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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 本期共四版

2017/06/27
主管：中国企业联合会
主办：中国企业联合会 中国企业家协会
协办：

在在““中国制造中国制造20252025””的风口机遇的风口机遇
下下，，““中国智造中国智造””正不断发力正不断发力，，物联物联
网网、、““互联网互联网++””、、新连接经济新连接经济、、机器机器
人人、、新能源汽车新能源汽车、、共享经济共享经济、、生物医生物医
药等新的业态不断涌现药等新的业态不断涌现，，迸发出新迸发出新
的增长动能的增长动能。。

与此同时与此同时，，随着智能制造在全随着智能制造在全
球范围的快速兴起球范围的快速兴起，，智能工厂已成智能工厂已成
为传统制造企业转型升级的主要突为传统制造企业转型升级的主要突
破方向破方向。。在汹涌的在汹涌的““智造智造””浪潮中浪潮中，，
有不少传统企业主动出击有不少传统企业主动出击，，探路智探路智
能化转型能化转型。。

在位于北京市亦庄开发区的一在位于北京市亦庄开发区的一
家智能制造数字化工厂里家智能制造数字化工厂里，，偌大的偌大的
车间只有寥寥数个工人车间只有寥寥数个工人，，从接订单从接订单
到排产再到产品制造以及最后的包到排产再到产品制造以及最后的包
装和物流装和物流，，智能化几乎贯穿始终智能化几乎贯穿始终。。

而在另一家新能源汽车的生产而在另一家新能源汽车的生产
车间里车间里，，将将““流星铁流星铁””化作化作““百炼钢百炼钢””
已不再是难事已不再是难事。。一种种型材一种种型材，，在工在工
匠们手里经过锻造匠们手里经过锻造、、冲压冲压、、焊接等一焊接等一
系列工艺的淬炼系列工艺的淬炼，，化身创意无穷的化身创意无穷的

““百变金刚百变金刚””。。在这里在这里，，汽车厂房告汽车厂房告
别了机器轰鸣别了机器轰鸣、、噪声刺耳噪声刺耳、、粉尘弥粉尘弥
漫漫，，这里甚至可以用这里甚至可以用““静谧静谧””来形容来形容，，
而那些零部件的组装声而那些零部件的组装声，，就像叮当就像叮当
作响的乐章作响的乐章，，点缀其中点缀其中，，整个生产线整个生产线
上一派井然上一派井然。。

尤其引人关注的是尤其引人关注的是，，66月月11日日，，
北京市北京市《《““智造智造100100””工程实施方案工程实施方案》》
正式发布正式发布。。对符合首都城市战略定对符合首都城市战略定
位位、、适合在京发展的传统优势产业适合在京发展的传统优势产业
实施数字化实施数字化、、网络化网络化、、智能化改造智能化改造，，
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和提质增效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和提质增效，，再再
造产业发展新动能造产业发展新动能。。

““智造智造100100””工程的提出工程的提出，，无疑无疑
对北京的智能化发展将起到积极对北京的智能化发展将起到积极
的推动作用的推动作用。。到到20202020年北京将实年北京将实
施数字化车间施数字化车间、、智能工厂智能工厂、、京津冀京津冀
联网智能制造等联网智能制造等100100个左右智能个左右智能
制造应用示范项目制造应用示范项目，，打造打造6060个左右个左右
智能制造标杆企业智能制造标杆企业。。通过实施应通过实施应
用示范项目和打造标杆企业用示范项目和打造标杆企业，，引领引领
带动重点产业智能化转型升级带动重点产业智能化转型升级，，同同
时推动一批关键智能部件时推动一批关键智能部件、、工业软工业软
件件、、装备和系统的研发及产业化实装备和系统的研发及产业化实
现突破现突破，，培育培育1010家左右年收入超家左右年收入超
过过1010亿元的智能制造系统解决方亿元的智能制造系统解决方
案供应商案供应商；；在智能制造核心装备在智能制造核心装备、、
关键部件关键部件、、支撑软件等领域支撑软件等领域，，培育培育55
家以上单项冠军企业家以上单项冠军企业；；打造打造33个以个以
上智造云平台上智造云平台，，完善工业互联网基完善工业互联网基
础设施础设施，，支撑中小企业智能化水平支撑中小企业智能化水平
提升提升。。

随着各地及各类企业将智能制随着各地及各类企业将智能制
造培育成经济发展新动能造培育成经济发展新动能，，相信在相信在
不久的将来不久的将来，，中国大地将会迅速掀中国大地将会迅速掀
起新一轮工业革命的新浪潮起新一轮工业革命的新浪潮，，新经新经
济济、、新业态新业态
也会不断涌也会不断涌
现现。。

主编观察

“中国智造”正发力

李祝义

高端访谈

——访科技部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博士赵刚

创新体制机制 实现“中国智造”

本报记者 洪鸿

《中国企业报》：“中国制

造”要转变为“中国智造”，目前

存在哪些需要破解的瓶颈？

赵刚：“中国制造”要想转变
为“中国智造”，确实还有很多瓶
颈亟待破解。首先是体制机制
问题。目前，科技人员在人才流
动方面还有很多因素在束缚，比

如户籍制度、社保、医疗等。因
此，在社会管理体制机制上进行
创新是非常重要的。

其次，房价过高增加了创
业者的成本。很多年轻的创业
者，尤其是海外留学回来的创
业者，因生活压力无法静下心
来搞科技创新，这就需要出台

相关的鼓励政策吸引创业者，
留住创业者。

还有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
我们缺乏原创意识。目前，整
个社会比较浮躁，很多人想尽
办法发表论文、写书、评职称，
而企业也是尽可能地占领市
场，把投资回报看得很重。所

以，我们要加强正确引导，使整
个社会风气形成一种重视创
新、重视实干的社会氛围。

再者要整合全球创新的资
源。要取长补短，要找最好的
团队来解决问题，只有这样才
能攻克瓶颈，让“中国制造”具
有更强的竞争力。

《中国企业报》：如何由“中

国制造”转型“中国智造”？中

国如何在第四次工业革命大潮

中抓住机遇？

赵刚：要用创新驱动来推
进制造业的转型，在加强技术
研发，增加研发投入，培养工匠
型人才，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
还要做大量工作。

现在国际上以德国为代表
在做工业4.0，就是用信息化来
提升改造工业化。这不是一般
的改造，而是包括柔性生产、定

制、高科技含量等等。此外，以
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正在做工
业互联网，也就是把互联网和
制造业结合起来。

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浪潮
中，中国能不能抓住机遇确实是
一个考验。在第三次工业革命
中，中国抓住了一个尾巴，利用
国际化搭便车参与了过去的分
工，虽然付出了代价，交了学费，
但也学习到了很多东西，奠定了
良好的工业基础。现在，以信息
技术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

已经来临，推动了产业结构的不
断改变，新的业态不断涌现，比
如物联网、“互联网+”、共享经
济、机器人、生物医药、新能源汽
车等，如果中国不能把握好这次
机遇，要想成为世界强国就会成
为一句空话。

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智
造”的过程中，一个非常关键的
问题就是人才的培养。现在高
校教育的人才培养机制还存在
一些问题。高校应该重点培养
一大批应用型人才，这种人才

既能进行设计，又能进行成果
应用的转化，还能在一线车间
的生产线上进行生产，这就是
现在严重缺失的工匠型人才。
此外，还要尽快培养一批能够
适合“中国智造”其他方面的优
秀人才，比如管理、市场营销人
才等。

另外，从“中国制造”走向
“中国智造”，还需要提升科技
水平，增加科技投入，加大研发
力度，在这方面政府要强力推
动，要真正担负起责任来。

《中国企业报》：中国制造

业大而不强的原因是什么，制

造业发展现状如何?

赵刚：中国制造总量已排
在世界第一。在联合国制造业
产品分类当中有 500 类，在这
500类当中，中国有220类产量
占了世界第一，其他的不是第
二就是第三，只要是中国能生
产的东西，肯定是排在世界前
列。而且中国制造的品类是最
全的，500类产品都能生产，除
了中国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全
部生产。

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抓住
了机遇，利用劳动力和土地的

成本优势，以及国外的市场和
资金成为世界制造的中心。但
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有
很多教训需要吸取。

首先，制造业在迅速变大
的过程中，很多高端产业的核
心技术我们没有掌握。据统
计，中国关键核心技术对外依
赖度高，80%芯片都靠进口。比
如，中国的发动机比较落后，还
有高质量碳纤维、特种钢等新
材料都大量依赖进口。近两年
我国大力提倡光纤入户，发展
宽带中国，但是中国生产光纤
的设备还在依赖进口。当前，
机器人产业很热，但是机器人

核心部件 80%以上都是靠进
口。总之，在战略性新兴产业
方面，我们还只处于中低端，这
是中国制造业大而不强的一个
核心问题。

其次，在发展过程中采取
的一些政策出现问题，过去采
取了一种市场换技术的政策，
像汽车产业就是一个非常明显
的例子。我们想通过放开市
场，把国外的技术引进来，但是
在执行政策的过程中出现一些
问题，比如我国在成立合资汽
车企业时，股比是50%：50%，在
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很难控制
核心技术。汽车产业改革开放

这么多年，而中国的汽车品牌
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培养出
来。后来像吉利汽车这样的民
营企业进入汽车制造业的时
候，遇到了种种磨难，这都是由
于当时政策的问题，导致我们
对一些重要的产业缺乏竞争
力。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没
有培育起国内的市场。过去我
们是外向型为主，制造业都是

“三来一补”，这是由于当时资
金紧缺，为了换取外汇，要让中
国的产品有销路有市场，但是
我们的消费习惯、工业化道路
还没有培养起来。

破解瓶颈：亟须体制机制创新

把握机遇：需要多点发力

中国制造：缺乏核心技术

随着《中国制造2025》发布实施，在中国大地掀

起了工业革命的新高潮。未来15年—30年内，

中国要进入世界制造强国行列。目标宏大，实施起来

难度也很大。未来的路究竟如何走，还有多远？带着

这些问题，《中国企业报》记者对科技部中国科学技术

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博士赵刚进行了独家专访。

赵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