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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造打响“翻身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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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久以来，在许多外国人眼中，中国制造业给人
的印象就像是一座为全球公司生产和加工产品的“大
工厂”，各种贴着“中国制造”标签的产品从这里走向
世界市场，几乎没有什么创新可言。但在今天，这种
情况正开始发生改变。

小到生活中常用的手机、家电，大到工业生产必
备的装备机器，中国制造越来越多地走进国外消费者
的生活，广受外国消费者喜爱。据西班牙《世界报》
11月6日报道，中国近年来努力改变中国货质量不高
的名声，重组工业结构，从数量时代向质量时代过
渡，致力于超越德国、美国和日本。

诚然，中国制造正搭乘新时代新机遇，奋力崛
起，由大变强，打响“翻身仗”。

在浙江杭州有这样一家服装店，顾客试衣时可以不用换
衣，只需站在一台“魔镜”前，输入自己身材比例的各项数
据，即可直观看到店铺中所有衣服的上身效果。3 分钟可试
100多套衣服，有趣又高效，深受消费者喜爱。这台魔镜叫作
虚拟试衣镜。

今年“双11”期间，杭州“伊芙丽×天猫”“双11”快闪
店首次使用虚拟试衣镜，就取得不俗销售战绩：销售突破 24
万元，门店达到 19.5万元。除了虚拟试衣镜，扫码购和智能
导购等线下体验活动，既让消费者在智慧购物服务中流连忘
返，也让该店的生意红红火火。线下体验多，线上生意忙，
经过24小时鏖战，伊芙丽女装“晒”出的线上成绩让人喜出
望外——定格2.83亿元，位居天猫网女装第4。

线上线下齐发力，海内海外同频振。像伊芙丽这样依托互
联网高歌猛进的企业还有很多，仅11月11日这一天，就有157
家商家销售过亿元，17家销售过5亿元，5家过10亿元。据阿
里巴巴官方发布的数据显示：“双11”期间，按销售总金额排
行，商家成交总榜单排名前10的企业中，中国企业占6家，苏
宁易购、小米、荣耀、海尔、林氏木业家具、美的等民族品牌
名列前茅。从品类来看，销售额占比最高的分别是大家电、手
机和个人护理。“互联网+”让这些熠熠生辉的中国制造走向全
球，走进千万家。

“双 11”是消费者的狂欢节，是商家的竞技场，更是中
国实体经济的检阅场。自 2009 年开始，“双 11”已经连续
举办 9 届，从最初只有 27 家企业参与，到现在各家企业都
争先恐后参与狂欢，规模越来越大，全球企业也从接触互
联网、拥抱互联网，走向了全面融合互联网的新阶段。从
生产到销售再到消费，互联网渗透到社会各领域，并深刻
改变中国制造业的传统经营模式。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
席马云说，新制造的冲击即将到来，原来制造行业的标准
化、规模化、低成本等商业模式，将很快全部被个性化、
定制化、智能化取代。

为应对制造业新的历史变革，建设制造强国，中国政府
正在加快推进互联网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2017 年 10 月 30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 《深化“互联网＋先进制造业”发
展工业互联网的指导意见》，促进实体经济振兴和转型升级。
小到定制服装、通过大数据实现精准供给，大到为企业提供
全流程运营管理，工业互联网已经成为一种新的基础设施，
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推动制造业提质增效。

■ 新模式

“互联网＋”振兴实体经济

■ 新动能

智能制造助力弯道超车

■ 新格局

全球竞争中迈向中高端

2006年，联想成为都灵冬奥会电脑技术赞助商，联想集团董
事长兼 CEO 杨元庆还清晰地记得，“老外们第一次看见联想电
脑，都纷纷质疑用这个品牌来做技术支持行不行”。2017年，在美
国丹佛召开的全球超算大会上，联想以87套份额的绝对优势，连
续第四次荣膺高性能计算机榜单全球第二、中国第一。有意思的
是，大会还呈现出了中国超算超越美国、人工智能成为超算新宠
等亮点。

11年间，曾经被外国人质疑的中国制造早已革新换代。在新
的工业革命中，结合了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
技术的智能制造时代已经来临。在这个时代中，谋求变革的不仅
仅是电脑、超算，还包括整个中国制造。

“我们正在看到越来越多的原来没有的商业模式开始出现，并
结合互联网，对制造业进行创新。” 律晖智能科技 （上海） 有限
公司董事长、智能制作产业联盟秘书长曾玉波在接受本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通过网络化、数字化、云端化等方式，智能制造从技
术、产能、创新等领域对中国制造进行优化。“曾经的中国制造靠
的是中国人力优势，未来将靠脑力优势。”曾玉波说。

我们看到，智能制造正在释放出巨大的能量，推动中国制造
的产业变革，并创造新的强大引擎。产业界认为，德国提出的

“工业 4.0”概念即是以智能制造为主导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其核
心是数字化、智能化和平台化，这为中国制造业实现升级发展提
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

工信部赛迪研究院装备工业研究所所长左世全表示，基于中
国制造业雄厚的产业规模、广阔的需求市场、席卷全国的创新创
业热潮、丰厚的资本实力等发展基础以及国家强有力的动员能
力，中国历史性地与西方发达工业化国家处于同一赛道。中国制
造有望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实现迎头赶上甚至弯道超车。

以共享单车为例，据摩拜单车首席专家周亚介绍，摩拜在市
场上运行了大概700万辆车，通过独立的交互芯片、独立的定位系
统、独立的信号回收系统，可以搭建足够大的物联网。700多万移
动的自行车在大街上，可以实现精细化的动态运营。“比如说在地
铁站，可以预测第二天各个出口大概需要多少辆车，我们提前晚
上布置到位，如果发现某个商圈瘀积，则会派工作人员及时清
理。”周亚说。

“德国提出的‘工业4.0’和中国提出的《中国制造2025》，使
中国企业家越来越多地认识到工业创新的价值。”曾玉波说，随着
社会需求、社会商业模式和技术的不断循环迭代发展，未来还会
有越来越多的创新。

近日，在广东深圳举行的第十九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
果交易会上，比亚迪与阿根廷拉里奥哈省签署了一揽子新能
源整体解决方案。首期合作中，比亚迪公司将向拉里奥哈省
提供 50 辆纯电动公交车，帮助该地区实现 100%公交电动化的
目标。

这是中国制造加速崛起的一个缩影。近年来，中国制造行
销全球，在 500 多种主要工业品中，有 220 多种产量居世界第
一。一批龙头企业快速成长，有力带动高铁、核电、通信、新
能源汽车等行业在全球竞争中迅速崛起。

“近年来，中国制造的世界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国务院发
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研究室主任许召元表示，中国制造
面临着越南、印度等国家的低成本竞争和发达国家再制造业化
的双重夹击，但是中国制造业顶住了压力，制造业大国地位进
一步提升，制造业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发布的 《中国
产业发展报告：2017》 指出，中国拥有了比较完善的工业体系
和强大的制造能力，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
工业门类的国家，完善的工业体系有利于中国产业在迈向中高
端过程中高效便捷地实现产业配套，提高生产效率，减少配套
成本。

如今，中国制造在参与全球竞争过程中，逐步形成了新的
产业格局。中国制造走向海外，倒逼制造业逐渐向中高端转
移，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向全球消费者提供质量过硬的产品和
服务。

在传统制造业领域，中国电商平台全球化的布局正一步
步深入，全球买、全球卖的商品流动正在激活和唤醒全球消
费市场。

在高端装备制造业领域，中国不仅在航天、大飞机、高
铁、数控机床、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突破，还
在高附加值行业的国际份额上不断攀升。

在前沿制造领域，中国企业打破国外垄断，5G应用、超级
计算机、无人机，一批新产业集群正在崛起。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高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
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 13.1%
和 11.5%，占规模以上工业
比 重 分 别 为 12.2% 和
32.2%，中国制造业正向中
高端迈进。

制造强国

▼

在
新
疆
金
风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哈
密
总
装
智
能
生
产
线
上
，

工
人
正
在
进
行
数
控
操
作
。
该
公
司
主
要
生
产
大
型
风
力
发
电
机
组
。

新
华
社
发

◀ 10 月 31 日 ，
“双11”前夕，河北省
秦皇岛市海港区临港
物流园区的一家电商
企业内，员工们正忙
着整理货物。

本报记者 史自强摄

▼ 10 月 25 日，浙江省慈溪市宁波晨翔
电子有限公司的自动化质检设备正在运行
中。该公司现拥有 220多台智能自动化机械，
在流水线上实现自动上料、自动装配、自动
检测等工序，其生产能力增长一倍。

新华社记者 徐 昱摄

▲ 8 月 15 日 ， 在 英 国 伦
敦，中国车企比亚迪公司与英国
客车制造商亚历山大·丹尼斯有限
公司联合设计生产的电动公交车
在路上行驶。

新华社记者 韩 岩摄

近年来，中国大踏步向制造强国迈进，成效显
著，有目共睹。

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国制造更耐用了；
二是中国制造更高端了。

过去几年，中国大力提倡工匠精神，推进质量强
国战略，无论是空调、冰箱这样的大物件，还是插线
板、马桶盖这样的小产品，都在质量方面迈上新台
阶，“中国质造”逐渐深入人心，“圈粉”大批用户。
从“制造”到“质造”，一字之差，折射出中国制造领
域的巨大变革，也为提升中国品牌形象打下坚实基础。

中国也在告别过去“世界工厂”的固有印象，
从低附加值的加工制造，逐步向高技术、多创意的
中国创造转变。过去一年，中国国内居民发明专利
申请数占全球38%，居世界第一。而世界知识产权组
织等机构的报告显示，中国创新排名从去年的第25
位升至今年的第22位，是唯一进入前25名的中等收
入国家。“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成功催生出一批高
端制造品牌。比如，华为在全球率先推出高温长寿
命石墨烯基锂离子电池，可以将电池寿命提升一
倍。“神威·太湖之光”也成为世界首台运算速度超
过每秒10亿亿次的超级计算机。

更耐用了，更高端了，是趋势，是局部，但还
不是全部。从中国制造的平均质量来看，仍未达到
世界一流，产品的附加值也达不到工业强国的水
平，中国制造的品牌价值仍难与欧美大国比肩。

究其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业发展的不平衡、不
充分。近年来，中国产品时常陷入有“创造”没有

“质造”，或是有“质造”没有“创造”的境地。比
如近来较热的中国无人机，虽然成功在国际市场上
拔得头筹，却也因高事故率引发诟病。再如火爆全
球网络的中国工兵铲、防弹板，虽因高质量引发惊
叹，终究是附加值低、技术含量小的产品，对中国
制造整体品牌形象的提升有限。

出现这种现象，很大程度上与中国制造过于强
调“扬长”，忽略“避短”有关。纵观出现的质量问
题，或是仍徘徊在低端市场的产品，多出自中小企
业。它们利用市场热度，制造劣质产品，做起“一

锤子买卖”。这使中国制造面临陷入“木桶效应”的
危险，因为这些小小的“短板”，带来的是整个中国
品牌的损失，也给制造强国建设蒙上阴影。

典型的案例来自日本。作为全球高铁市场的开
风气者，日本高铁一度在全世界独领风骚。然而，
因技术故障导致的延迟和漏水，让其日前在英国的

“首秀”失利，重创日本高铁形象。而受钢铁、牛
肉等一系列造假事件影响，全世界也都向以高质量
而久负盛名的日本制造投以怀疑目光。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制造业中那些所谓的小问
题、小毛病，如果不认真对待，不注重解决，就有可能
成为木桶上的短板，影响中国制造业的整体高度。因
此，提升中国制造，除了注重“扬长”，还要学会“避
短”，让中国制造业发展更
平衡、更充分，从而跳出

“木桶陷阱”，成功实现由制
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转变。

中国制造当跳出“木桶陷阱”
卢泽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