張王牌——實施「中國製造2025」，推動產業
結構邁向中高端。
李克強提出，製造業是我們的優勢產業，要實

施「中國製造2025」，堅持創新驅動、智能轉
型、強化基礎、綠色發展，加快從製造大國轉向
製造強國。採取財政貼息、加速折舊等措施，推
動傳統產業技術改造。堅持有保有壓，化解過剩
產能，支持企業兼併重組，在市場競爭中優勝劣
汰。促進工業化和信息化深度融合，開發利用網
絡化、數字化、智能化等技術，着力在一些關鍵
領域搶佔先機、取得突破。
工信部部長苗圩對此解讀稱，「中國製造

2025」是中國工程院150多名專家花了一年半時
間進行戰略論證，工信部在此基礎上又花了一年
多時間制定出來的規劃，是中國從製造業大國向
製造業強國轉變「三步走」戰略中，第一個十年
的行動綱領和路線圖。
「中國製造2025」被視為是中國版工業4.0計

劃，其與德國「工業4.0」有何不同？苗圩表示，
中德兩國工業化水平並不相同。德國總體處在從
3.0到4.0發展的階段，而中國的工業企業有些可
能還要補上從2.0到3.0發展的課，然後才能向4.0
發展。因此，要結合中國的國情、中國工業企業
的實際，走一條更好更快的發展道路。苗圩還透
露，「中國製造2025」規劃將主要包括五方面內
容：創新驅動、質量為先、綠色發展、結構優
化、人才為本。力爭通過十年的努力，讓中國製
造業能夠進入全球第二方陣。

兩會前夕兩會前夕，，一場中國遊客赴日搶購馬桶蓋的熱潮一場中國遊客赴日搶購馬桶蓋的熱潮，，再次折射出再次折射出「「中國製造中國製造」」大而不強大而不強

的尷尬困境的尷尬困境。。中國要從製造大國走向製造強國還有多遠中國要從製造大國走向製造強國還有多遠？？在今年在今年「「兩會兩會」」上上，，國務院總國務院總

理李克強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提出理李克強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提出：：實施實施「「中國製造中國製造20252025」，」，力爭到力爭到20252025年從製造年從製造

大國邁入製造強國行列大國邁入製造強國行列。。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琳馬琳 兩會報道兩會報道

「工業4.0」普遍被認為是以智能製造為主導的
第四次工業革命，旨在通過充分利用信息通信技術和網絡空間虛擬
系統，將製造業向智能化轉型。 ■記者 馬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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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利潤率低 遭資本冷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