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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办：

20172017年年55月月，，来自来自““一带一路一带一路””沿线沿线
的的2020国青年评选出了中国的国青年评选出了中国的““新四大发新四大发
明明””：：高铁高铁、、支付宝支付宝、、共享单车和网购共享单车和网购，，中中
国正在通过国正在通过““一带一路一带一路””与世界分享与世界分享““新新
四大发明四大发明””。。

从从““圆珠笔尖之问圆珠笔尖之问””到到““新四大发新四大发
明明””，，中国制造经历了一个较长时期的中国制造经历了一个较长时期的

““阵痛阵痛””。。如今如今，，中国已成为制造业大国中国已成为制造业大国，，
智能制造领域新业态也不断呈现智能制造领域新业态也不断呈现，，但发但发
展并不均衡展并不均衡，，中国仍然是一个品牌弱国中国仍然是一个品牌弱国,,
缺少世界顶级品牌缺少世界顶级品牌，，严重制约了严重制约了““中国制中国制
造造””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因此要推动制造强国战略实施向因此要推动制造强国战略实施向
纵深发展纵深发展。。””66月月3030日日，，相关国家领导人相关国家领导人
在在““20172017国家制造强国建设专家论坛国家制造强国建设专家论坛””
上指出上指出，，未来要研究制定工业互联网发未来要研究制定工业互联网发
展战略展战略，，搭建多层次工业互联网平台搭建多层次工业互联网平台。。

在在““互联网互联网++””时代时代，，如何利用技术如何利用技术
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实现弯道超车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实现弯道超车，，利利
用智能制造打造中国制造品牌用智能制造打造中国制造品牌，，不仅是不仅是
现实的迫切需要现实的迫切需要，，也成为举国上下的共也成为举国上下的共
识识。。

《《中国制造中国制造20252025》》实施两年来实施两年来，，为引为引
领和推动我国制造业走上以质取胜的发领和推动我国制造业走上以质取胜的发
展道路展道路，，发挥了积极作用发挥了积极作用。。一批先进企一批先进企
业迈入了高端业迈入了高端，，一批自主品牌加快走向一批自主品牌加快走向
世界世界。。““一带一路一带一路””建设正加快推进建设正加快推进，，为中为中
外制造业的共商外制造业的共商、、共建共建、、共享提供了新机共享提供了新机
遇遇，，也为更多中国品牌走向世界带来了也为更多中国品牌走向世界带来了
新的舞台新的舞台，，同时也对中国制造走向世界同时也对中国制造走向世界
提出了质量品牌上的新要求提出了质量品牌上的新要求。。

值得指出的是值得指出的是，，智能制造系统不仅智能制造系统不仅
仅是一台机器仅是一台机器、、一个工位一个工位、、一个工厂或一个工厂或
者一个产品的智能化者一个产品的智能化，，““工业工业 44..00””和和

““工业互联网工业互联网””强调的都是强调的都是““系统的系系统的系
统统””，，也就是各个制造系统所集成的大也就是各个制造系统所集成的大
系统系统，，通过大数据通过大数据、、深度计算和智能网深度计算和智能网
络来形成决策络来形成决策，，指挥智能工厂指挥智能工厂、、智能物智能物
流的运转流的运转，，完成从需求分析到订单形完成从需求分析到订单形
成成、、物资调配物资调配、、制造及生产协作制造及生产协作，，最后最后
形成智能运输分发的过程形成智能运输分发的过程。。因此因此，，迈迈
入入““中国智造中国智造””，，构建以中国为核心的构建以中国为核心的

““系统的系统系统的系统””，，需要国家需要国家、、行业和企业行业和企业
多方面的共同协作多方面的共同协作，，这就需要以技术这就需要以技术
创新为依托创新为依托，，贡献更多的贡献更多的““原创原创””，，用先用先
进标准倒逼中国制造升级进标准倒逼中国制造升级。。

首先首先，，政府要优化投资发展环境政府要优化投资发展环境，，提提
振中国制造企业信心振中国制造企业信心，，出台更有力的金出台更有力的金
融政策支持实体经济发展融政策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加大对制造加大对制造
企业扶持力度企业扶持力度。。其次其次，，需要政府为制造需要政府为制造
业提供足够的公共服务业提供足够的公共服务，，加强知识产权加强知识产权
的创造的创造、、保护保护、、运用和管理运用和管理，，推动完善推动完善““鼓鼓
励创新励创新、、宽容失败宽容失败””的制度环境和文化氛的制度环境和文化氛
围围。。要充分激发和释放全社会创新要充分激发和释放全社会创新、、创创
业 活 力业 活 力 ，，使使

““中国智造中国智造””
品牌成为世品牌成为世
界品牌的中界品牌的中
坚力量坚力量。。

主编观察

发力中国智造
打造中国品牌

李祝义

高端访谈

为发展先进制造创造良好市场环境
本报记者 洪鸿

如何改善
企业发展环境
《中国企业报》：《中国制造

2025》实施一年多来，我国先进

制造业正在蓬勃发展，但也出

现了一些困惑。工信部副部长

辛国斌曾提出，工业和信息化

系统要发挥熟悉行业、贴近企

业的优势，加强资源整合，推动

建立联动工作机制。你认为政

府部门在改善企业发展环境方

面应该如何做？

闫雨：政府部门应该提升
面向中小企业的服务能力，塑
造健全的创新服务网络，侧重
于增强对中小企业研发和创新
孵化的精准支持，发挥万众创
新的引擎作用。此外，还要增
强政策实施主体的开放性和协
同性。建立国际化协同创新、
合作共赢的协作关系，需要以
更加开阔的胸怀吸纳全球创新
资源。可以通过补贴、购买服
务等形式吸引更为专业的社会
主体参与政策实施，在知识产
权、人才培养、管理咨询、投资
风险评估、成果交易转化等领
域加强政府与多元化主体互
动，以国际视野提升“引智”水
平，吸引专业化科技服务机构
提供集群式服务，全面改善本
土创新生态环境。

陈炳荣：要想更为有效地
改善企业发展环境，主要从以
下几个方面开展工作：一是提
振企业发展信心。鼓励企业坚
守制造业，给企业家以信心，这
是改善企业发展环境的根本之
举。宁波创建“中国制造2025”
试点示范城市，就是树立制造
强市这面大旗，鼓励企业家坚
守实体经济，凝聚共识，形成合
力，让制造业成为城市发展的
永久动力。二是强化产业导
向。要加强产业规划，鼓励企
业根据国家战略要求，强化创
新驱动，加快转型升级。三是
全面深化改革。要围绕制造业
发展的土地要素、金融服务、审
批服务等，加快制造业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促进要素流动和
优化配置。比如在行政审批制
度改革方面，宁波全面推进“最
多跑一次”改革，方便企业办
事，提升审批效率。四是打造

“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加强
对企业的精准服务，企业需要

哪些类型的服务，就提供相关
的服务。

侯锡凯：首先，政府部门要
抓好“软环境”建设，做好“放管
服”工作，简化各种办件手续。
其次，政府要抓好宏观调控，结
合地方产业发展定位和资源优
势，正确引导企业发展，不要过
多干扰企业的生产和建设，而对
企业在经济运行和项目建设中
出现的困难和问题，要建立政府
部门的联动工作机制，帮助企业
解决各种困难和问题，将企业的
生产经营自主权完全交还给市
场。再次，政府部门要发挥好桥
梁和纽带作用，为企业之间资源
整合、上下游之间兼并重组做好
牵线搭桥工作。

如何处理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中国企业报》：发展先进

制造业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

关系，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我国民间资本丰富，先进制造

业的市场化投资需求强劲。政

府和市场一旦形成合力，将为

先进制造业发展提供有力的资

金保障，有效推动制造业投资

结构优化。你对此怎么看？

闫雨：政府主要筛选重点
高新技术企业、研发平台载体、
专业孵化器、创新服务体系，提
供一定额度的金融扶持，有助
于引导地区和企业提升资信等
级、增强盈利能力、品牌影响
力、完善风险管理。政府和市
场形成合力的另一个关键领域
是建立多主体、多层次、全方位
的金融创新服务体系完善金融
供给，疏通信贷市场、资本市
场、投资基金等资金进入先进
制造业的通道，发展知识产权
质押贷款、以品牌为基础的商
标专利权质押贷款等方式，积
极满足创新型企业的资金需
求。以应用示范工程政府投资
引导、政府担保等措施鼓励资

金投向创新研发环节，降低初
期市场风险，发挥杠杆效应，促
进前沿技术、全新商业模式的
快速启动。

陈炳荣：刚刚结束不久的
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金融
要把为实体经济服务作为出发
点和落脚点，全面提升服务效
率和水平。要引导金融业发展
同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促进
融资便利化、降低实体经济成
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保障风
险可控。这为金融服务制造业
发展指明了方向。近年来，宁
波出台《金融支持工业经济发
展的意见》，鼓励金融回归服务
实体经济。此外，还制定促进
融资担保行业发展的具体方案
和风险补偿办法，重构政策性
融资担保体系，拓宽中小企业
融资渠道。

侯锡凯：要让政府和市场
发展先进制造业形成合力，首
先地方政府部门要出台发展先
进制造业的投资优惠政策，鼓
励民间资本投资，有效推动传
统制造业转型升级和投资结构
优化。其次，政府部门要抓好
招商引资、招商引智工作，调动
各方面的积极性，推进外商资
本与民间资本有效融合，为先
进制造业发展提供有力的资金
保障。再次，加强营商环境建
设，各地区和部门都要为营商
环境建设创造良好的氛围，政
府部门要公开设立营商环境投
诉举报电话，对为营商环境造
成不良影响的部门和人员要严
肃处理，为民间资本投资创造
良好的营商环境。

如何降低
企业融资成本
《中国企业报》：当前，很多

制造业企业尤其是中小型制造

企业普遍反映企业税负重、融

资难。这也成为我国先进制造

业发展的一大瓶颈，针对这些

问题，你认为应该采取哪些措

施解决？

闫雨：当前出台的一系列
财税金融扶持政策，倾向支持
创新型企业、中小企业，鼓励企
业开展创新活动，具体包括提
高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费用税
前加计扣除比例、在8个全面创
新改革试验地区和苏州工业园
区开展初创期科技型企业纳税
优惠试点等，都是切实的利好
消息，也取得了积极成效。我
国的知识产权交易市场、股权
交易市场等多层次市场仍处于
起步阶段，相关的规章制度、交
易机制、组织管理等建设并不
完善。建议从国家层面成立统
一监管部门，出台针对科技型
中小企业的信用评级、财税、金
融综合配套政策和完善的法律
制度环境。

陈炳荣：要打破这些瓶颈
制约，降低企业成本，一是兑现
政策的红利。要坚决贯彻落实
国家出台的降成本各项政策举
措，要“打通中梗阻，提升执行
力”，不打折扣，让企业感受到
实实在在的成效。二是要兑现
改革的红利。加快行政审批制
度改革，优化企业办事流程。
时间就是效率，提升审批服务
的效率，让企业办事省时省力，
帮助企业获得更多的市场机
会。三是要强化创新的红利，
要推进落实“互联网+”战略，加
快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建
设，提升企业服务水平，让广大
中小企业享受到更多的创业创
新红利。

侯锡凯：中小型制造企业
普遍反映税负重、融资难是客
观存在的，是制约民营企业发
展的瓶颈和“卡脖子”问题。鞍
山曾做过相关调研，发现北方
城市普遍比南方城市税负重。
目前，国家已看到这方面存在
的问题，为减轻企业负担，正在
着手降低税负。建议应从国家
层面适度降低融资门槛，降低
贷款上浮比例，对正常生产经
营企业继续予以贷款支持，以
解决中小微型制造企业融资
难、融资贵问题。比如，鞍山市
有多家正常生产经营企业贷款
到期后，金融部门为控制贷款
风险，拒绝给企业续贷，造成民
营企业被迫停产或项目建设进
展缓慢。建议政府部门和金融
部门都要调整策略，为有发展
潜力的实体企业提供融资便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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