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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口”背后有隐忧

沧州的宋先生去年花了 5000 元购买了一台无人
机，现在，这台无人机已经成了家里的摆设。“买回
来半个月就坠毁了，旋翼都撞断了，只能放在家
里，做个装饰品吧。”黄先生对本报记者这样“吐
槽”。

虽然对这台无人机的质量问题表示不满，但宋
先生也表示，由于这款无人机价格比较便宜，自己
购买的时候对其质量并不抱太高期待，“这个价格买
到的无人机，质量有问题也是正常现象。”宋先生
说。

宋先生的遭遇在国内无人机市场并非个例。近
年来，无人机成为市场“风口”，大批资本和企业涌
入该领域，掀起一阵无人机风暴。然而，与业界擘
画出的美好蓝图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现有的无人机
产品却是“槽点满满”：有的品控不严，升空不到 2
分钟就坠毁，有的在空中爆炸，安全问题令人堪
忧。其它诸如电池续航不稳、航线不受控制等故障
更是层出不穷。直到现在，公认能做出一款既容易
操控，又安全稳定的无人机的厂商仍属凤毛麟角。

无人机行业的问题折射出“中国智造”的一些
隐患。过去，中国的制造业主要以低端产品为主，
而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推进，“中国智造”
开始兴起，这也大大提升了中国的经济活力和产业
形象。然而，处于高速发展期的“中国智造”似
乎也“遗传”了过去低端制造的一些弊病，比
如，大量的高科技产品仍走样式多、功能全、价
格低的路线，但质量不一定靠得住。制造大国

“产量”与“质量”不匹配的阴影再次笼罩在“中
国智造”身上。

频现“一锤子买卖”

近几年来，海外抢购热频频搅动国人神经，日
本智能马桶盖被中国游客疯抢、德国品牌空气净化
器供不应求。在国人心目中，同等价位的同类产
品，国产的质量通常不如进口的好。甚至一些国内

生产的产品，出口转内销后，反而价格销量齐齐攀
升。这些现象的背后，显现出中国用户对国产品牌
的不信任。

对此，有评论认为，这是国货质量不高，缺乏
工匠精神的表现，也有人将这些现象归结于“国人
对中国产品质量缺乏自信”。

事实上，大多数“中国智造”的产品质量不输
国外品牌，比如，海尔就是凭借智能装备和柔性制
造上的技术优势和过硬品质，在新西兰等国占有主
要市场地位，并获得当地民众的喜爱。

然而，升级爬坡中的“中国智造”为何频现
“质量滑坡”问题？

激烈的行业竞争生态是原因之一。以机器人产
业为例，据统计，2017 年中国机器人相关企业约有
5000 家。巨大的竞争压力下，部分企业为增加销售
额，开始过度压缩成本，竞相降价，最后导致产品
质量不高，以“高端智造”为旗帜的机器人产业反
而形成以低端产品为主导的竞争态势。

市场泡沫也是导致“中国智造”出现质量短板
的一大因素。随着产业升级换代的加速，人工智
能、智能家居、无人机、机器人等概念热度不减，
许多中小企业利用这种热度，制造劣质产品投放市
场，做起“一锤子买卖”。在去年国家质检总局发布
的智能坐便器质量抽查结果中，智能马桶盖合格率
仅为 77.8%。智能手机抽查合格率也只有 73.3%，均
低于平均水平。对抽查结果名单进行分析，可以发
现，国内主流品牌样品绝大部分合格，而不合格产
品多由中小企业生产。

国家质检总局局长支树平认为，国产产品质量
水平存在短板的深层原因是中国质量技术基础上的
差距。质量技术基础是国际通行的概念，包括计
量、标准、认证认可、检验检测。与国际先进水平
比，中国的差距还比较明显。“质量的差距很大程度
上是质量技术基础的差距，中国主导制定的国际标
准才刚刚接近 1%，抓质量必须从质量技术基础抓
起。”支树平强调。

不被质量问题“卡脖子”

近日，国家质检总局在浙江台州正式启动了全
国智能马桶产品质量攻坚计划。这项计划重点瞄准
中外智能马桶的质量差距，并针对关键零部件、制
造、设计3个环节，成立了政产学研检联盟。质检总
局希望以此为突破口，通过提升产品质量来引导境
外消费的回流。

一个小小的智能马桶盖，引发国家质检主管部
门如此重视，反映出“中国智造”和“中国质造”
全面发力已是大势所趋。

过去，国内各大产业常被技术“卡脖子”。由于
缺乏核电技术，核电站部分设备长期依赖进口，建
设成本大幅提升。在北斗导航系统研制成功之前，
导航系统长期被外国主导，国家安全因此受到威
胁。如今，随着“中国智造”不断升级，被技术

“卡脖子”的情况越来越少，但被质量“卡脖子”的
问题却日益严重。

目前，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结构调整的关键
节点，需要把提升质量作为推动供给结构、需求结

构升级的重要抓手和主攻方向，以此加快发展新经济、
培育壮大新动能、为中国产业全面升级提供有力支撑。

而从全球来看，制造业正面临新一轮的“智
造”升级，由此产生了美国工业互联网、德国工业
4.0、中国制造2025等一批国家级规划，这也意味着
在“智造”升级的国家竞争中，占得智造升级的先
机，关乎一国的经济地位乃至综合国力的提升。

在此背景下，“中国制造”正在向“中国智造”大步
迈进。国家层面针对质量建设也实施了一系列大动
作：将“实施质量强国战略”纳入国家“十三五”规划纲
要，不仅为经济新常态下中国企业未来发展指明了方
向，同时也为“中国智造”夯实基础；而今年的《政府工
作报告》更是提出要大力弘扬工匠精神，厚植工匠文
化，恪尽职业操守，崇尚精益求精，完善激励机制，培
育众多“中国工匠”，打造更多享誉世界的“中国品
牌”，推动中国经济发展进入质量时代。

“在国际需求明显不足、国际贸易环境恶化以及商
品结构显著变化的情况下，深化外贸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加快外贸优化升级显得尤为重要。”在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侨联副主席王亚君看来，要想快速提升中国外贸在
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就需持续优化商品结构，提高“中
国智造”商品供给质量，从而形成以“中国智造”为载体的
技术、品牌、质量、服务新优势。

“中国智造”离不开“中国质造”
本报记者 卢泽华

要产量更要保质量 求创新还须有匠心

从人们手腕上的智能手环到共享单车上的智能锁，从农田上空撒种子、喷农药
的无人机到餐厅中“萌萌哒”的机器人服务员，随着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兴起和
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深入，智能概念深入人心，“中国智造”风生水起。

然而，在智能产业飞速发展的当下，中国一小部分智能产品的质量问题开始令
人担忧，一些劣质产品渗透到国内外市场，给“中国智造”品牌形象带来巨大伤
害。业界也开始认识到，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智造”，技术创新虽是关键因素，
质量提升却是基础前提，“中国智造”离不开“中国质造”。

有一位朋友，大学
毕业后便走上了创业之
路。当然，他走的路子
在我看来有些冷僻——
传统药香手工制作。选
材 、 磨 粉 、 炮 制 、 阴
干，一粒粒药香在他的
手中有了千变万化的色
彩。灵妙的药香常常供
不应求，但他从不压缩
制作过程。“依循古法，
纯手工造，不能让祖辈
的手艺丢失，这才是我
自己要一直坚持的。”他
告诉我。

“一直坚持的”，这
样简简单单的一句话，
在我看来，暗含的正是
人们津津乐道的“工匠
精神”。工匠精神，是指
工匠以极致的态度对自
己的产品精雕细琢，精
益求精、追求更完美的
精神理念。在旧社会，
各行各业均以“匠人”
之名冠之，小到铁匠木
匠，大到船匠房匠，工
匠代表着一个社会的整
体 生 产 力 ， 而 工 匠 精
神，正是保证这个社会
正常运转的内在价值观。

中国自古就不缺少
“工匠基因”。中国茶曾
经 让 英 国 支 付 上 亿 白

银，中国瓷器曾经代表了中国的生产力与文化
艺术造诣，中国丝绸更是打通了通往中东和欧
洲的丝绸之路。但是在当代，快马赶路的中
国，不可避免地遇到发展粗放的问题。

如今，“中国制造”正在向“中国智造”和“中
国质造”强力迈进，我们要重新补上“工匠精神”
这一课，激活民族血液中的“工匠基因”，让更多
的中国工匠制作出更高品质的中国产品，让中国
匠心成为“中国质造”的精神担当。

中国工匠需要专业技能。如今的“大国工
匠”，不再只是“一盏枯灯一刻刀，一把标尺一
把锉”的工人，而是专业的技能人才。德国工
艺之所以世界顶尖，就在于德国工人都有着优
秀的手工艺传承。没有一流工匠就难有一流的
产品，大国工匠需要源头的专业培养和配套的
人才机制，鼓励引导技能人才成为“巧匠”、

“大匠”，为大国工匠的培养和崛起配置更好的
土壤，而这需要的是重视专业人才和工匠精神
的社会氛围。

匠人需要有匠心，那就是一丝不苟的工作
态度，是“将产品当成艺术，将质量视为生
命”的极致追求。匠人之所以为匠，是因为他
们传承、坚守、钻研、创新，追求技能的极
致，打磨完美的作品。工匠精神不能仅仅停留
在文件里，政府在制定政策、安排资金、确
定扶持对象时，都需要向质量倾斜。“匠心”不
仅仅是一个虚化的概念，而应自上而下化作社
会共识，成为各行各业不约而同的价值标尺，
进而成为时代呼声。这个问题上，政府必须带
头，引导社会意识。

匠人匠心是工匠精神的根基，“中国质造”
需要“匠人匠心”。正如那位朋友所言，当社会
生产链的各个环节都能做自己“一直坚持的”，
使对工艺的要求和对创作的追求形成强大合
力，“中国质造”便能再次获得世界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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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9 月 20 日，参观者在浙江省嘉兴科技馆
体验VR科技产品。 李剑铭摄 （人民视觉)

2016 年 9 月 20 日，参观者在浙江省嘉兴科技馆
体验VR科技产品。 李剑铭摄 （人民视觉)

2016年7月23日，大型灭火/水上救援水陆两栖飞机AG600在广东珠海总装下线。 新华社记者 卢汉欣摄

2016 年 12 月 29 日,智能机器人亮相山东省济南西
站。 赵晓明摄 （新华社发）

从 3 月 20
日起，德国汉
诺 威 IT 展 开
展。图为巴符
州立大学教授
布伦正在华为
展台前体验可
视化融合指挥
解决方案。
本报记者
管克江摄

2016年 8月 12日，陕西省渭南市金坡村，人们
使用无人机喷洒农药。 刘 波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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