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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中国制造将有很大的优势，我们有很多的产品在国内国外都

有一定的市场占比，比如包括文具、办公用品、服装、塑料制品在内的日用

消费品。中国还有很多的制造强项供给全球，欧美国家日用消费品中有

50%—60%来自于中国，中国制造还是有一定核心竞争力的。

如果要长期在老百姓心中占据一个很重要的品牌地位，我们的企业还

是要讲诚信，诚信是关键。

现在我们仿冒的很多，这就会让很多研发的人没有了信心，这也导致

了我们很多品牌只大不强，品牌意识不强，短期的目光很强，对于中国制

造参与全球化竞争是一种伤害，缺少一些国际上大家公认的品牌。

要解决这个问题，还是需要我们政府引导公民的诚信意识，比如奶粉

这种产品，从制作工艺和所需要的设备而言，并没有太多技术障碍，中国

和国外的区别并不大，为什么我们自己的品牌反而处于弱势地位，还是诚

信的缺失。所以我们还是要提倡诚信，因为诚信还是立国之本，立企之

道。

如果要在全球打造“中国品牌”，那么人才的全球化也很重要，制造业

全球化了、产品全球化了，人才国际化也要具备这个条件。不能老是用现

有的管理方式去参与国际化竞争，在短缺经济的时候，大家认可产品的价

格比较低，现在还要讲产品的品质、品牌的诚信，甚至还要有好的款式。

我们国内的产品，品质不是不高，但是要适应海外的需求，各方面还是

不够，欧美的很多产品在工艺上，还有在人性化的设计方面比我们要做得

更好。所以我们还是要让海外的优秀人才加入到中国制造中，使得中国制

造的设计研发在海外，市场在海外。

中国有五千年文明文化的积淀，在这些都厘清后，工匠精神就会逐渐

被发觉。政府工作报告里也提到大力打造中国制造的工匠精神，往这个方

向发展，企业也是有前途的。

所以，作为一个企业界的代表，我还是有信心让我们的中国制造在未

来的5到10年，也能够广泛地被海外的消费者所接受。中国制造不再是

一个低端的、末端的制造业，而是能够建立属于自己的品牌。

在“十三五”规划中，我们企业要思考如何去适应这种新的经济态势。

中国有十三亿人口，而且根据目前的经济发展现状，整体社会生活水平得

到了相当大的提高，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市场。企业应该在这个新

的经济形势下给百姓提供更放心的食品、更满意的商品。

目前国内企业的真实状况是，国有企业对于品牌建设看重的比较少，相

比较而言，国内民营企业对于品牌大多都十分重视，而且有相当多的民营企

业的名称就是产品的品牌名称。我们企业本来也想改，但是作为央企，改名

需要较为复杂的程序和得到批准，因此未能实现。制造业水平是企业品牌诞

生的前提和基础，因为如果企业生产水平很落后，那产品品牌肯定是无从谈

起。所以，制造业转型升级也是继续推动企业品牌建设的一个基础条件。所

谓品牌，是市场上能够叫得响的，是适销对路的产品，市场接受率高的产品，

这才能叫做品牌。因此，企业内部的生产条件和管理水平要符合企业品牌的

建设要求，也就是说，企业品牌的背后，也反映着企业生产制造水平以及内部

管理水平。所以，制造业转型升级，将有利于推动企业品牌建设，而且将对企

业品牌建设产生深远影响。

全国人大代表、江南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齐振伟：

制造业水平是企业品牌诞生的前提

制造业转型升级能促进企业提高品牌价值，因为转型升级将促使企业提

高产品质量和科技含量。此前国际社会对中国企业的产品统称“中国制造”，

原因是什么？因为他们感觉中国生产的产品是最便宜的，而且产品质量和档

次也是最低的。而以上这些影响正是因为某些国内企业只看到短期利益、注

重数量而忽视质量，单纯希望以价格优势取胜。而制造业转型升级将提升国

内产业科技水平，促使企业更加精益求精，将产品质量放在最高位，而不是仅

仅增加产品数量和降低产品价格。长期发展下去，国内企业产品质量势必将

得到大幅度提高，在国内外的产品口碑和美誉度也会提高，自然品牌效应也

会增强。而且在当前经济形势下，国际方面风云变幻，国内方面经济增速放

缓，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是非常重要的，对于提升企业在国内乃至国际的品

牌效应，提高产品竞争力，都是非常必要的。另一方面，作为企业来讲，应该

主动转型升级，主动提升品牌价值，提高产品质量，满足市场和消费者的需

求，在市场经济中争得一席之地。

全国人大代表、湖南金浩茶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刘翔浩：

制造业转型升级将提高产品竞争力

政府工作报告把转型升级放在比较重要的位置，提出“增品种、提品质、

树品牌”。这对品牌建设特别是推向市场，推向先进的品牌建设都非常重要。

制造业覆盖很广，因此对品牌的建设也各不相同。比如，消费品，都是有

品牌的，但是对于装备制造业而言这种品牌可能会相对弱化，更多的是以企

业形象来展现。造船业的品牌也许是一个口碑，也许是整体质量，也可能就

只是某生产地。可以说从各种不同角度来创造和建设品牌。

对于制造业而言，品牌的建设是需要长时间的建设。制造业的转型升

级，正在帮助企业建设品牌。

一位美国朋友曾指出，中国东西又便宜又好，衬衫每次都买5件，“我问

他，你都买哪个牌子？他回答说不知道，只说就买中国的。”而牌子都不是一

个。也就是说，他只是觉得买“中国制造”就很好。当问及认识中国哪个品牌

时，他只说出了Lenovo（联想），其他都不知道。所以转型升级对“中国制造”

树品牌在广义上是促成也是方向。

全国政协委员、江南造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工程师胡可一：

制造业转型升级助企业品牌建设

中国企业一向“大而不强、快而不优”，这与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

有关。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驱动实现的，科技创

新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并不高，由此导致我国经济发展质量并不高，产品品

牌也就无法进入世界俱乐部。

而供给侧改革的目的是为经济增长提供新动能，即提高潜在产出水平，

其核心在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于企业来说，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

就是以品牌为导向，实现生产上的技术创新和经营上的转型升级。

目前，中国社会对小康水平之上的高品质需求正处爆发前夜，这就需要

供应侧能够提供高品质的产品、服务和拥有良好美誉度的品牌，我们认为，充

分利用互联网等新技术，快速形成新业态，这是中国企业迎头赶超先进跨国

企业，提升国产品牌、增强发展实力的良好契机。

仅有企业家的愿望还不行，还要有国家的支持,比如希望国家要切实做

好鼓励产业升级的加法，将鼓励产业创新的政策由特定性转向普惠性，鼓励

更多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以创新驱动发展，快速培育出一大批“华为式”的

大型创新型企业和世界级品牌，冲出中国、走向世界。

全国政协委员、新华联集团董事局主席傅军：

以品牌为导向组织全要素生产

目前制造业前景不是非常的令人振奋，但是没有制造业是没有前景的。

所以要坚持科技创新，不断推进制造业的发展。

中国制造业大而不强，很多产品处于产业链低端。近年来，许多制造业

企业普遍遇到“三座大山”，即“市场的冰山、融资的高山、转型的火山”；发展

中面临“四高四低”：人工成本高、融资成本高、税费负担高、制度性交易成本

高，产品质量低、技术标准低、品牌认可度低、企业诚信度低，制约了中国制造

业竞争力的提升。没有科技创新就没有制造业的崛起。

同时，还需要在品牌建设上下功夫。品牌就是企业的命脉！品牌建设是

扩大有效供给、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必须给予高度重视。成

就一个品牌是长期艰辛的过程，需要发扬以创新、执着、责任为主要内容的企

业家精神，耐得住寂寞，经得起诱惑，脚踏实地、专心致志。

我们要禁得起诱惑。不能说哪一个行业赚钱多我们就去搞哪个行业，三

心二意，搞到最后一事无成。所以，一定要坚持自己所认定的道路，坚持在已

经进入的行业中深耕，在这个领域里面要做得更好。要孜孜不倦地在自己所

从事的行业中不断地朝前探索和实践，做精做细做强。

全国政协委员、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书福：

没有科技创新就没有制造业崛起

全国人大代表、广博集团董事长王利平：

诚信是品牌建设的关键

随着消费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要抓住历史机遇，大力实

施品牌强国战略，让“中国品牌”与“中国消费”共成长。大家都知道，品牌是

提升附加值的关键。在经济新常态下，粗放型发展模式已经没有空间，作为

企业，要充分利用国内消费市场，以持之以恒的精神提高产品质量，以扎扎实

实的创新推动产品更新换代。

总结过去，中国企业自主品牌少的原因，有微观上企业自身的问题，但宏

观上的法制环境和政策环境至关重要。微观方面，今后企业要用工匠精神去

打造产品形成品牌，但需要在公平公正的法制环境和市场环境中，企业才有

可能打造出百年老店，培育出有全球影响力的品牌。宏观方面，要进一步加

强法制建设和简政放权，特别是当前地方政府存在审批、规划、处罚等职能重

复，导致企业成本高、创新难、品牌推广路径长等问题。目前，正是企业打造

强势品牌的好时机，企业自身要有规划，除此之外，要有良好的法制环境和知

识产权相关措施形成保护。

全国政协委员、云南省工商联主席杨铿：

让“中国品牌”与“中国消费”共成长

（上接第一版）

因此，让劳动性收入在社会财富分

配中占主导地位，才是实现收入分配公

平的可选路径。让在企业中占主体地位

的劳动阶层通过创造性的劳动，获得更

多的财富、尊严和荣誉，这才是撬动工匠

精神的最大杠杆。

精致的产品是工匠的诗歌。

那些手艺精湛的工匠们，用自己的

技艺、情怀和心血，为他们手中的产品注

入生命和灵性。让原来冷冰冰的产品变

得温暖而亲近；变得富有质感和情趣；变

得可以对话和沟通。

曾经给中国企业做过创意顾问的意

大利著名设计师亚历山德罗·门迪尼说

过，好的产品是实用性和艺术性的结

合。一语道破了“中国制造”的缺陷，以

及工匠精神的奥秘。

工匠精神经常完美地体现在产品的

细节中，那些手工制造的产品、个性化定

制产品往往是工匠精神的代表作。中国

有着世界上最多的劳动人口，手工制作

本应是最有比较优势的领域。然而，享

誉世界的意大利皮具、手工版劳斯莱斯

汽车等手工精品都是外国产品，中国企

业大多与此无缘。工业设计和加工的严

格与精细是工匠精神的另外一种表现。美

国企业所提出的六西格玛技术，要求在100

万个机会里瑕疵不能超过3.4个，代表了工

业时代“零缺陷”的完美商业追求。当然，

中国企业也可以在本土寻找到学习的榜

样。中国航天“万无一失”的标准要求、中

国高铁享誉世界的品质，都深刻体现出了

“中国制造”中的工匠精神。这些企业管理

方法、管理工具、管理流程都达到了全球最

先进的水平，应当得到更大程度的推广和

普及，成为提升中国企业产品品质的参照

系和工具箱。

科技研发所需要的潜心静气和传统的

工匠精神如出一辙。国家主席习近平表

示，科技发展水平总体不高，科技对经济社

会发展的支撑能力不足，科技对经济增长

的贡献率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这是我国

这个经济大个头的“阿喀琉斯之踵”。在汽

车行业经历了“以市场换技术”的失败之

后，在一次次的“落后，引进；再落后，再引

进”的折腾中，中国企业开始悟出了“自主

研发”的真谛。任正非所领导的华为，正是

靠在研发方面的耐力和韧劲，拔得了全球

电信设备行业的头筹。这是中国企业发展

成为跨国公司，并在世界上赢得尊敬和荣

誉的典型路径。

狂奔状态中绝对不会有姿势的优雅。

已经在经济发展速度上创造了世界奇迹的

中国，现在已经到了换一副姿态和面孔的

时候。除速度和力量外，还需要表现出艺

术体操式的格调、优雅、舒展和温馨。

工匠精神是一种对于产品的尊重、对

于品质的执着、对于技艺的痴迷。需要的

是工匠们的敏感、灵气、悟性和专注。而这

样一种心态的养成，需要社会理念和经济

运行方式的转变。无论是从提升中国企业

全球竞争力的角度，还是从改变中国经济

素质的角度，对工匠精神加杠杆都已经是

刻不容缓。

王利博制图

（以上文字由本报记者朱虹、宋笛、陈玮英、江金骐采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