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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5 月 16 日，三一集团与阿曼

阿瓦穆集团签订合作协议，共同开

发阿曼风电市场。

今年年初，阿曼总预算 150 亿美

元(约合 937 亿元人民币)、总长 2135

公里的国家铁路网项目进行招标，

包括中国铁建在内的多家中国企业

参与了竞标。

在阿曼的通讯领域，华为堪称一

枝独秀，在经营、营销和控制运行领

域占据超过 60%—70%的份额。

于福龙表示，阿曼正努力发展的

基建、物流、渔业、旅游等产业都是

中国的优势产业。中国在改革开放

中形成的一大批优质产业和产能，

可以乘着“一带一路”建设的东风，

助推阿曼经济多元化发展。

“特别是中国先进的装备、高超

的技术、素质优秀的人员、健全的产

业标准，可以对阿曼的经济和社会

发展起到重要作用。”于福龙说。

“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落地

实施，未来中阿之间的企业合作将

会越来越多的走出传统的思维，开

拓出更多新的领域。”中国产业集聚

研究专家杨建国对《中国企业报》记

者表示。

不过专家提醒，阿曼国内的投资

环境较好，但是阿曼国内市场有限，

而且中国企业到阿曼投资应当注意

阿曼国内独特的法律法规，规避可

能的投资风险。

有分析报告指出，当前阿曼并不

存在明显的政治风险，但是在投资

中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首先是

阿曼的基础设施相对不健全，未能

形成良好的水电输送网络，导致这

个水电匮乏的国家经常面临缺水、

缺电等问题。

其次是存在法律不完善、办事效

率低、市场容量小、配套能力差、专

业管理人员和熟练工人不足、就业

阿曼化比例要求等不利因素。

第三是在阿曼投资需与当地企

业以合资形式设立投资项目，有的

企业为规避这一限制，采取与当地

企 业 签 订 两 份 协 议（所 谓 阴 阳 合

同），可能给企业管理带来隐患。

第四是阿曼非常注意保护本国

劳工权益。作为海湾国家，阿曼人

一般不从事重体力劳动，而由于技

术限制，也难以胜任管理职务。

第五是阿曼环保法要求很高。

阿曼政府非常重视安全和环保，无

论是在阿曼开展工程承包，还是投

资办厂，都以高标准要求，特别是在

石油工程服务领域，严格实施健康、

安全、环境标准。这对于一些中国

企业和投资人来说需要十分注意。

经济互补：
中阿“一带一路”合作优势独具

自从去年年底摩托罗拉移动透露

回归中国的计划以来，一年的时间过去

了，这家昔日的手机大鳄在中国已经陆

续推出了6款新品，但无论从销量还是

口碑上来看，都难言有所突破。

此番回归中国市场，摩托罗拉有

着自己的计划，即借助本土品牌联想

对中国市场的熟悉和了解实现逆袭。

但随着联想手机业务的亏损和市场份

额的下滑，摩托罗拉恐怕越来越力不

从心。

联想的大腿

2014 年 1 月，联想以 29 亿美元的

价格从谷歌手中收购摩托罗拉，这家老

牌手机厂商开始迎来转机。

当年年底的联想财报显示，收购摩

托罗拉之后，2014 年摩托罗拉智能手

机全球销量上涨118%，销售额共计19

亿美元。同时，摩托罗拉亏损额也低于

预期，彼时联想表示，预计不到一年内

摩托罗拉便能开始盈利。

同样在这份财报中，联想还称摩托

罗拉手机即将回归中国市场。

2015年1月底，摩托罗拉正式在中

国推出了 Moto X、Moto G 以及 Mo-

to X Pro三款手机。为了牢牢吸引中

国消费者，摩托罗拉对这三款手机都进

行了更为贴心的功能设计，以求产品性

能的与众不同。

而不得不说的还有Mote Maker服

务，这是一项搭载在Moto X手机中完

全自定义的服务，用户可以选择产品的

前盖、背盖、材质、内存大小，甚至还有

刻字服务，这项服务给了消费者一个参

与自己手机设计的平台。

在后来一次媒体采访中，摩托罗拉

工程高级副总裁Iqbal Arshad 表示，很

高兴能重回中国市场。他还说，从供应

链角度来看，摩托罗拉会将技术和联想

共同分享，“摩托罗拉在并入联想之后

有一个巨大的优势，因为联想对中国的

市场非常了解。”

彼时，联想还是中国市场的第三大

手机品牌，仅次于苹果和三星。联想手

机业务也是继 PC 之后该集团的另一

个增长点，前景不可限量。

不仅如此，联想还在积极拓展国际

市场，这方面也可以借助摩托罗拉的影

响力。从此角度上讲，摩托罗拉在联想

集团中的地位也很重要，为换取联想的

资源支持增加了筹码。

时机不太好

在上述发布会现场，摩托罗拉邀请

了不少老用户，他们很多人第一次使用

的手机品牌就是摩托罗拉，在谈及对自

己使用摩托罗拉手机的经历以及对摩

托罗拉手机的感情时，有的人几度落

泪，场面十分感人。

情感的因素似乎是摩托罗拉回归

中国的一大优势，但就这一次而言，摩

托罗拉进入中国市场的时机却不太

好。目前市面上除了苹果和三星，国产

厂商如小米和“中华酷联”近年来发展

迅速，后起之秀如乐视、奇酷也咄咄逼

人，这给摩托罗拉留下的市场机会非常

有限。

一年过去了，摩托罗拉仍然没能实

现预期的成绩。在手机厂商极力争取

的“双十一”销量排行榜中，摩托罗拉并

不占据优势。在品牌销售额排行榜中，

前五名分别为华为、魅族、小米、苹果和

OPPO；在销量排行榜上，前五位分别

为华为、魅族、小米、苹果和奇酷大神，

不仅摩托罗拉名落孙山，甚至联想也不

在其中。

最新市场情况是，联想的手机市场

地位也在受到冲击。最新财报显示，联

想六年来单季首次转入亏损，手机业务

成最大的拖累，主要是库存太高。

对于这一局面，联想方面则有着自

己的看法。联想CEO杨元庆表示，中

国手机市场上很多玩家不以健康经营

为目的，而是以销售数量为诉求。他还

说，联想现在市场重心不在中国，因为

在联想看来中国市场环境非常不健康。

而根据联想手机业务的统计，其主

要的失利还是在国内。在国外市场，联

想智能手机的市场总销量同比增长了

295%，共售出2470部，在印度、中东、非

洲、东欧等市场联想手机均有大幅度增

长。

技术实力犹存

虽然联想把重心放到了海外，摩托

罗拉在中国市场已经开弓没有回头箭，

仍然在不断推出新品以重新吸引用户

的关注。

目前，除了年初推出的三款新品，

摩托罗拉在中国市场布局的手机多达

6 款。最新一款也被称为是最为贴进

中国市场、以“摔不坏”为卖点的Moto

X Force，可以有效解决中国手机用户

“手滑党”碎屏的问题。目前这款手机

已经现身工信部网站，具体上市时间尚

未公布，也吊足了用户胃口。

消息人士透露，“Moto X”集触控

屏首创五层结构设计，包括了铝制底

座、触摸层、柔性屏以及防碎内层和防

刮外层，将屏幕的防护做到极致，在多

种场景下的跌落测试中都能够保证手

机屏完好无损，并首创“四年免费碎屏

险”服务。

另有分析人士对此指出，屏幕“摔

不坏”显示了摩托罗拉作为老牌手机厂

商在技术研发方面的实力，本土厂商多

把卖点放在了营销模式上，如果摩托罗

拉能够依靠技术优势，突出产品优势，

在中国市场仍将拥有复兴的可能。

摩托罗拉高层早前也表示，有自主

的研发能力不仅是对于产品规格和成

本的控制很重要，对于真正的革新以及

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也是很重要的。而

该公司研发基地除了芝加哥，还遍布欧

洲、中国、印度、巴西等世界各地，可以

很好地做到全球研发和本土研发。

随着中央的频繁提及，供给侧改革已成为当

下中国经济领域最受关注的词汇，在各界热议的

同时，中国供给侧改革的大幕也徐徐拉开。

供给侧改革不仅仅是对内需疲软的弥补，更

是对产品和服务的质量、效率和产业结构的转

变。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一国经济不可能故步

自封，供给不仅面向国内市场，更要考虑到中国

在世界经济中的大国角色，在对内供给改革的同

时也向国际市场提供绿色、高效、创新的产品和

投资。

当下我国外贸经济下滑，今年10月我国外贸

出口金额同比下降 7%。主要由于在世界产品分

工中我国大多处于产业链中下游，产品技术含量

低，比较优势不明显。生产过程中高污染高排放

也成为国外市场排挤“中国出口”的有力托辞。

今年 10 月，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各成员

国就TPP达成一致，包括环保、版权在内的一整套

贸易服务标准对我国相关产业提出了巨大挑战，

在知识产权、劳工、环保等方面都提出了前所未

有的高标准。美国希望借此主导亚太区域贸易

秩序，打开亚太市场，同时提高中国出口门槛，使

我国企业外贸形势更加严峻。

由此可见，在对外供给阻力重重的背景下，

若想占有国际市场，还需要从行业标准出发，进

一步推行中国标准“走出去”。

中国标准“走出去”将使本国企业获得基于

标准的贸易竞争优势和投资垄断优势，从而提升

本国企业在国际经济活动中的利益分配能力。

在更大领域内推广中国标准，是提高我国国际标

准话语权的重要抓手，是参与国际竞争的战略要

求，更是支撑供给侧“走出去”的战略选择。

2015年 3月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深化体制机

制，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中，

明确提出要“以更加积极的策略推动技术和标准

输出，在更高层次上构建开放创新机制”。在外

需疲软，贸易壁垒高筑的条件下，从产品、技术标

准出发的供给侧改革有望拓宽国际业务，提高国

内企业竞争力，同时有助于突破贸易壁垒，开拓

新兴市场。

今年年初，我国已首先就钢铁、有色、建材、

轻纺等行业标准进行先行试点，推广标准“走出

去”，并在国际市场上取得了广泛认可，接下来将

有更多行业参与战略推广。国际标准化组织消

费者政策委员会（ISO）也向中方通报同意中国提

交成立服务标准化工作组的建议，并认为服务标

准化工作组的创建能为ISO的战略活动提供有力

支撑。但总体来看，我国主导制定的国际标准所

占国际标准总量比例过低，目前还不到1%，大部

分行业依旧是国际标准的被动接受者。这是由

于长期以来我国习惯通过劳动密集型生产来获

得国际竞争优势，为“适应”国际市场特别是欧美

标准而生产，很少推广自身的技术标准。同时，

为了争夺海外订单，国内同行业间竞争激烈，并

由此造成了资源浪费。争抢的结果往往是更贴

近欧美主导国际标准的企业获胜，长此以往欧美

标准就成了外贸企业提高产品生产效率、改善产

品性能的唯一标榜。另外，国内产品品质低，不

被国外消费者认同也是中国标准难以被世界体

系采纳的主要原因。以往经常在报道中看到中

国出口产品被斥“不合格”，从“毒”玩具到“毒”蜡

笔，中国制造似乎被贴上了“劣质”、“廉价”标

签。这不仅有损大国形象，更会阻碍我国对外贸

易的提升，行业标准的提高成为一个不得不面对

的问题。

为了进一步使中国标准“走出去”，为外贸进

行供给侧改革，需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是提高国内行业标准，使落后产业与国际

接轨，在制定具体标准时尽量与国际标准相衔

接。通过供给侧改革对生产效率、产能利用率进

行提升，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提高全

要素生产率。

二是政策扶持，通过国家层面引导产业发展

技术和参与国际竞争。积极鼓励标准输出，在对

外经济谈判中引入标准化内容，强化中国与其他

国家的标准互认，提倡区域标准共建。同时加大

核心技术知识产权和标准化的协作研究力度，奖

励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

三是出口企业需“抱团”。在大数据共享下，

我国出口企业对外贸易不宜单打独斗，应该从国

家整体利益出发，企业之间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

系，形成标准输出“战略同盟”。作为中国标准“走

出去”的重要参与者和推动者，“走出去”企业在对

外贸易的过程中要推崇统一的行业标准，加强同

领域、同行业企业的联合协作，发挥聚合效应。同

时完善产业链衔接，做到标准、产品、技术、服务四

位一体关键要素的相互配合、相互促进。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

助理）

摩托罗拉的中国逆袭：
挑战巨大，机会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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