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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正逐渐告别以往高增长态势。根据国家统计

局初步核算，今年三季度我国GDP增速为6.9%，破7已经成

为事实。我国经济同时还面临多重压力：一是人口红利减

弱、劳动力成本上升。全国人口普查显示：1953年65岁以

上人员占总人口约4.43%，而这一指标在最近一次2010年

的普查结果为8.87%。就工作岗位来看，2001年第一季度

全国职业需求人数与求职人数之比为0.65，而这一数值在

今年第二季度上升到1.06，表明我国储备劳动力有所缩

减，用工缺口可能扩大；二是投资增速难以保持高增长，居

民消费需求不足。GDP的支出构成中，居民部门消费支出

占总消费支出由1981年超过80%下降到2014年的73.6%；

三是居民收入分配格局仍需调整，自2014年以来虽然基尼

系数有所下降，但始终超过0.46；四是工业企业创新能力不

足，科技水平低。

为应对经济增速下滑，合理跨域中等收入陷阱，中央在

去年提出了统筹处理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

防风险”的关系。其中稳增长作为其它几项的根基，意在坚

持扩大内需、稳定外需，大力发展实体经济，保持经济平稳

运行。今年9月我国工业增加值增速同比下降0.4个百分

点，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累计同比下滑至10.3%，继续为2000

年6月份以来的新低。这表明经济企稳仍需更多努力。

稳增长需要扩内需，而促消费是扩内需的主要手段。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最终消费支出拉动GDP增长4.0个百分

点，贡献率为58.4%，比上年同期提高9.9个百分点，成为拉

动经济增长名副其实的主力军，而且健康的消费增长势头

将能有效对冲经济增速失速的风险。

为了保障消费需求，需要进一步做好收入分配工作，提

高大众普遍收入水平，让百姓有钱花。今年三季度我国城

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累计同比增长8.4%，较去年同期下

降0.9个百分点，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累计同比增长

8.1%，较去年同期下降1.6个百分点。可见农村居民收入

相比较城镇居民有较大下滑。因此，注重收入分配要努力

缩小城镇和农村的收入差异，提高基层工资水平，注重生产

资料的分配公平，为百姓提供更多的工作岗位和技能培训

机会。今年9月我国城镇新增就业人员累计1066万人，较

去年同期下降1.5个百分点；8月新增就业困难人员116万

人，较去年同期下降3.3个百分点，可以说就业形势依旧严

峻。只有保障就业，为百姓提供充足、公平的工作机会，才

能提高普遍收入水平，合理公平的收入政策更能施惠于民，

带动居民部门的消费能力，进一步避免经济萧条，达到稳增

长的目的。

为了做到这一点，可以新型城镇化为抓手，发展不同工

种的培训机构，保障就业人员工作能力，创造更多的就业岗

位。使人民大众依靠自身努力普遍富裕起来，避免贫富两

极分化愈演愈烈，提高居民消费信心指数和消费意愿，进而

以平等的工作机遇实现收入分配合理化，再通过收入的提

高带动消费，以消费带动增长。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金融实验研究

室研究员助理）

稳增长
还需做好收入分配

张玮

“中国制造 2025”提出要大力发

展再制造产业，实施高端再制造、智

能再制造、在役再制造，推进产品认

定，促进再制造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中国企业报》记者了解到，“十三五”

规划将执行“中国制造 2025”并把再

制造业纳入到发展规划中。在新的

政策背景下，再制造业将成为一个循

环利用、低碳减排的新兴产业，迎来

重大发展机遇。

高大上的“翻新业”

什么是再制造？《中国企业报》记

者在采访中发现，对于这个问题，很

多企业表示“不太清楚”或“目前还没

涉及此项产业”。只有一位从事发动

机再制造业务的企业负责人向记者

作出了较形象的解释：就是废旧产品

的“翻新”。

不过，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再制

造产业并非简单的翻新和维修，而是

一种对废旧产品实施高技术修复和

改造的产业，它针对损坏或即将报废

的零部件，进行再制造工程设计，采

用一系列先进制造技术，使再制造产

品质量达到或超过新品。

“当然不是简单的翻新，关键要

看你对‘翻新’这个概念怎么理解，我

们在这过程中也是有很多技术的，包

括一些高科技技术，所以说我们这应

该算是高大上的‘翻新业’。”上述企

业负责人对《中国企业报》记者补充

解释道。

“当前工业经济的形势比较严

峻，下行压力比较大，传统制造业继

续寻求新的增长点，产能过剩的矛盾

体现出来。中国工业发展到现在，传

统的工业增长方式将来可能一去不

复返。所以从大的发展趋势而言，再

制造将是我国制造业发展的一个大

的方向。”工信部赛迪研究院副院长

刘文强表示。

2020年产业规模
将达2000亿元

“在未来的五到十年，绿色发展

还是未来国际发展的大趋势，资源和

环境问题依然是全球要面临的挑战，

目前发达国家纷纷提出了再工业化

的战略，重树制造业的竞争优势，很

多国家也在推行高效、低碳、循环发

展理念。”工信部节能与综合利用司

综合处副处长郭丰源表示。

“靠科技创新，短时间又难以改

变现状，因此通过发展再制造业或循

环经济，相比其他产业更容易实现

‘中国制造 2025 规划’的要求。”刘文

强表示。

“从国家层面来说，大力发展再

制造产业，关键不是让企业增加多少

产能，产出多少利润，而是基于整个

环保事业、绿色产业、循环经济角度

来考虑的。”北京首拓汽车滤清器制

造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高昱升告诉记

者。

据高昱升介绍，其所在的首拓公

司是北京一家专门生产汽车滤清器

的公司。公司经营和生产班子由原

先“首钢”下岗职工转换而来。公司

目前生产的产品主要来源于两方面：

一方面是新产品的生产，另一方面是

汽车“4S”店废旧回收滤清器的再生

产。

“光北京的汽车保有量就有 500

多万台。而且滤清器属于消耗品，每

辆车一年至少要换两次，这一年下来

就得产出 1000 多万废弃滤清器。要

是就这么扔了，对环境产生很大破

坏。我们公司从事这方面的再制造，

既符合国家环保政策，又解决原首钢

职工的再就业问题，政府怎么会不支

持呢。”高昱升对《中国企业报》记者

表示。

据了解，再制造产业最早出现于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美国汽车维修

业，最初目的为了走出当时美国的经

济萧条困境。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

正式提出“再制造”产业概念，其它工

业发达国家随之跟进。目前再制造

产业已成为欧美发达国家的重要产

业。再制造产业最大的优势便

是节能减材，约能节约原材料

70%、节能60%，可

减少钢铁、铜、塑

料颗粒等大宗商

品的使用量和进

口量，缓解资源短

缺与资源浪费的

矛盾，减少报废产

品对环境的危害，

是废旧机电产品

资源化的最佳形

式和首选途径，也

是节约资源的重

要手段。

虽然再制造

产业直到上世纪

末 才 进 入 中 国 ，

但有后来居上的

趋势。国家先后

出 台《中 华 人 民

共和国循环经济

促进法》、《关于

推进再制造产业

发 展 的 意 见》、

《再制造产品“以

旧 换 再 ”试 点 实

施方案》等多项政策法规，扶持再制

造业的发展。

“目前通过开展一些再制造的试

点认证，相应的技术支撑能力，相应

的一批龙头企业取得了较好成效。

我们在‘中国制造2025’的‘1+X’体系

中，在其中的绿色制造工程中，对再

制造产业进一步进行了明确，并且对

再制造产业到 2020 年的发展工作进

行了部署，提出到2020年再制造的技

术工艺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再制造的

产业规模达到两千亿元。”郭丰源表

示。

中国再制造业
面临诸多挑战

再制造产业以其节能环保优势，

获得了国家产业政策的支持。但产

业发展的持续驱动力还应来自于相

关企业对利益的追逐。

“效益方面也还不错。有国家的

政策支持，我们企业运营方面就好开

展工作。像我们企业就因为有再制

造这块业务，前段时间就和唐山一个

专门从事再制造的园区达成协议，他

们划给我们50亩地，还划给我们一笔

项目资金，这个效益还是不错的。”高

昱升表示。

“其实对企业来说，再制造业的

最大优势是成本控制，废旧品的回收

毕竟比新材料的采购要便宜，而且对

汽车滤清器而言，较少涉及器件磨损

的问题，大部分都可回收再造。生产

成本降低了，企业利润也就上去了。”

高昱升补充道。

不过，中国的再制造业也面临

着不小的挑战。

目前，再制造产业涉及面广，几

乎可涵盖工程机械、农用机械、矿山

机械、电子电器、汽车零部件等大多

数制造业的二次生产。但不是所有

制造业企业都能开展再制造业务。

这其中，技术门槛将部分企业挡在了

高端再制造的门外。

记者了解到，其中的第一道技

术门槛就是“原材料”的寿命监测。

这其中，“疲劳寿命”是寿命检测的核

心，“裂纹控制”是质量控制的关键。

除了寿命监测，从事机械高端再

制造的企业还要迈过的门槛就是产

品的修复和再制造技术，由于再制造

产业的产品“原材料”都是经过长期

服役而报废的各种成品零（部）件，从

事再制造的企业要在保持废旧零

（部）件材质和性能基本不变的前提

下，还要通过精湛的再制造技术实现

原产品的功能升级。

“我们提出要积极推广应用‘再

制造表面工程’，提高对增材制造、疲

劳检测与剩余寿命评估等技术工艺，

进一步完善再制造产品的认定制度，

实施高端再制造和智能再制造的示

范工程，提出到2020年再制造的技术

工艺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郭丰源指

出。

除了技术门槛，目前我国再制造

企业面临的一个普遍瓶颈就是原料

回收渠道的不畅。由于再制造产业

的原材料来源于对废旧器件的回收，

其获取渠道的优劣成为产业是否可

以规模化发展的基础条件。目前，我

国各制造行业还未建立起高效的原

材料回收系统，难以为相关产品的再

制造提供有效

的原料保障，

导致行业成本支出过大。

“拿我们企业来说，北京现在‘4S’

店废旧品的回收基本被五家公司把

持着。我们公司因为没有相应的回

收资质，只能从这五家公司购买回收

物品，这就增加了企业的生产成本。

而且北京现在在这方面很难再批新

的回收资质了。”高昱升表示。

为了拓宽回收渠道，扩大企业生

产规模和市场发展，高昱生所在公司

准备走出北京，依托“京津冀协同发

展”的政策利好，在河北固安和唐山

开设分公司，专门从事滤清器再制造

相关的环保经营。

“我们会加大对地方部门的指导

力度，指导地方有关工业部门对相关

的再制造试点企业、试点单位给予更

多的支持。同时，指导各个地区的再

制造企业健康发展，为企业创造更加

公平、更加良好的发展环境。”郭丰源

表示。

再制造业迎大机遇：
未来市场规模将达2000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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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如果依然是一户一孩子，在各年龄段人口结

婚率和生育率相同的情况下，90后家庭所出生的人口也应

当比80后家庭少14.1%，00后家庭所生育的儿童又要比90

后家庭少21.8%。这也就意味着，当90后特别是00后成为

婚育主体人群的时候，因“全面二孩”而增加的新生儿数量，

可能都不足以冲抵因婚育人口减少而减少的新生儿数量，

所有基于新生儿增加所设计的商业计划都可能落空。为使

企业准确了解未来人口变动趋势，更科学地进行商业策略

安排，除企业要注重信息及时跟踪和大数据应用外，国家有

关部门应当及时调查掌握并发布相关数据。

和大家看到的一样，现在已经有很多人在测算，“全面

二孩”能够多卖多少房子，当然也会有人来测算能多卖多少

尿片，甚至有人指望这一政策能够刺激经济，形成“救市”效

应。但如果客观评估“全面二孩”的作用，其对于社会文明

和社会生态的改变所发挥的作用，必然大于其对于经济领

域所产生的作用。“全面二孩”的核心价值在于缓解中国日

益加剧的老龄化难题，减少空巢老人现象和失独悲剧的发

生，甚至过去困扰整个社会的独生子女“小皇帝”、“小公主”

问题也能够借此改观。和当年的“独生子女”政策一样，“全

面二孩”的政策效用要在今后20年甚至是更长的时间里才

会体现出来，所有急功近利的想法都可能会碰到“南墙”,为

未来埋下后患。

人口新政并非全解良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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