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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势

一份 110 条涵盖了 20 多个细分

领域的《中德合作行动纲要》成为李

克强总理出访德国的大单。“工业

4.0 合作”的字眼异常显眼。

10 月 10 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和德国总理默克尔共同主持召开第

三轮中德政府磋商。 期间，两国政府

共同发布《中德合作行动纲要》，其

中提出由工业和信息化部、 科技部

与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 联邦教

研部组织建立工业 4.0 对话。

“李克强总理在这个时候提到

工业 4.0 合作，意味着我国要在工业

化与信息化同步发展的战略中更快

地促进两者的融合。 ”中国工程院原

副院长、院士邬贺铨说。

借助信息化加速

突破 2.0 时代

资料显示，“工业 4.0”是德国政

府《高技术战略 2020》确定的十大未

来项目之一， 并已上升为德国的国

家战略， 旨在支持工业领域新一代

革命性技术的研发与创新。 通过工

业 4.0 战略的实施，将使德国继续保

持国内制造业发展的前提下再次提

升它的全球竞争力。

邬贺铨认为， 此次中德两国就

工业 4.0 签署合作纲要，对中国来说

正当时， 是促进中国工业化与信息

化融合渗透的重要举措， 对当下中

国经济转型、 结构调整都有着特殊

的意义。

中国和德国是目前世界上最主

要的制造业大国。 在 2008 年的金融

危机中，德国的表现非常稳健，让人

们认识到工业实体经济的重要性。

中德两国经贸合作正不断加

强。 目前德国是欧洲在中国最大的

投资方， 逾 7000 家德企在华经营，

去年德国对华投资增长了 43%。 而

中国对德投资去年也实现了 29%的

增长，已有超过 2000 家具有中国投

资背景的企业在德经营。

相对技术高端的德国而言，中

国虽然已成为全球制造业大国，500

余种工业产品中有 220 多种产量居

世界第一， 然而大多数中国工厂并

没有掌握高端制造的技术和设备，

缺乏创新。

专家指出， 绝大多数中国工厂

还处于劳动密集的“规模化流水线”

的工业 2.0 时代，尚未踏入大规模自

动化生产的工业 3.0 时代。 因此，中

国必须积极面对工业互联网的新工

业革命大潮， 在与德国的创新合作

中，对接德国工业 4.0。

评论称，与德国在“工业 4.0”战

略下的合作将为中国引进更多高精

尖技术，大大提升制造水平，帮助中

国国内制造业早日贴近国际标准，

并将会给中国国内科技企业带来众

多诸如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大

数据领域的发展机遇。

专家表示， 现在中国已经不再

是过去那种买创新、 用市场换技术

的阶段了， 中国需要更高层面的创

新来推动发展。

汽车领域

中德技术合作初步成功

记者注意到， 随着中德两国关

系不断深入， 中德两国在环保、交

通、医疗、农业等领域都有科技合作

日益密切。

以中德双方合作较早较深入的

汽车为例。 中德两国合作推动我国

汽车产业不断变革， 随着国产化和

德系标准的融合， 也标志着中德技

术合作的初步成功。

如今， 中德在汽车领域的合作

正持续深入。 10 月 10 日，戴姆勒与

北汽集团签署协议， 将向双方合资

的北京奔驰汽车公司投资 10 亿欧

元以扩大产量。 同时有消息称，大众

汽车将把公司与中国一汽之间的合

资关系延长 25 年。

而今年 4 月 20 日， 德国西门子

与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宣布双方

组建合资公司， 生产高效电驱动系

统，共促新能源汽车发展。 2014 年起

产品开始应用于样车， 并实现小批

量生产。

据西门子媒体部负责人王乐向

《中国企业报》记者介绍，西门子与

北汽集团组建中外合资公司后 ，

2015 年将实现量产， 年产能将超过

十万台。 合资公司将助力中国政府

环保规划， 为行业实现更高环保标

准保驾护航。

在商用客车领域， 中德两国也

一直保持着密切的技术合作。 青年

汽车集团总经办人士向《中国企业

报》记者介绍，青年汽车集团客车产

品引进德国尼奥普兰技术后， 经过

几年发展， 公司生产的豪华客车保

持高档客车行业领先地位， 在与国

际品牌客车竞争中获得巨大成功，

占有国际品牌在中国 90%以上的市

场份额。

据悉，此次中德政府发表的《中

德合作行动纲要》 再次将电动汽车

合作确定为两国未来创新合作的重

要领域。 双方表示将加大对电动汽

车研发、市场开发、基础设施建设等

领域的扶持， 探讨共建充电基础设

施和电动汽车与智能电网互通示范

项目。

深圳比亚迪戴姆勒新技术有限

公司是由比亚迪与德国戴姆勒于

2010 年共同设立的合资企业。 公司

副总经理李云飞向《中国企业报》记

者介绍，合资公司的成立，对比亚迪

的技术有很大的提升。

“与之前中资汽车企业与国外

汽车品牌完全不同， 这是双方平等

的技术合作，共同享有品牌，共同享

有电动车的核心技术。 ” 李云飞表

示：“通过合作， 比亚迪与戴姆勒实

现了共赢。 ”

资讯

由中国质量协会主办的“第十四届全国追求卓越大会”于

10月 10日在北京召开。 本次会议主题为“转型升级———创新

铸就卓越”。会上为第十四届全国质量奖获奖组织与项目以及

全国实施卓越绩效模式先进企业举行了颁奖仪式。今年，中国

质量协会以“转型升级、创新发展、铸就卓越”为主题，开展了

第十四届全国质量奖评审工作。 经严格的资格审查、 资料评

审、现场评审和网上公示等程序，本着“优中选优”的原则，评

选出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等

9家组织荣获全国质量奖。

“第十四届全国追求卓越大会”在京召开

面对面

本报记者 陈青松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近日

报告显示，德国取代中国成为全球第

一大贸易顺差国。 据统计，2013 年德

国贸易顺差达到了 2600 亿美元，而

中国的贸易顺差是 1950 亿美元。

从改革开放到现在，中国的贸易

顺差已经 20 多次达到世界第一。 德

国越超中国成为世界贸易顺差第一

大国的原因是什么？对中国又有何影

响？ 近日，《中国企业报》记者对北京

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著名经济学家

胡星斗进行了专访。

德国产品行销整个世界

《中国企业报》：德国成为全球第

一大贸易顺差国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胡星斗： 德国实体经济相当发

达，不像欧盟其它国家主要是虚拟经

济。 德国的工业生产、机械制造和实

用技术在全球都是名列前茅，因此德

国的产品行销整个世界。

《中国企业报》：德国贸易顺差位

居全球第一后，美国批评德国的贸易

顺差威胁欧洲甚至是全球的经济稳

定，如何看待这种指责？

胡星斗： 德国贸易顺差越多，表

明德国制造业实力更强， 可以跟美

国相抗衡甚至超过美国。 在高端制

造方面，德国可以跟美国有一比，能

够进行竞争。 德国贸易顺差加大可

能对美国的利益会有一些影响，但

影响也不会太大， 这种竞争只能是

促进无论是德国还是美国制造业的

提升。

《中国企业报》：此前美国也批评

中国贸易顺差大， 您怎么看这个问

题？

胡星斗：美国总是批评中国贸易

顺差大而美国是逆差， 好像美国吃

亏了，事实不是这样。 美国贸易逆差

实际上是占了便宜的表现， 它利用

别国比如利用中国的资源生产，在

中国建立很多独资企业、 外资企业

或者是合资企业， 这样才造成了美

国的贸易逆差大。 美国输出大量的

资本，但是商品回流到本国，这样本

国人民能够购买到廉价的商品，而

且为资本找到了出路， 还保护了本

国的资源和环境。

中国应减少贸易顺差

《中国企业报》：您怎样看待德国

贸易顺差超越中国？

胡星斗：德国经济在欧盟经济中

是最好的，德国贸易顺差超过中国对

德国是个喜讯， 对中国也不是坏事，

甚至可能是好事。因为中国贸易顺差

越大，外贸储备就越大，对通胀压力

就越大。中国本来就应该减少贸易顺

差。 我主张大幅度削减出口退税、出

口补贴，应当多增加进口，特别是一

些资源战略物资的进口和一些医疗

物资等关系到民生物资的进口。

实际上，过去我们说中国贸易额

世界第一， 仅仅指的是本土的进出

口， 也就是说仅仅是从海关的计算。

相比较而言，美国在其它国家建立合

资企业或者独资企业， 在第三国出

口， 利用别国的资源来生产再出口，

如果计算在第三国的出口，实际上美

国的贸易总量远远超过中国。

《中国企业报》：作为全球经济的

重要引擎之一，中国应该实行怎样的

外贸策略？

胡星斗： 按照国际贸易理论，往

往一个国家经济越发达，它的贸易顺

差可能越小，更多的是贸易逆差。 国

家越发达， 主要是对外输出资本，然

后在国外进行生产，之后商品回流到

本国， 因此它的进口就多出口就少。

反过来说贸易逆差多，就证明了它越

发达。

目前中国加大了进口，出口势头

得到一定程度的扼制，这是好事。 中

国外贸要升级，外贸要多元化，产品

要多元化，地区要多元化，中国的出

口不能仅仅局限在某些发达国家或

东南亚国家。 中国已经做得很好，但

仍然存有风险。

《中国企业报》：中国应如何实现

国际贸易的均衡发展？又需要解决哪

些现实问题？

胡星斗：中国的国际贸易应该提

高档次， 目前主要还是低端出口，要

更多地发展那些技术含量和附加值

比较高的产品。 对于那些低端的、资

源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应当限制。要进

口科技含量高的、 有利于民生的产

品，这样我们就能够做到国际贸易的

平衡。

胡星斗：中国失贸易顺差第一大国不是坏事

本报记者 陈青松

企业探路“中德合作行动”的

中国式落地

根据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要求，现对《中国企

业报》本次拟集中换发记者证的 37 名记者名单进行

公示。 名单如下：

陈昌成、于浩、蒋皓、钟文、鲁扬、张龙、王莹、王

利博、任腾飞、刘凌林、梁隽妤、姜晓燕、江丞华、郝

帅、郭志明、郭奎涛、丁明豪、陈玮英、张博、许意强、

王敏、贾晶晶、郝玲、吴明、张骅、张晓梅、周慧敏、朱

嘉俊、徐军、黄山、张广传、邹东华、徐志成、龚友国、

蔡敏、黄春兰、李华。

公示

weibo.com/zgqybnews

中国企业报法人微博

中国企业报法人微信

zgqybnews

中国企业网

www.zqcn.com.cn

中国企业网微信

zhongguoqiyewang

订阅中国企业报手机报，可拨打 10086，也

可发送短信“zgqyb”到 10658000。

《中国企业报》每周二出版，若一周内收不到报

纸，敬请读者致电 010-68735752，我们将及时回复

解决。

欢迎关注

中国企业报多媒体

10月 16日有媒体从国家发改委获悉，国家发改委日前批

复新建玉溪至磨憨铁路、 辽宁锦州港至内蒙古白音华铁路扩

能工程、调整新建大理至瑞丽铁路三大铁路项目。 根据批复，

玉溪至磨憨铁路正线全长 504 公里， 项目投资估算总额为

445.1 亿元； 锦州港至白音华铁路扩能工程项目， 线路全长

600.5 公里，项目投资估算总额为 256.38 亿元；调整新建大理

至瑞丽铁路项目总投资为 257.3亿元。

发改委批复三条铁路新扩建项目

汽车领域以技术合作率先突破品牌协作模式

中德两国合作推动我国汽车产业不断变革，随着国产化和德系标准的融合，也标志着中德技术合作的初步成功。 CNS供图

10月 17日，由中国民营科技促进会、中国技术创业协会、

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14中国科技与信息产业周”在

杭州世贸国际展览中心盛大开幕， 近千名企业代表与媒体记

者见证了产业周开幕仪式。同期，第十六届中国杭州西湖博览

会也与产业周活动共同拉开帷幕。 中国科技与信息产业周作

为国内为数不多的科技与信息产业深度融合发展的大型综合

性活动，囊括产业成就展览展示、产业发展趋势研讨互动、产

业学术技术交流、产业项目合作签约、产业成果考察走访、产

业平台展示等诸多内容，为科技与信息产业官、产、研、学、企

搭建一个具有超强影响力的产业沟通合作平台。

中国科技与信息产业周

与第十六届西博会同期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