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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全球经贸格局呈现持续调整过程。每当处
于调整的关键节点，国际竞争就有可能加剧。应该清
醒地看到：直面美国贸易霸凌，中国具备参与全球经
贸博弈的优势。

中国制造业全产业链基础雄厚。中国已经是全球制
造业体系最为完整的国家，总量规模连续 9年保持世界
制造业第一大国地位。制造业不是零基础就可以发展起
来的，中国产业优势来自于规模生产的能力、良好的基
础设施保障、完备的产业配套体系和不断优化的劳动力
要素。尤其要看到，产业链的复杂性比规模性在一定程
度上更能决定一国经济的长期增长。比如，中国产的一
个小小打火机，能够以低价满足全世界市场需求，依靠
的是塑料壳、钢制护壳和火石等相关产业的配套。这里
面体现的正是产业发展规律和比较优势理论。

中国具备新兴产业发展能力。新技术是当前和今
后全球经贸格局的“博弈改变者”，改变着全球价值链
各个环节的竞争状态。以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为
主的新技术将催生智能工厂的出现，实现人、机器、

市场的沟通，生产将以网络化方式进行。在实现高质
量发展的征程中，中国正加速转型升级，迈向全球价
值链中高端。一是中国人口规模为劳动力要素的提升
提供了充分可能；二是中国拥有雄厚的制造业基础和
较好的信息技术基础；三是近十年来，中国自主创新
加速，多个产业从追赶者成为并行者甚至领先者。比
如，中国拥有世界排名第一和第二的超级计算机，拥
有世界上第一个量子卫星网络，拥有建立在一系列核
心技术之上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型企业，等等。

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不久前撰文，论述了竞争
优势变化对美国的影响。他区分了两种情况：其一，
一个国家在具备比较优势的领域大幅度提高了生产
率；其二，一国在原本不具备比较优势的领域，意外
地提升了生产率。第一种情形下，该国产品相对价格
变得更便宜，美国的贸易条件会得到改善。但是，如
果出现第二种情形，那就可能损害美国的利益。在全
球经贸体系相对开放时期，中国在萨缪尔森第一种情
形中得到发展，形成了全产业链优势。今天的中美贸

易摩擦折射了第二种情形下美国的担心。
中国拥有以传统产业链为基础的“一带一路”合

作优势。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的特点是产业链
长，分工复杂但技术标准统一，已形成模块化生产体
系。“一带一路”区域价值链暂时难以与成熟的全球价
值链竞争，但可以选择价值链比较短 （如服装纺织
品、食品）、生产过程相对简单的产业，形成区域价值
链。“一带一路”价值链形成后将会使中国和“一带一
路”相关国家逐渐形成合力，增加中国地缘博弈优
势。同时，这种合作会为全球经贸博弈注入新的利益
分配理念。目前，解释全球价值链利益分配的微笑曲
线正从相对较为平坦 （价值沿着价值链均衡分配） 走
向利益分配不均的 U 型。如果发展中国家寻找区域合
作机会，就会形成一个短而平缓的微笑曲线，有利于实
现利益均衡分配。这种均衡分配的利益观和美国遏制其
他国家竞争优势的零和博弈利益观截然不同，将得到更
多国家认可，从而增加中国参与全球经贸博弈的力量。

中国具有产消一体增长的竞争优势。据预测，

2030 年全球中产阶级的数量将达到 49 亿人，其中 2/3
会集中在亚洲地区，绝大部分集中在中国。产消一体
的国家可以在全球格局深度调整过程中保持持续增
长。产销一体的竞争优势首先体现在中国市场的开放
性将吸引更多的跨国企业对华开展商业活动，中国以
一个消费大国的定位为世界经济增长做贡献。其次，
新技术催生新的生活方式，中国新兴中产阶级对新产
品的接受度相对较高，这种情况下，技术创新和消费
同时成为经济驱动力，中国竞争力会稳步增强。

总之，新技术正在逐步改变全球生产范式。中国
参与全球经贸博弈的优势首先得益于多层叠加的全产
业链优势，也得益于中国面向未来产业竞争的能力。
另外，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已经得到发展中国家的
回应。不仅局限于“一带一路”，中国作为消费大国必
将受到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企业的青睐，中国市场的
开放性将持续为中国参与全球博弈助力。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国家发展
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美国富布赖特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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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处在“一带一路”建设和“长江经济
带”建设的交汇点上，是中国的经济大省，也是
全国唯一所有地级市都跻身百强的省份。

近日，记者一行在江苏南京、扬州等地采访
时发现，该省在“长江经济带”建设的带动下，
产业结构持续优化，第三产业占比去年首次超过
经济总量的半壁江山。

“作为经济大省，特别是进入工业发展的后
期，经济必须要转到绿色发展上来。从‘长江经
济带’要实现永续发展角度来讲，也必须坚持生
态 优 先 。 在 这 方 面 ， 江 苏 走 得 快 ， 步 子 迈 得
大。”长江经济研究院院长成长春认为，第三产业
占到经济总量的半壁江山，标志着江苏在调整优
化产业结构，实现社会、经济和生态协调发展
上，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重环保，产业发展水平高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制造业与生态环境似乎
如水火般不相容。但是，在风光无限好的扬州，
制造业的发展则实现了与生态保护的齐头并进。

走进上汽大众仪征分公司，仿佛进入一个巨大
的航空港，H型大众集团全球标准工厂、400多台工
业机器人、一分钟下线一辆车……一项项代表汽车
工业先进制造的技术和工艺让人应接不暇。

“上汽仪征工厂耗资 500万元，引入世界最先
进的干式水幕漆水分离技术。用石灰石吸附漆
雾，省水高达90%，节省能耗60%。经工厂废水处
理站过滤后的水，可以用来浇花和养鱼。”谈到公
司的环保举措，公司技术办公室高级经理朱俊劼
这样说。

积极落实“长江经济带”建设，坚持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已经成为江苏制造业的共识。

在永丰余造纸（扬州）有限公司，一包包泛黄的
卫生纸让厂长黄睿志引以为豪：“这包卫生纸含
40%的秸秆生物制浆，是国内首个用生物酶分解秸
秆制造而成的卫生纸，分解秸秆只需 60分钟。这种
技术回收利用秸秆的同时，实现了污水零排放。”

黄睿志说：“世界上也有造纸厂研发出生物酶
处理技术，但分解时间要花几个小时以上，无法
降低生产成本而不能进入商用，目前能够量产商
用的生产线只有我们一家。”

重研发，制造工业市场大

“江苏不仅是经济大省，更是创新大省。”江
苏省发改委负责人尹建庆表示，“去年，全社会研
发投入占比 2.7%。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 22.4 件，
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 62%，这一数字比全国平均
水平高出4.5个百分点。”

重工制造业成为产业转型升级的主战场，高
新技术抢占了制造业的高点。

在南京江北新区中车南京浦镇车辆有限公司，展示区内一座硕大的地球仪吸
引了记者的兴趣。上面用不同颜色的图标标记出了十多个国家。“列车卖到哪里，
我们就把哪里标注出来。我们的产品除了满足国内需求，还出口到南美、非洲、
中东等‘一带一路’沿线的15个国家和地区。”公司总工程师施青松说。正是在
这里，诞生了首列中国25.5米空调双层旅客列车、首列“和谐号”200公里CRH6
型城际动车组等。

自主研发创新推动整个产业链转型升级。“2011年之前，我们一天只能生产3辆
列车，如今，日产量达到14辆，2008年到2014年复合增长率超过28%。”施青松说。

无独有偶。扬力集团则把研发创新看作生命线。在扬力集团，一块长 6 米、
高3.5米的墙面上，挂满各种发明专利证书。董事长林国富介绍，目前扬力在手国
家发明专利有200多项，“我们还有不少专利，但是这面墙已经挂不下了。”

来到车间，一台高达12米、自重1000多吨的巨无霸式压力机正在作业，格外
引人注目。“这台闭式四点多工位压力机是汽车、家电、大飞机制造领域必不可少
的设备。目前全国也只有两家企业能够生产，我们的水平已达到国际一流。”参与
研发的总工程师郑义祥说。

重集聚，园区经济有特色

如果说南京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龙头，江北新区则是龙珠。它在3年前
获批，是全国第13个、江苏唯一的国家级新区。新区内有一处设计风格现代、基
础设施高端而完备的产业技术研创园。谁也不会想到，5年前它还是长江边上的
一片滩涂。如今，该园区已经入驻了新思科技、ARM、中科院计算所等一批重点
项目，“成为新区产业科技创新的‘集聚核’”，江北新区科技创新局局长方靖
说。研创园综合管理部副部长蔡汉青说：“江北新区70%的研发创新都发生在研创
园内。”

中德智能制造研究院就落户于此，它的合作方是德国弗劳恩霍夫协会。德方
研究人员托马斯·克诺特博士称，作为欧洲最大的应用科学研究机构，之所以选择
南京，看中的是这一区域传统制造业发达，产业创新要素不断集聚。毕业于南京
航空航天大学的工程师刘轩对研创园各方面都比较满意：“这里有优越的办公环
境、优厚的个人住房补贴，诸多优惠政策对人才的吸引力非常大，我的很多同学
都来到这里工作。”

实际上，南京江北新区研创园只是江苏高科技创新的一个缩影。当下，江苏正全
力打造沿江地区高端要素集聚平台，加快培育壮大数字经济、创意经济、共享经济等
新业态新模式，使高新技术、创新发展、绿色发展成为江苏发展的领头雁。

新征程新篇章

八百里皖江是长江重要支流，流经安徽 416
公里，安徽又处于铁铜硫金成矿带上，如何平衡
矿产资源开发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是安徽发
展中绕不过的一道关。

日前，记者一行在安徽池州、铜陵等沿江地
区采访时注意到，当地正致力于全面打造水清岸
绿的长江经济带，绿色矿业建设风生水起，生态
环境不断改善的同时，也让传统矿业焕发出新的
生命力。

转型拥抱新机遇

在安徽铜陵有色金属集团控股有限公司的厂
房，冶炼浇铸铜板的最后一道工序正在进行。奇怪
的是，工人们都没有佩戴防护面具。

该公司车间安保部部长倪军说，这是因为公司
耗资6.8亿元，引进了世界最先进、高效节能环保的

“闪速熔炼+闪速吹炼”工艺。它对铜冶炼硫的捕集
率高达99.97%，二氧化硫的排放浓度只有国家污染
物标准浓度限值的1/4，这在世界上都是领先的。

企业环保不达标，张都开不了。这是安徽省
对环境污染零容忍的强力体现。去年，安徽省公
布的 《安徽省矿产资源总体规划 （2016-2020
年）》 规定，积极推进绿色矿业建设和管理制
度，对已获得“绿色矿山”称号的企业实行年审
制，年审不合格或发生重大违规违法行为的，执
行退出机制。

要想企业走得远，绿色发展得优先。意识到
这一点，安徽池州的金家冲矿业有限公司投入千
万余元，拆除全部原有厂房、设备，建设2000平
方米的标准化密封厂房，实现车间化运作，全封
闭、无污染；引入新的生产设备，大大提高了矿
产品附加值，公司顺利实现转型升级。

公司总经理余良说：“正在建设中的新生产线
年内将投入使用，但公司目前已收到日、韩和国
内的大型企业发来预购订单。”

循环经济路子宽

满塘荷叶出清流，点点荷香入梦来。在安徽
省铜陵市金冠铜业开阔厂区的一隅，一大片荷花
池映入眼帘，刚刚长出的花苞星星点点地密布在
荷叶间，散发着些许浪漫，和铜矿冶炼的刚硬参
差对照，别有韵味。

“你们知道吗？荷花池里的水可不一般，它是炼
钢废水经净化处理后的再利用。目前，我们公司厂区
的水循环利用率达到了97%以上。”公司总经理王习
庆说，工厂引进新的设备工艺后，能实现全流程节
能减排。炼钢过程中有一个被戏称为“选矿厂”
的设备，专门从废渣中二次选矿，最后剩下的尾
渣全部被水泥厂买走。因为这些尾渣含 40%的
铁，是制造水泥很好的添加剂。另外，工厂的废

水也几乎全部被回收处理，二次用到生产中。
无独有偶。铜矿下游企业铜陵市华创新材料有限公司在转型中，节能环保的

特点也表现得淋漓尽致。该公司主要生产锂电子电池用的电解铜箔，铜箔在生产
过程中，会产生一定的含铜废水。公司副总经理殷勇说，为解决这一问题，公司
引进国际领先的反渗透膜工艺，“我们现在达标含铜废水的排放是0.1-0.2毫克/升
水，是国家自来水含铜量标准的 1/10，是含铜废水国家标准的 1/5。所以，生产
过程排出的水完全可以循环再利用。”

对于环保，殷勇想得很明白：“我们企业并不大，但是在环保方面投入‘巨
资’800万元引进这项设备。因为我们的企业在长江边上，我们自己也喝长江水，
污染了长江等于污染自己。”

生态改善百姓安

平湖一望漾晴空，饶岸荷香送远风。在铜陵这样重工业发达的铜矿之都，竟
然藏着一片“西湖”湿地公园，它是在原西湖镇湿地的基础上扩建而来。此西湖
虽非彼西湖，却同样拥有绝色美景。

乘船泛舟湖上，放眼望去，可见一碧万顷；鹭鸟从开阔的湖面一掠而过，带
着人的思绪飞转而去；登上观鸟塔，接天莲叶随着夏日温热的风，时起时伏，让
人感受自然的声色韵律，陶醉其间。

参与规划建设这片湿地的铜陵市建投公司副总经理吴国月说，铜陵因矿建
市，以前到处冒烟，往外排，也叫“酸雨城市”。工厂的废水废气严重污染了我们
的城市。“如今，政府和企业都很重视环保，很多矿企技术改造，实现废污达标排
放，城市的生态系统变得更加和谐健康。”

西湖湿地公园就在城市区的中心。周末的时候，一家老小都来这里放松休
闲，很多鸟类也在不同的季节光顾这里。2017年，专家对这片湿地生物物种的调
查发现，常年栖息于此的白鹭和江鸥等鸟类有70余种。“专家还发现了4只青头潜
鸭，它是世界级的珍稀物种，目前世界上只有400余只。”建投公司办公室魏主任
介绍道。

在池州，长江流经此地162公里，境内十条主要中小河道总长604.6公里，丰
富的水域带来了充裕的砂石资源。非法采砂一度盛行，破坏了水生态环境，威胁
着河势稳定和水质安全。自2016年以来，池州市大力开展重拳治砂、从严治岸，
实施“清水蓝天”工程，大大改善了该地的河道水质和生态环境。“自从这里采砂
船被关停后，河水明显变清了，也听不到机器的喧嚣声了，这是政府为百姓做的
一件好事啊！”家住贵池区秋浦河岸附近的刘明保老人激动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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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安徽省铜陵市金冠铜业生产废水处理后用来种
花。 郭笑迎摄 （人民视觉）

图为铜陵市华创新材料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一名员工
在监测锂电铜箔生产过程。 新华社记者金立旺摄

图为永丰余造纸 （扬州） 有限公司用秸秆制成的纸家
具。 郭笑迎摄 （人民视觉）

图为在中车南京浦镇车辆有限公司的车间，工人正在
进行新车调试。 郭笑迎摄 （人民视觉）

图为扬州润扬森林公园景色。
孟德龙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