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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国制造 千帆竞逐

同为经济快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

同为世界人口大国， 又是近邻国家，有

太多相似点的“中国龙”和“印度象”，其

制造业水平和规模以及在世界上的地

位，自然成为人们关注和比较的对象。

中国社科院中小企业研究中心主

任陈乃醒向《中国企业报》记者介绍，

长期以来，印度经济主要以信息技术、

金融和客户服务等业务闻名于世，就

其制造业而言， 印度制造业总体实力

并不强，其质量、价格等诸多方面都缺

乏竞争力， 而且印度非常多的中小企

业缺乏核心技术，生产效率也不高。

然而，资料显示，印度制造业其实

也有过光荣的历史。 印度现代制造业

建立的时间比中国早得多。1851年印

度孟买创立的现代棉纺厂， 比日本早

20年，比中国早40年。1949年新中国成

立时， 印度的钢和生铁产量分别为中

国产量的8.67倍和6.56倍。一直到上世

纪70年代前期， 中国主要工业品产量

才全面超越印度。

相比印度的近邻中国， 自上世纪

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制造业开

始与国际接轨， 并采用国际标准进行

生产、 加工和销售， 竞争能力显著提

高，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日新月异。

事实上， 近些年来印度一直在制

造业的道路上努力追赶中国， 并相继

出台了刺激本国制造业的政策。 比如

从2000年开始， 印度就开始模仿中国

的发展模式， 出台政策将出口加工区

变成经济特区， 支持和壮大本国制造

业。2005年，印度更是发布《制造业国

家战略》白皮书，明确提出与中国争夺

全球制造业中心地位。

印度在制造业方面凸显的信心并

非没有道理。近年来，随着中国生产成

本上升， 欧美一些国际大企业纷纷减

少对中国产品采购，并在印度生产。此

外，一些中国企业开始西迁，搬到人力

成本更低的地方。 性价比更高的印度

吸引了不少中国企业。

不过，专家认为，印度制造业目前

还没有对中国制造业构成大的挑战，

差距仍然不小。

陈乃醒向《中国企业报》 记者表

示，印度制造业赶超中国并不容易，阻

碍印度经济快速发展的一个主要原因

是其基础设施落后，迟迟得不到改善。

分析认为， 中印制造业差异主要

体现在政策方面，印度需要学习中国，

包括大力推进基础设施建设， 稳定税

收制度以及制定吸引投资的政策。

本报记者 郝帅

本报记者 陈青松

提到瑞士制造，人们自然会想到鼎鼎有名的钟表。 从营业

额越过 90 亿瑞郎的斯沃琪集团旗下的欧米茄、天梭、浪琴、雷

达， 到年销售额逾 50 亿瑞郎的劳力士集团旗下的劳力士、帝

舵，再到厉峰集团旗下的卡地亚、万宝龙、江诗丹顿……

然而，钟表仅仅是强大的“瑞士制造”的冰山一角。 瑞士的

机械设备、精密仪器在世界上都具有相当高的知名度：多数人

并不知道全球麦当劳餐厅厨房设备均由瑞士弗兰卡公司提

供， 大多数国家中央银行填写银行票据使用的都是瑞士锡克

拜公司生产的绝密墨水……

一个人口仅有 800万、 国土面积仅有 4.2 万平方公里，且

1/4领土还是山地的“小国”，瑞士因何成为一个全球的制造强

国？

长期关注国外先进制造业的中国社科院中小企业研究中

心主任陈乃醒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瑞士制

造业强大的关键因素， 是一直以来瑞士十分重视制造业的创

新和资金投入。

数据显示， 多年来瑞士每年的研发投入都保持在国内生

产总值的 3%左右， 不论研发投入总量还是人均研发费用，在

发达经济体中都名列前茅。

具有世界级声誉的瑞士钟表业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多年

来，瑞士钟表业始终坚持对品牌及科研、设计、技能培训和售

后服务进行巨额资金投入，不断推陈出新。

此 外 ，

丰富的金融

资源也

为瑞士制造业提供了有力支撑。 瑞士

总共有 300 多家银行， 是世界上银行

密度最高的国家之一。 瑞士政府鼓励

金融机构参与中小企业融资， 为中小

企业提供完善的融资服务。

正是在一系列综合因素的作

用下，“瑞士制造” 成了质量保证

的代名词， 瑞士制造业在全球确

立了优势地位。

以瑞士制造业为参照， 中国

制造业则存在明显短板。 据悉，中

国正在制定“中国制造 2025”规

划， 明确指出造成中国制造业大

而不强的四个主要问题， 其中自主创新能

力不强被放在首位。

“正是由于缺乏核心技术，自主创新不

足，使得我国制造业大而不强。 ”陈乃醒说，“中

国制造业唯有提高创新能力， 才能在世界制造

业的舞台上真正立足。 ”

对于“瑞士制造”对中国制造业的启示，陈

乃醒认为， 中国除了要学习瑞士制造业的自主

创新之外，还要学习瑞士坚持发展制造业的精神。“目前

随着我国经济结构调整转型，服务业发展很快，短期内

这是件好事。 从长远来看，中国还是要靠制造业立国”。

印度挑战中国：

基础设施掣肘

上世纪 70 年代， 当日本电子产

品大举进入美国之时，美国企业几乎

没有招架之力。 在国内相关产业的压

力下，美国政府曾用反倾销、301 调查

和双边专项采购协议等多种方法试

图“抵抗”，但都没能挡住日本货长驱

直入。 新颖、小巧、高品质和低价格，

确立了日本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数十

年的竞争优势。

直到 90年代，日本都拥有令欧美

对手畏惧的创新能力和制造能力。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日本制

造’在全球的影响力，因为掌控核心

技术，它扼制了多数产业链的咽喉。 ”

中投顾问高级研究员贺在华表示。

不过， 从上世纪 80年代开始，日

本的汽车、信息通信设备、电子电器

等制造业开始不断向海外转移，日本

国内产业空洞化现象开始凸显。

日本内阁府的一项调查显示，截

至 2012年度，日本有近 7 成的企业在

国外生产，创过去最高纪录，而这也

进一步加剧了日本国内的产业空洞

化。

“较高的法人税、严格的劳工保

护政策、缺位的自由贸易协定、电力

价格高企、节能减排压力都是企业不

得不走向海外的原因。 ”中国社科院

日本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张季风如是

表示。

“日本政府最担心的应该就是产

业空洞化问题， 因为当前市场低迷，

日本企业借日元升值之势转移海外，

从而造成国内市场长期低迷。 ” 南开

大学日本研究院副教授张玉来称。

有专家表示, 制造业生产向海外

转移，意味着企业所拥有的技术知识

积累等经营资源的投入场所将由国

内转向国外，向海外转移将提高经营

资源的报酬。

“但日本外移产业有其特殊性。

比如，日本外移

产业是在国际

市场上占有很

大份额的出口

导向型产业，转

移后，企

业 降 低

了 劳 动

成本，但

由 于 日

本 产 业

的 市 场

占 有 率

高，当竞

争 只 限

于 日 本

企 业 之

间，即便

生产成本下降，也不能从其他国家的

企业手中抢夺市场，所以，产业整体

市场难以扩大。 ”业内人士在接受《中

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指出，而转移

至国外产业的日本国内的失业者从

事的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处于较低水

平，而这是造成日本制造业疲弊的重

要原因。

而面对国内制造业不断萎

缩、 贸易赤字日益扩大这些问

题， 日本开始重新思考制造业

重振之路， 强调调整制造业结

构， 大力提高工业产品的国际

竞争力。

不过，有专家指出，单靠调

整制造业结构不能缓解日本制

造业外移造成的结果。

而从目前呈现的数据来看，日本

制造业难言复苏。

数据显示， 日本 7 月

经季节调整的制造业采购

经理人指数(PMI)终值为 50.5，低

于初值的 50.8 和 6 月的 51.5。 加

之，6 月工业产出降幅超过预期，

越发令人担心制造业复苏

步伐将放缓。

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

家潘向东指出，把握各需求

市场的特征、削减生产与开

发成本，以及加快研发速度

等更是未来日本制造

业面临的重要挑战。

在美国经济企稳回暖的语境中，

制造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数据显示，

2013年，美国制造业产值达到 2.08 万

亿美元，占 GDP的 12.5%。

制造业是美国重要的创新驱动，

制造业研发投入占到全美私营部门

的三分之二，2013 年仅英特尔的研发

支出就达到 106亿美元， 占全球半导

体研发支出的 19%。

上世纪 20�年代起， 美国以绝对

优势成为了制造业大国。 但 80 年代

开始进入后工业化时代，经济以服务

业为主。 直到 2008年金融危机，美国

开始反思自己的经济增长模式，提出

“去杠杆化”，回归“再工业化”战略。

2009 年到 2012 年， 奥巴马政府

先后推出了《美国制造业振兴法案》、

“购买美国货 ”、“五年出口倍增计

划”、“内保就业促进倡议” 等多项政

策来帮助美国制造业复兴。

2013 年 3 月，一些美国企业相继

将海外生产线迁回美国本土，或在美

国投资兴建新厂，制造业“回流”似乎

颇显声势。

2014 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

份研究报告通过计量分析发现，美元

汇率的竞争力、页岩气革命带来的廉

价能源、与新兴国家在劳动力成本上

差距缩小等因素，推动了美国制造业

的复苏。

“以消费电子的苹果和新能源产

业中的页岩气为例证，目前美国产业

的核心竞争力仍在于先进技术的研

发与创新产品的开发以及卓越的设

计能力。 ”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潘

向东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

时指出。

美国国会研究所的报告也指出，

美国制造业的研发投入强度远远高

于德国、韩国、中国等国家，并且研发

活动集中在高科技领域。

专家指出，从比较优势看，“美国

制造”最突出的核心竞争力在于产品

承载的科技含量与创新能力。

“同制造业规模萎缩形成鲜明对

比的是， 美国的研发强度不断上升，

这为美国制造业的复兴提供了坚实

的技术基础。 另一方面，无论是中美

两国在劳动力实际成本（相对于生产

率）差距上的减小，还是美国能源繁

荣与中国日益加剧的资源环境压力

的鲜明对比，都表明以往建立在廉价

的人工、资源成本基础上的中国制造

业优势正在消失。 中国较为低端的劳

动、资源密集型的制造部门将深受其

累。 ”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晓

晶表示。

专家指出，从美国制造业升级的

经验可以看出，无论去工业化，还是

制造业回流，制造业升级都是科学进

步、技术突破与研发成果推广应用的

结果。

“强大与前沿的科技研发、技术

突破， 与科技成果的转化力相结合，

是制造业实现产业升级背后的核心

支撑。 为此，应该学习美国的科技研

发体系， 从教育体系到科技人才建

设，从研发支持到成果转化方面进一

步深化改革， 进行相应的调整与完

善。 ”潘向东指出。

这几天，在诺基亚工作的小刘显得有点担忧。 微软公司 7

月 17日已经宣布今后一年将裁员 1.8万人， 其中大部分在中

国。 与此同时，微软宣布将诺基亚手机工厂从中国迁往越南。

微软并不是第一家缩减中国制造工厂的科技公司。 近年

来，越南经济增长速度惊人，吸引了全球制造商蜂拥而至。

相比中国内地， 越南等东南亚国家的劳动力成本的确更

加低廉，水电、原材料等成本也更便宜。数据显示，目前越南员

工的基本工资是 700—750 元每月，加上加班费、补助等一共

1000元左右。

而相对而言，中国的人工成本却持续上升。 从 2007 年至

2012年 5年间， 中国一线操作人员薪酬的累计上涨幅度在上

海地区达到 73%， 在华东二线城市达到 83%。 在普通二线城

市，工人工资也基本都在 2000元以上。

随着中国大陆人均工资水平的提高，劳动人口的减少，生

产成本的提高，不少制造商都把工厂从大陆迁到越南、印尼等

东南亚国家。一位在越南办厂的台湾老板称，之所以在越南设

厂，就是因为越南工人工资低，只有大陆的 40%。

不过，在生产成本低廉的同时，越南制造业也暴露出不少

问题。

�《中国企业报》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越南员工责任心不

强，效率低下饱受诟病。有媒体报道，越南 1.5个工人的工作量

相当于中国内地一个工人的工作量。 而且越南工人普遍不如

中国工人受教育程度高。

一位在越南反华事件中受到冲击的台企老板向《中国企

业报》记者抱怨，越南“劳动力资源不足，文化素质低，不勤劳、

无组织纪律……完全没有优点”。

在越南做生意的华人郑南表示， 在越南设立分厂的内地

公司、 台企、 香港企业多数都是从中国内地引进一整套的设

备， 包括选择越南作为生产基地的三星电子都是从中国内地

采购零部件。

郑南认为， 越南有的只是廉价的用工价格和地皮，“制造

行业目前在越南只是改善阶段，还没到精益求精的水平，而且

相关配套跟不上。 ”郑南说。

英国《经济学家》分析，所谓劳动密集型生产商将离开中

国寻找更廉价目的地的说法是夸大其词。 通过对众多新兴经

济体 2013—2018 年劳动生产率与工资上涨的对比预测，《经

济学家》认为鲜有目的地会超越中国。

瑞士成功基因：

研发投入占 GDP3%

本报记者 王莹

日本制造乏力：产业空洞化加剧

本报记者 王莹

美国回归优势：研发与创新

本报记者 陈青松

越南崛起短板：

产业环境羁绊

本报记者 王瑞梅

王利博制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