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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在德国库克斯港，西门子歌美飒为海上风力发

电厂制造完整的涡轮机。

福克·施特兰格曼摄（人民视觉）

图②：阿联酋迪拜打造的农业旅游目的地——URB
农业中心。 URB农业中心供图

图③：法国医疗产业发展水平处于欧洲前列。图为法

国切诺维 Urgo基地的操作员正在实验室制造人造皮肤。

阿尔诺·菲尼斯特摄（人民视觉）

图④：2022 年 6 月，荷兰瓦赫宁根大学及研究中心举

办农用机器人开放日活动，展出 10 多种最新智能农机研

究成果。 新华社记者 王湘江摄

图⑤：新加坡金融商务区外景。

罗斯兰·拉曼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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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制造业质量升级、
发展设施农业、以科技创新
提升金融服务……一些国
家通过多种举措，打造特色
品牌，培育优势产业。

位于德国南部巴伐利亚州小城安贝格的西

门子数字化工厂被誉为全球现代化程度最高的

工厂之一。每天，工作人员妮娜·赫尔曼都要引

导约 3—4 组客户参观工厂，“工业的自动化和智

能化生产是大势所趋，在这里，我们把虚拟世界

和现实世界紧密连接起来。”

得益于云计算、边缘计算、人工智能以及数

字孪生等数字技术，该工厂的机器设备可以在一

定程度上实现自动化数据收集和自动化操作，

75%的工序由生产设备和电脑自主处理。自 1990
年至今，工厂产能已提高了 16 倍。作为西门子公

司的样板工厂，目前，该工厂每年可生产食品、汽

车零配件等约 1400 个种类的相关产品共 1700 万

余件，平均每 1秒多就可以完成一件产品。

作为传统的制造业强国，德国经常被视为全

球制造业品质的标杆，制造业是德国的支柱产业

之一。德国联邦统计局的最新数据显示，2022
年 ，制 造 业 增 加 值 在 德 国 经 济 中 所 占 比 重 为

23.5%。该国联邦经济和气候保护部的研究表

明，制造业增加值占德国经济比重在过去 20 年

一直保持在 23%左右，这一数值远高于欧盟整体

水平。

2013 年 4 月，德国正式推出工业 4.0 战略。

10 年来，德国政府积极推动工业 4.0 发展，将其

作为保持工业技术世界领先地位的国家级发展

战略。该国联邦经济和气候保护部和联邦教研

部牵头组织了有针对性的“工业 4.0 平台”；德国

机械设备制造业联合会、德国电气电子行业协

会、德国工业联合会、德国汽车工业协会和德国

金属工业工会等行业组织则统筹各界力量，高效

推动工业 4.0 发展，促进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积

极落实并响应国家战略。

2019 年，德国联邦政府正式出台了《国家工

业战略 2030》，以期在新形势下保持和提升德国

制造业的全球竞争力，确保就业和经济繁荣。该

战略明确提出，要进一步提高制造业增加值在德

国乃至欧盟增加值总额中的比重。为提升制造

业增加值，德国大、中、小型制造业企业紧密结

合，并和地方科研机构密切联系，共同组成区域

性产业集群，在德国制造业的发展中起到了巨大

作用。

产学研三方的深度融合也为德国制造业高

质量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以东威斯特

法伦—利普智能工厂为例，它作为知名研究组织

弗劳恩霍夫协会和东威斯特法伦—利普应用技

术大学的合作项目，是一家服务中小企业的工业

4.0 应用及示范中心。针对中小企业的不同需

求，该工厂可帮助其了解生产情况和数据，及时

分析改正错误，提高效率和品控，节省人力成本，

有效推动当地中小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将研究

成果第一时间运用到生产实践中。

此外，重视专业人才培养也是德国推动制造

业高效发展的重要手段。在德国，半数以上的求

职者接受了职业教育后进入职场，职业教育培训

种类多而精，无论是糕点烘焙，还是航空器维修，

都有专业的职业培训课程。同时，德国一直实行

“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学生一边在学校学习理

论知识，一边在企业实践，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提供了重要的人才支撑。德国联邦教研部指出，

职业教育是德国经济成功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德国总理朔尔茨表示，“双元制”职业教育模

式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代表着良好的职业机会

和工作前景，它确保了企业、学生以及我们所有

人的未来。

德国制造业

产学研融合 提升制造业竞争力
本报记者 花 放

在新加坡，当人们在境外电商平台查看某商

品的新元售价时，通常会用到新加坡金融科技企

业马尔达克开发的专有数码科技解决方案。

马尔达克成立于 2010 年，主要利用专有数

据技术，为电子商务市场、证券交易所等行业提

供外汇交易解决方案。成立之初，马尔达克就获

得了新加坡经济发展局提供的创业基金支持。

此后，新加坡政府通过商业展览等活动为其搭建

海外合作平台，助力其走向海外市场。如今，马

尔达克每年处理的跨境交易额达 140 亿新元（1
新元约合 5.18 元人民币），吸引了多家国际企业

前来投资。

新加坡是亚洲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金融服

务业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 14%，是该国重要的经

济支柱。新加坡政府非常重视金融业发展，并鼓

励金融科技企业加强创新，许多优质的金融产品

和服务应运而生，为该国金融业高质量发展提供

重要支撑。据统计，新加坡现有金融科技企业超

过 1000 家。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发布的报告显

示，2022 年新加坡金融科技融资达 41 亿美元。

为鼓励金融科技企业加强创新、提供更多高

质量产品与服务，新加坡政府推出了一系列激励

补助计划，包括为应用人工智能技术的金融科技

项目提供 50%的资金支持、为其招募实习生提供

薪金补助等。1999 年，新加坡成立金融业发展

基金，旨在发展和支持与金融服务业相关的教育

研究机构、研究计划和项目，提供金融服务部门

所需的技能和专业知识。在该基金的支持下，新

加坡金融管理局于 2020 年 4 月推出一项 1.25 亿

新元的一揽子援助计划，帮助金融科技企业加强

数字化建设、强化人才培养、创新金融产品与服

务，以应对疫情冲击、保持高质量发展。

除提供资金支持外，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率先

启动金融科技创新实验室计划，为金融从业者、

初创企业和科技公司开展合作提供平台。在金

融管理局的带动下，新加坡金融机构纷纷设立自

己的创新实验室。据统计，目前该国建有 40 多

个与金融业相关的创新实验室，开展了近 500 个

创新项目。例如，新加坡星展银行成立了 DAX
创新实验室，孵化出银行语音激活应用程序、应

收款和信息查询的实时处理等项目，为用户提供

更优质的金融服务。

人才是新加坡金融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

力。2022 年 9 月，新加坡推出新版“金融服务业

产业转型蓝图 2025”，宣布将拨付 4 亿新元资助

金融人才与领袖计划，培育技术娴熟且具备适应

能力的金融从业人才，包括为处于职业生涯不同

阶段的金融专业人士提供培训、培养可持续发展

等技术领域的专业人才等。金融机构可以在入

职培训及劳动力转型方面获得政府支持，金融专

业人士则可以获得技能和职业发展方面的资金

支持。

据新加坡金融管理局预计，该国金融业在

2021—2025 年间有望实现年平均增长 4%—5%，

并创造 3000—4000 个就业岗位。新加坡金融管

理局局长孟文能表示，科技正在改变金融产品与

服务，希望进一步发挥新加坡的科技创新优势，

打造更多金融品牌，促进金融业高质量发展。

新加坡金融业

鼓励科技创新 建设国际金融中心
本报记者 刘 慧

走进荷兰南荷兰省的荷兰世界园艺中心温

室区，一排排温室大棚整齐排列。徜徉其间，参

观者可以看到琳琅满目的蔬菜、植物、花卉……

绿意盎然，花香浓郁，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这

里每年都会吸引 2.5 万名来自世界各国的农业从

业者前来参观、学习。

荷兰的设施农业非常发达。创建于 2016 年

的荷兰世界园艺中心是应用荷兰设施农业现代

化技术的代表，这里不仅展示了荷兰温室农业等

领域的最新发展成果，也为政府部门、研究机构

和企业之间搭建了交流平台。“来自各方的代表

可以在这里沟通想法、交流技术、展开合作，共同

推动荷兰农业高质量发展。”中心客户经理马丁·
赫尔姆斯说。

荷兰是世界公认的农业强国和农产品出口

大国。由于国土面积小、地势低洼、光照不足等

因素，荷兰的农业发展受到许多限制。为了突破

农业资源先天贫乏这一发展瓶颈，自上世纪 20
年代起，以温室产业为代表的设施农业开始在荷

兰起步，并于 60 年代快速发展。经过多年的发

展，设施农业有效改善了资源劣势带来的不利影

响，逐步成为该国农业最具特色的优势产业。

设施农业是利用工业化生产理念和工程技

术手段，为作物创造适宜的生长环境，实现高

产、优质、高效的农业生产方式。依托玻璃温室

技术等先进技术，荷兰建立起世界一流的设施

农业体系。据统计，荷兰的玻璃温室面积达到

1.1 万公顷，约占世界温室总面积的 1/4。自动

化控温、创新栽培、生物防控、大数据收集……

近年来，荷兰借助科技创新，不断提高设施农业

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提升设施农业的整体优势

和核心竞争力，使有限的土地产生了巨大的经

济效益。

设施农业的高质量发展得益于荷兰对高科

技研发及推广的大规模投入。据统计，荷兰每

年农业预算约为 20 亿欧元，其中 10%以上被用

于设施农业相关技术的研发，科技进步对荷兰

农业发展的贡献率超过 80%。荷兰红星公司是

欧洲最大的西红柿种植企业，在该公司位于南

荷兰省兰辛格兰市的温室大棚里，阳光透过玻

璃温室房顶，一片片翠绿的叶子下，一串串通红

的西红柿挂满枝头。通过延长光照时间和温控

技术等科技手段的广泛使用，荷兰西红柿口感

好、产量高。

同时，荷兰非常注重设施农业的人才培养与

教育，以支撑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荷兰农业、

自然及食品质量部拨款成立瓦赫宁根大学，该校

目前是欧洲农业方向实力最强的研究型大学之

一。以高校为中心，荷兰各类农业研究机构和企

业纷纷试点发展设施农业，为行业的整体发展提

供源源不断的高质量人才。此外，荷兰还建立了

农业培训体系，为农民开展设施农业技术培训，

推广和普及新理念、新技术。

韦斯特兰市是荷兰的温室之都。该市副市

长卡琳·茨温克尔斯表示，荷兰设施农业聚合该

国产学研等各方力量共同打造优势产业，为农

业 的 创 新 变 革 和 可 持 续 发 展 提 供 了 全 方 位

助力。

荷兰设施农业

注重人才培养 推动农业现代化
本报记者 牛瑞飞 韩 硕

不久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印

发《质量强国建设纲要》，强调要

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

量和效益上来，培育以技术、标

准、品牌、质量、服务等为核心的

经济发展新优势。质量不仅是国

家现代化的基础支撑，也是国家

竞争力的重要标志，正在成为国

际竞争新的战略支点。不少国家

从制度层面建立了促进质量发展

的体制机制，以共同治理的方式

推动质量强国建设。

以质量安全为首要考虑，建

立政府技术法规体系，营造法制

化的营商环境。一些国家出台相

关法律集中力量进行质量安全治

理，为质量强国建设提供了基础

的公共性制度安排。如荷兰制定

《农业质量法》《农药害虫驱逐产

品法》，对农药的生产、制造、储

存、使用和除害作出规范；德国出

台《产品安全法》，对产品安全和

包装进行详细规定，并融合了欧

盟的产品安全认证规范，为产品

质量提供基础性保障。

以消费者需求为根本导向，

建立质量治理市场体系。产品

由消费者选择，产品质量由消费

者评价。德国建立了商品比较

试验机制，允许社会第三方站在

消费者的角度建立产品的衡量

标 准 ，以 此 判 定 产 品 的 质 量 水

平，让消费者能够基于自己的偏好进行选择。英国、荷

兰分别制定《公益披露法》《举报人保护法》等质量权益

保护政策，新加坡也在金融领域出台《消费者保护（安全

要求）条例》《支付服务法案》等消费者保护法案，为消费

者提供了监督和约束企业的有力工具。

以企业为重要主体，建立激励约束相结合的责任体

系。日本通过给予产业充足的资金支持、发展“产官学”合

作体制推动新材料产业不断优化升级；德国提出工业 4.0
战略，鼓励企业跟进新技术新趋势，建立健全知识和技术

转化机制，加速创新成果商业化，同时注重标准的推广和

应用，约束企业在标准的框架下提升生产力；新加坡则注

重为金融企业简化审批手续、提供税收激励，加强金融基

础设施建设，以提高金融服务的质量和效率。

近年来，中国质量事业实现跨越式发展，质量强国建

设取得历史性成效。我国制造业产品质量合格率连续多

年保持在 93%以上，处于历史最高水平。今年 2 月

27 日，世界上技术难度最高的水电工程——

白鹤滩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顺利通过验

收，单机容量 100万千瓦，居世界第

一，标志着我国大型水电工程

建设完成从“中国制造”到“中

国创造”的历史性跨越。中国

在新能源汽车锂离子动力电

池领域的发展亦是如此，在该

领域积累了大量的专利技术，

涌现出一批享誉海内外市场

的企业，极大提升了中国汽车

的品牌价值和出口量。中国

坚定不移持续推进质量强国

建设，不断提高产品和服务质

量 ，为 经 济 发 展 注 入 不 竭 动

力，也为世界提供更加优良的

中国产品、中国服务。

质量体现着人类的劳动创造和智

慧结晶，体现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

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每一次质量领域变革创新

都促进了生产技术进步、提高了人民的生活品质。当

前，经济全球化潮流不可逆转，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

变革深入发展，引发质量理念、机制、实践的深刻变革，

加强质量建设将有力促进全球创新，推动人类社会持续

发展进步。

（作者为武汉大学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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